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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灌注桩桩头渗水的处理及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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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混凝土灌注桩桩头渗水对桩体混凝土受力和基底防水产生影响，对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造成腐蚀。 结合工
程实例，对桩头渗水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主要有操作经验不足、责任心不强，灌注器具不合格，混凝土质量指标不
符合要求，灌注接近结束时拔管速度过快、灌注终了超灌高度测量不准，基土含水量高、水压大等；出现桩头渗水可
采用人工剔除或注浆封堵处理；介绍了预防措施，包括加强作业人员培训，强化灌注器具检查，严控混凝土质量，重
点监管终灌时的状态，做好基坑内降水工作等。
关键词：灌注桩；桩头渗水；注浆封堵；灌注器具；混凝土质量
中图分类号：ＴＵ４７３．１ 文献标识码：Ｂ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７４２８（２０１６）０５ －００８６ －０３
Treatment of Seepage at Bored Concrete Pile Head and the Prevention Measures／SUN Li-bao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Ｂｒａｎｃｈ， Ｚｈｅ-
ｊｉａｎｇ Ｎｏｎｆｅｒｒｏｕ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９２，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ｅ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ａｔ ｂｏｒ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ｉｌｅ ｈｅａｄ ｈ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ｏ ｐｉｌ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ｂｏｔｔｏｍ ｗａｔｅｒｐｒｏｏｆ，
ｅｖｅｎ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ｓｔｅｅｌ ｉｎ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ｐｉｌｅ ｈｅａｄ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ｔｏｏｌｓ， ｉｍｐｒｏｐｅｒ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ｔｏｏ ｆａｓｔ ｐｉｐ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ａｔ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ｏｎ， ｉｎ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
ｃｅｅｄｉｎｇ ｈｅ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ｈｉｇｈ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ｏｉｌ， ｈｉｇｈ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ｔｃ．ｗｉｔｈ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 ｄｉｇｇ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ｒ ｂｌｏｃｋａｇｅ ｂｙ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ｂｅｉｎｇ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ｕｎ-
ｄａｔｉｏｎ ｐｉｔ ｄｅｗａｔｅｒｉｎｇ．
Key words： ｂｏｒｅｄ ｐｉｌｅ； ｓｅｅｐａｇｅ ａｔ ｐｉｌｅ ｈｅａｄ； ｂｌｏｃｋａｇｅ ｂｙ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ｔｉｎｇ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0　引言
随着混凝土灌注桩应用增多，近几年频繁出现

灌注桩桩头渗水现象，尤其是在滨海软土地区，地下
水丰富、含水量大，出现的概率更高。 桩头渗水会对
桩体混凝土受力和基底防水产生危害，沿海地区的
地下水有腐蚀性对混凝土中的钢筋造成腐蚀，其后
期处理费时费力，处理成本较高，对工程质量和施工
进度都产生影响。

在工程实践中，有很多项目出现过类似现象（见
图 １），特别是有地下室的桩基工程。 某住宅小区，共
有 ７栋住宅楼，基础工程桩采用饱７００ ｍｍ钻孔灌注
桩，有效桩长 ２２ ～４２ ｍ不等，因有一层地下车库，桩
顶标高为地表以下－５畅８０ ｍ。 总桩数 ６９６根，基坑开
挖后经现场检查，有 ５０ 余根桩出现不同程度的桩头
渗水。 通过开挖剔除新灌、注浆封堵等方法进行了处
理。 为此进行总结分析、查找原因，以便在今后的工
程中进行有效控制，避免此类现象再次发生。

图 １　灌注桩桩头渗水现象

1　桩头渗水的危害
（１）桩头渗水表明桩顶部混凝土质量不高，往

往承载力偏低，而桩头又是应力最集中的区域，因此
需要对桩顶部的混凝土采取补强措施后方可隐蔽。

（２）桩头渗水说明桩顶部混凝土密实度不够，



导致防腐不达标，造成地下水腐蚀钻孔灌注桩和基
础结构中的钢筋，影响钢筋的使用寿命和耐久性，对
结构安全产生不利。

（３）桩头渗水严重影响基底防水，很多防水材
料是在干燥的环境下施工的，而桩头渗水使防水材
料在发挥作用前失效或根本就无法防水。

灌注桩桩头渗水的这些危害，后续处理费时、费
力、费钱，既影响工程质量，又增加施工成本，工程教
训惨痛。

2　桩头渗水的原因分析
通过对几个有桩头渗水现象的工程实例进行分

析并结合相关资料，导致混凝土灌注桩桩头渗水的
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操作上的原因

混凝土作业人员经验欠缺，不了解施工工艺及
操作规程，不能正确掌握水下混凝土的灌注方法。
有些操作人员责任心不强，不严格按照技术要求进
行混凝土灌注。 如灌注导管的起拔位置、埋管深度
等控制不好，使混凝土没有足够的压力向四周扩散，
造成桩周的混凝土疏松，从而产生渗水通道。
2．2　灌注器具的原因

初灌隔水工具不符合要求，灌注导管密闭性差。
混凝土作业人员在混凝土初灌时，所下放隔水球胆
充气后大小不适合，有的太小，有的甚至破裂，起不
到隔水作用，造成泥浆混入初灌混凝土。 灌注所使
用的导管密闭性不好，个别导管有砂眼，灌注过程出
现泥浆渗漏，造成混凝土掺杂泥浆。
2．3　混凝土的原因

水下灌注的混凝土是高含水量、高灰量、高含气
率、高流动、粗细骨料粒径差较小、自密实的混凝土。
从混凝土施工的角度看，混凝土中的水分一部分向
地层中渗透，一部分被蒸发，还有部分在混凝土中形
成水囊。 水囊中的水分在混凝土凝结、硬化过程中
被吸收，造成大大小小的空洞，形成了各种微裂隙。
混凝土中水分消散的这些通道，也是混凝土凝结后
渗水的各种通道。 为此混凝土的塌落度、和易性、流
动性、粗细骨料匹配至关重要。 如果这些指标不符
合要求，将导致混凝土凝结硬化过程产生更多的空
隙、裂隙，为桩头渗水提供通道。
2．4　技术上的原因

混凝土灌注接近结束时拔管速度过快，导管振

捣频率不足，造成桩顶部混凝土密实度不够。 拔管
速度过快周围混凝土不能及时补充，桩头上的浮浆
就会混入，形成夹心桩头。 最后一节导管基本上是
一次性拔出来，往往造成混凝土面下降。 个别桩在
终止灌注时，超灌高度测量不精确，表面浮浆过厚，
造成混凝土没有真正灌上来。
2．5　地质条件的原因

地基土含水量高、水压大。 出现桩头渗水的工
程均为地基土含水量较高的场地，地下水丰富，基坑
降水后使基坑内外产生水位差，在水头压力作用下，
基坑内的水通过桩壁及毛细缝隙挤压上来，为桩头
渗水提供了间接作用。

3　桩头渗水的处理方法
如果桩头出现渗水，应在基础底板施工前对桩

顶部进行封堵处理。
3．1　人工剔除处理

对于渗水轻微、渗水深度在 １倍桩径以内，并且
是在基坑水位以上的部位，可采用人工剔除处理。
前述工程中有 １０余根桩采用人工剔除接桩处理，剔
除深度一般在 ０畅２ ～１ ｍ。 剔除前先做好降水，用风
镐或凿子将渗水的桩头混凝土剔除，对混凝土接合
面凿毛并清洁，用钢丝刷将钢筋刷洗干净并调直补
焊，然后浇注标号高一等级的抗渗混凝土。
3．2　注浆封堵处理

对于渗水严重、部位较深或在水位以下、人工无
法开挖的应采用注浆封堵。
3．2．1　注浆封堵的施工材料

（１）注浆材料：水溶性聚氨脂。 该材料是由甲
苯二异氰酸酯（ＴＤＩ）和水溶性聚醚进行聚合反应而
成的高分子化合物，与水具有良好的混溶性，浆液遇
水后会自行分散、乳化，浆液中游离的异氰酸根（ －
ＮＣＯ）会与水进行聚合反应，聚合后的固结体具有良
好的延伸性、弹性和抗渗性，在水中永久保持原形。
浆液遇水后发泡膨胀，发泡体积可增大 ２倍，从而堵
塞水道，起到止水的作用。 水溶性聚氨酯在地下堵
漏止水工程中被广泛采用，取得了良好效果。

（２）封孔材料：堵漏王是常用的防水抗渗、堵漏
材料。 其特性是迅速凝固且密度和强度都高于现行
高标号混凝土。 它能在拌和后 １ ｍｉｎ开始凝固，３ ～
４ ｍｉｎ终凝，１天抗压强度可达到 ２５ ＭＰａ以上。

（３）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用于桩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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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防水，其施工方法可按说明书和设计要求来进行。
（４）干水泥：用于确定渗漏桩的渗漏点位置。
（５）注浆针头：直径 １４ ｍｍ，长度 ５０ ～２００ ｍｍ。

3．2．2　注浆封堵的施工过程
（１）布孔：把混凝土基层清理干净，检查桩面。

对于有明显渗漏点的桩，用汽油喷灯将桩面烘干，洒
上干水泥，确定渗漏点，再将该部位做上标记，布孔；
对于渗漏点不明显的桩，用汽油喷灯将桩面烘干，根
据桩直径大小布孔 ３ ～５ 个，四周孔距中心孔 ３００
ｍｍ，如无明显效果可适当增加孔位。

（２）打孔：用冲击钻对布置好的孔位打眼，直径
以注浆管外径为准，打完眼后用“皮老虎”吹干净。

（３）注浆：插入注浆针头，接上堵漏机，进行封
闭注浆（每根针头注浆约 ５ ｋｇ）。 待堵漏机压力表
显示注满后，取下检查。 如还有渗漏再进行二次注
浆，确保注满缝隙。

（４）封孔：确认注满后的次日，取出针头并用堵
漏王进行封孔。

（５）结晶防水：在桩顶表面涂刷水泥基渗透结
晶型防水涂料进行表层防水。

4　主要预防控制措施
4．1　加强作业人员培训

混凝土灌注是桩基施工过程中的重要工序，也
是要求旁站的环节。 为保证灌注质量必须加强作业
人员培训，安排熟练工带领新工人，对拔管时间和埋
管深度控制专人负责。 对于下放球胆，质检人员要
当场确认并做好记录，灌注过程中加强工序间检查。
4．2　强化灌注器具检查

混凝土初灌隔水球胆充气后比导管内径小 ２０
～２５ ｍｍ 为宜，以利于球胆从导管内顺利排出。 球
胆质量要合格确保不破裂、充气后不漏气。 对所使
用的灌注导管须检查密闭性，可采用注水充压的方
法进行，对不符合要求的坚决更换。 对老化陈旧的、
安装后不严密的导管坚决清场，确保混凝土灌注过
程中不漏液、不渗浆。
4．3　严控混凝土质量

重点检查混凝土坍落度、和易性、流动性。 因天
气或运输距离的原因，有时到场混凝土坍落度损失
严重，流动性差、和易性不好，造成混凝土灌注密实
度低。 有时到场的混凝土和易性不好，有泌水和离
析现象，为此严格检测每车到场混凝土的坍落度，要

求在 １８０ ～２２０ ｍｍ 之间，对不达标的坚决予以退
还，不得在现场进行加水搅拌。
4．4　重点监管终灌时状态

混凝土灌注结束时拔管速度过快是导致桩头出

现渗水的重要原因。 拔管速度过快使管内的混凝土
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对混凝土振捣不够，造成桩顶部
混凝土密实度不足、松散，出现孔隙。 另一方面就是
超灌高度不够，造成上面覆重不足。 测量混凝土标高
时表面上是达到要求，实际上面很大一部分是浮浆加
石子的混合物，不能称之为混凝土。 对此在灌注结束
时必及时测量混凝土标高，并在不同位置进行多次测
量，确保混凝土高度真正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终止灌
注。 对最后一段导管要求边振捣边拔出，并及时补充
管内混凝土，不得将导管一次性拔出。
4．5　做好基坑内降水

基坑开挖完后，坑内水位须降至基底标高 ０畅５
～１畅０ ｍ 以下，保证桩顶防水和基底防水施工是在
干燥的环境下进行，确保防水材料发挥作用，消除以
后基础底板渗水的隐患。

5　结语
混凝土灌注桩桩头渗水，是桩身混凝土质量原

因造成的。 影响桩身混凝土质量的原因主要有操
作、设备、材料、技术、环境等方面的因素。 由于灌注
桩桩头渗水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因此在混凝土灌注
施工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通过本文所介绍的一些
控制措施，可以有效地防止灌注桩桩头渗水，从而保
证灌注桩混凝土施工质量，节约工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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