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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钻孔灌注桩可拆卸吊筋的制作与使用

蔡文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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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两种可拆卸回收使用的吊筋，经过现场使用，效果良好。 既节省材料，降低成本，又能减少基坑开挖砍
桩头工作量，而且钢筋笼安装定位准确，还能减少砍桩头对桩身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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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为了满足建筑物的抗震设计要求，高层建筑桩

基础往往需要大量的配筋。 作为高层建筑桩基之一
的钻孔灌注桩，不论是摩擦桩或是端承桩，为了给桩
身配筋都需要现场安装钢筋笼。

钢筋笼吊装施工时，往往需要辅助起吊固定施
工措施。 传统的做法是在钢筋笼顶端焊接吊筋，吊
筋数量通常是 ２ ～４根，而且必须能够承受桩身钢筋
笼重力，把钢筋笼固定在设计标高上。 如果高层建
筑下附带多层地下室，那么基坑开挖深度将很深，势
必需要更长的吊筋。 因此，施工时，起吊和固定钢筋
笼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
为了节省吊筋费用，１０ 多年来，通过施工过程

的不断更新改进，我们成功地设计应用了 ２ 种可拆
卸吊筋，替代了传统的不可拆卸吊筋。 可有效地控
制钢筋笼安装标高的精度，又节省材料，更重要的是
降低了施工成本，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获得
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信誉。

1　螺栓连接可拆卸吊筋
1．1　工作原理

螺栓连接可拆卸吊筋是以分节钢管为主体，节
间采用插销连接，下端焊有长螺母的焊组件。 与钢
筋笼顶端预先焊接的双头螺柱连接，把桩孔内的钢
筋笼固定在孔口机座上。 水下混凝土灌注完毕，拆

卸双头螺柱以上的连接件，实现吊筋的回收，从而替
代了传统的不可回收钢筋吊筋。 详见图 １。
1．2　吊筋构成

螺栓连接可拆卸吊筋，从地面到钢筋笼顶端，分
别由：吊环、钢管、微调螺栓、连接套管、螺栓插销、中
转吊环、长螺母、双头螺柱等构成，详见图 １。
1．3　吊筋制作

事先分节预制好螺栓连接可拆卸吊筋各个组

件，长度不超过单节起吊钢筋笼长度（根据设备有
效起吊高度确定）。 从上到下可分成若干焊组件。
第一焊组件，以钢管为主体，上端焊上吊环，并

在上端操作方便的位置焊上一组微调螺栓，下端焊
上带销孔的连接套管。
第二焊组件，可以做成通用连接组件。 以上端

打有销孔的钢管为主体，并在上端起吊方便的位置
焊上中转吊环，下端也焊上带销孔的连接套管；根据
钢筋笼安装深度，制作长度不等的若干节，方便长度
调剂。
第三焊组件，以上端打有销孔的钢管为主体，并

在上端起吊方便的位置焊上中转吊环，下端焊有自
制长螺母。
1．4　吊筋安装

通常，桩孔内钢筋笼长度较长，可以地面分节制
作，逐节焊接接长下入孔内。 在最后一节下入孔内
的钢筋笼顶端，预先对称焊接２组双头螺柱（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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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螺栓连接可拆卸吊筋详图和安装示意图

使用 ２组吊筋，并根据钢筋笼质量确定双头螺柱规
格）。 将吊筋的第三焊组件下端长螺母与钢筋笼顶
端的双头螺柱连接，起吊第三焊组件的中转吊环，将
钢筋笼下入孔内。 在中转吊环内插入钢管，钢筋笼
临时架空在孔口机座上。
将合适长度的第二焊组件下端的套管，套进第

三焊组件的顶端，插入并拧紧螺栓插销。 起吊第二
焊组件的中转吊环，将钢筋笼下入孔内。 在中转吊
环内插入钢管，钢筋笼临时架空在孔口机座上。

根据钢筋笼的计算安装标高，调节第一焊组件
上的微调螺杆。 同样地，将第一焊组件与第二焊组
件连接好之后，起吊第一焊组件的吊环，将钢筋笼下
入孔内，在吊环内插入固定钢管横杆，钢筋笼固定在
孔口的设备机座上。 完成钢筋笼的吊装工作。
1．5　吊筋拆卸

水下混凝土灌注结束后，拧松微调螺杆，拔除固
定在机架上的横杆钢管。 再拧卸微调螺杆下部的钢
管，通过螺栓插销传递扭矩，就可以拆卸双头螺柱以
上的吊筋，实现回收。 但是，焊接在钢筋笼顶部的双
头螺柱只能留在桩内。
1．6　吊筋使用注意事项

（１）选择螺栓连接可拆卸吊筋焊组件，其安装
后所能承受的拉力，不应小于 ２ 倍的整套钢筋笼重
力。

（２）建议使用方扣微调螺杆，方便调节吊筋长
度和吊筋的拆除。

（３）施工非全桩长配筋的钻孔灌注桩（多为摩
擦桩）时，若水下混凝土灌注时间很短，为了防止混
凝土失去流动性之前拆除吊筋，而发生钢筋笼下沉，
建议配合观察试块混凝土流动性变化，确定吊筋拆
除时间。 若钢筋笼已经有少量上浮，并不再下沉，这
时可以直接拆除吊筋。

（４）施工非全桩长配筋钻孔灌注桩时，为了方
便吊筋的顺利拆除，一般在计算吊筋长度时，略增长
吊筋 １０ ～２０ ｍｍ。 水下混凝土灌注过程，有意识地
让钢筋笼上浮 １０ ～２０ ｍｍ，实现吊点空载，方便拆
卸。 不过，导管埋入混凝土深度较深时，全桩长配筋
的钢筋笼也会上浮，但应提防灌注事故的发生。

（５）计算螺栓连接可拆卸吊筋总长度时，应计
算安装后的长度，切不可简单地将分节长度累加了
事。

（６）若市场上不能采购到合适的双头螺柱，可
以委托加工。 为了降低成本，可以是单头螺柱，光杆
部分直接焊在钢筋笼顶端。
1．7　吊筋使用效果

表 １为螺栓连接可拆卸吊筋在钻孔灌注桩施工
中的使用情况和效果。

2　钢丝绳悬挂钢管限位可拆卸组合吊筋
2．1　工作原理

钢丝绳加套管可拆卸组合吊筋由钢丝绳，以及
卸扣、ＯＯ形紧线扣组合成一套钢丝绳组件，负责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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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螺栓连接可拆卸吊筋应用工程及效果情况

工程名称
吊筋长度

／ｍ
桩数
／根

成本降低
／％

应　用　效　果

上海某机械厂联合公房 ４  ９９ 觋约 ０ QQ畅４ 使用效果良好。 但因为开挖深度浅，吊筋短，成本降低不是很明显
上海某金融中心裙房抗拔桩 １４ &２００ 觋约 １ y使用效果良好，钢筋笼安装标高控制准确，得到了有关单位的好评
上海某大学设计大楼 １０ ～１１ OO畅８ ８１８ 觋约 １ QQ畅２ 随着开挖深度增加，以及近年来材料价格的上涨，成本降低明显
上海某总部企业大楼 １３ ��畅５ １２０１ 觋预计 １ ff畅３８ 截止到发稿，工程还在进行中

钢筋笼悬挂在孔口机座上。 配合使用一根钢管，钢
管下端敞口套在钢筋笼顶端一条主筋上，钢管上端
顶撑在孔口机座下，防止钢筋笼上浮，组合成一组可

拆卸回收吊筋，替代了传统的不可回收钢筋吊筋。
详见图 ２。

图 ２　钢丝绳加套管可拆卸组合吊筋安装示意图

2．2　吊筋构成
钢丝绳加套管可拆卸组合吊筋由钢丝绳吊环、

卸扣、ＯＯ形紧线扣、钢丝绳、钢管、微调螺栓、吊环
等构成，详见图 ２。
2．3　吊筋制作

将钢丝绳两端编织成吊环，两端吊环由卸扣，
ＯＯ形紧线扣连接。 钢丝绳间隔一定长度（根据设
备有效起吊高度确定）对称编织钢丝绳吊环若干
组。
在钢管顶端焊上吊环，便于固定在机座上。 钢

管分节制作，节间采用接骨丝扣接长。 孔口节钢管
上端焊上微调螺栓，每节上端设定中转吊环，钢管最
下端必须敞口，用于套入钢筋笼顶端一条主筋上。
2．4　吊筋安装

同样地，桩内钢筋笼在地面分节制作，逐节焊接
接长下入孔内。 下入最后一节钢筋笼前，钢丝绳按
图 ２（ｂ）所示，绕穿过钢筋笼顶端第一个主筋加强筋
焊接点。 并在钢丝绳两端连接卸扣、ＯＯ 形紧线扣，
将钢筋笼悬挂固定在孔口机座上，详见图 ２（ａ）。
在孔内下入钢筋笼的同时，按图 ２（ｂ）所示将钢

管下端敞口套入钢筋笼一条主筋，作用在第一个主
筋和加强筋焊接点上，逐节接长，最后在钢管上端的
吊环内插入横杆，固定在孔口机座的下方，起到防止
钢筋笼上浮的顶撑限位作用，见图 ２（ａ）。
2．5　吊筋拆卸

为了减少钢丝绳的回收风险，建议先回收限位
顶撑钢管，减少桩孔内的障碍物，后回收钢丝绳。
水下混凝土灌注结束后，拧松钢管微调螺杆，逐

节拆卸回收钢管。
松动挂在钢丝绳上的 ＯＯ 形紧线扣，拧卸拆除

钢丝绳连接卸扣。 在没有配件的一端钢丝绳吊环
中，绑扎一条比吊筋长 ２倍以上的麻绳，缓慢往上抽
取钢丝绳的另一端，并同步缓慢下放麻绳，待钢丝绳
从桩孔内全部抽出地面后，再将麻绳从桩孔正中间
放入孔内，继续抽出所有的麻绳。
一旦钢丝绳在上抽过程中受阻，可以通过回抽

麻绳来解套。 即便是最后回抽的麻绳中途受阻，也
能够通过强力拉断或切断廉价的麻绳来解套，确保
钢丝绳的回收。
2．6　吊筋使用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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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选择钢丝绳及其配件，安装后所能承受的
拉力不应小于 ２倍的整套钢筋笼重力。 目前市面上
销售的卸扣、ＯＯ形紧线扣，许用负荷如果不满足要
求时，可以考虑自行加工制作更大负荷的替代品。

（２）钢丝绳悬挂吊点和限位钢管顶撑点，建议
对称同时作用于同一条主筋与加强筋焊接点。 操作
上若有困难，也至少应对称作用在相邻的两个焊点
上。 若钢筋笼设计没有加强筋，或者加强筋太薄弱，
必须自行增加一条牢固的加强筋，或对薄弱的加强
筋进行加固，确保这个焊接点的牢固不变形，并足于
固定一套钢筋笼的重力。

（３）水下混凝土灌注结束后，钢丝绳是在地面
上抽出来的，有时会因为钢丝绳上设置过多的吊环，
而影响钢丝绳的正常抽出。 因此，应尽量减少或避
免在钢丝绳上编织设置吊环。 必要时，除了套入顶
撑限位钢管的主筋外，其余主筋顶端可以加焊一条
细小钢筋予以封闭。

（４）为保证安全，编织钢丝绳吊环必须由持证
吊工操作，并按照相关规定编织。

（５）钢丝绳偏短时，可通过调节 ＯＯ 形紧线扣，
或者增加卸扣数量调节钢丝绳长度。
2．7　吊筋使用情况

我们曾在上海某国际贸易大厦钻孔灌注桩施工

中使用，效果良好。 该项目基坑开挖深度 ７ ｍ，设计
吊筋长度 ６畅２ ｍ左右，桩数 ３００根，设计使用 ２根直
径 １６ ｍｍ的钢筋，使用这种可拆卸组合吊筋后，降
低成本大约 ０畅６％。

3　结语
本文介绍的 ２ 种可拆卸吊筋，和传统的固定式

吊筋相比，它们共同的特点和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１）可拆卸吊筋制作简单，操作方便。 只需一

次制作，可回收多次反复使用。 而且，基坑开挖深度

越深，吊筋越长，材料单价越高，这种可拆卸吊筋的
经济效益越显著。

（２）基坑开挖后，截除多余桩头（砍桩头）时，可
以减少切割吊筋的程序。

（３）钢筋笼安装定位标高准确。
（４）减少砍桩头对桩身的破坏。 通常情况，桩

身素混凝土部位，属于较薄弱处。 基坑开挖时，开挖
机械难免碰撞桩身，传统的吊筋是留在桩内的，这时
容易将外力传递到桩身浅部薄弱处，可能造成桩身
损伤。 而可拆卸吊筋的使用，桩的钢筋笼顶是没有
钢筋连接的素混凝土，多数作用在桩身的外力，都可
能导致无用的素混凝土桩身破坏，不再传递到有效
桩身，减少了开挖不慎对有效桩身的损伤可能。
从使用效果来看，钢丝绳加套管可拆卸组合吊

筋对现场操作要求略高。 适合于钢筋笼总质量小、
基坑开挖浅，吊筋短的钻孔灌注桩。 有时操作不当，
会导致钢丝绳无法回收的情况，可靠性比第一类螺
栓连接可拆卸吊筋略差一些，但也具有不损耗双头
螺柱的优点。
螺栓连接可拆卸吊筋可用于各种开挖深度的基

坑。 其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焊接在钢筋笼顶部的双
头螺柱无法收回，但是，和整套吊筋不能收回相比
较，显然是合算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２ 种可拆卸吊筋都具备一

定的防止钢筋笼上浮的能力。 但是，随着吊筋长度
的增加，这种能力会降低。 而且钢筋笼上浮是一个
复杂的过程，不能完全依靠吊筋来解决。

参考文献：
［１］　祝燮权．实用五金手册（第四版） ［Ｍ］．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１９９１．

致谢：感谢林涌芳、赖都成、黎海航先生等在现场制作使用中所
作出的努力。

中央电视台枟新闻 １ ＋１枠解析“中文核心期刊”
　　研究生毕业需要投稿，评定职称要把文章发表，当“中文核心期
刊要目总览”成为上级指定的标准和参考，变了味的学术与考核制度
究竟又该如何是好？ ＣＣＴＶ枟新闻 １ ＋１枠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播出的枟学
术论文的“商场”枠，对其进行了解析。

北京大学出版社枟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枠工作人员说，１９９２ 年
的时候，因为图书馆购书经费特别紧张，期刊本身增加的速度也非常
快，希望能够用有限的经费尽量地购买到读者最需要的刊物，出于馆
藏建设的目的，当时决定要搞这个项目。

它是为了图书馆收集相关的杂志以及学术研究来用的。 核心期
刊功能已经被扩大化了，现在社会上有的单位将核心期刊表当作评

价论文的标准来使用，扩大了它的作用，异化了功能，产生了不良影
响，社会各界要正确理解核心期刊的这种概念。

１９９９ 年开始，很多名校从申报学位授予点、申报基金项目、评审
奖项，再到全国高校排名，研究生毕业，都要看核心期刊的文章数量，
核心期刊也就成了套在广大学生和导师头上的一道“紧箍咒”。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曾经有过一个审慎的表
态：“‘核心期刊’是国内几所大学的图书馆根据期刊的引文率、转载
率、文摘率等指标确定的。 确认核心期刊的标准也是由某些大学图
书馆制定的，而且各学校图书馆的评比、录入标准也不尽相同”。 可
惜的是，这个表态并没有引发足够的重视，也未能起到纠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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