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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现如今桩基检测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因为很多的检测单位选择的检测方法不适当，或者是对检测工作的重要性缺

少正确的认识，所以导致很多时候，桩基工程质量检测的效果较差，在工程施工过程中往往会遇到大量的突发情况，最终对

工程施工质量造成一定的损害。这篇文章主要围绕桩基检测方法展开全面的分析研究，希望能够对建筑工程的稳定健康发展

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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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far a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ile foundation testing work is concerned, many testing units choose inappropriate testing 

methods or lack of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testing work, so many times, the effect of pile foundation engineering 

quality testing is bad, and a large number of unexpected situations are often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which eventually results in certain damage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quality. This article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f pile foundation testing methods, hoping to be helpful for the st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Keywords: pile foundation engineering; testing methods; application 

 

引言 

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影响下，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明显的编著，对建筑工程施工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

样也使得桩基技术越发的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在很多的大型建筑工程施工中，桩基技术的使用更加的频繁。其最为突

出的优越性就是能够透过土层中松软的土层，将建筑结构的载荷力传递到坚硬的土层，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避免发生结

构沉降的问题，从而充分的说明了，桩基结构的质量与整个工程建筑结构的稳定性存在密切的关联。在桩基结构建造

完成之后，应该针对施工质量实施检测，从根本上对桩基结构的质量加以保证。 

桩基结构是当前建筑行业中使用最为频繁的地基处理技术，但是就现如今桩基结构施工工作的现状来看，最为突

出的问题就是施工设备性能较差，施工人员综合素质水平不一，施工工序较为复杂等多种情况，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

存在，会对桩基结构的质量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桩基结构的质量与工程整体施工的质量存在直接的关联，并且与后

期的使用效果密切相关，所以务必要加大力度针对桩基础施工工作进行严格的检核，避免质量问题的发生。 

1 桩基分类合格检测的常用方法 

1.1 桩基分类 

桩基工程因为涉及到的层面较多，并且使用到的技术种类繁多，所以具有明显的复杂性，依据不同的条件可以划

分为多个种类，诸如，依据承载力的不同可以划分为端承桩、摩擦桩以及端摩桩
 [1]

。 

1.2 桩基检测方法 

现如今我国针对桩基实施检测工作的时候，可以选择的方法有十多种，检测工作的主要对象是桩体结构的统一性

以及载荷能力。其中静载荷法、钻芯法、低应变法、高应变法和声波透射法，因为具有良好的准确性，并且实际操作

十分方便，所以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所以被人们大范围的运用到了工程建造之中。 

（1）静载试验法：这一方法是现如今检测桩基结构纵向载荷能力最为有效的方法，并且准确性较高，运用这一方

法获得的参数曲线，因为会受到桩体结构以及桩端土层的性质、桩体结构建造技术，桩体结构形式等多个方面的因素

的影响会出现一定的变化
[2]
。在曲线出现显著的陡降情况的时候，可以选取相应的干陡降段起点的载荷参数。对于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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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稳的曲线来说，通常会选择相对的载荷。在实施工程施工工作的时候，基准梁以及基准桩结果的质量往往不会引起

检测工作人员的重视，这样就会造成下列多种不良情况：首先，基准桩体嵌入土层的深度不够，所以稳定性较差，极

易出现位置移动的情况。其次，基准梁的长度与标准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形变的情况发生
[3]
。 

(2)钻芯法:这一方法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在针对混凝土灌注桩实施检测工作的时候，运用十分的频繁。钻芯法能

够精准的判断桩体结构载荷能力，结构稳定性的情况，并且可以桩端持力层的岩体结构性质。抽芯技术的效果与检测

的成效存在一定的关联。诸如：某工程开始利用专门的钻机以及硬质合金单管钻孔工具，以缓慢的钻孔以及干钻相结

合的钻孔方式，最终能够保证采芯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以上，并且完整性不高，大部分结构出现碎块。在使用 SCZ－1 型

液压钻机和金刚石单动双管钻具之后，有效的提升了采芯率，最终采芯结构表现为完整的圆柱形
[4]
。所以，相关机构制

定的检测规范中，针对钻机以及钻头进行了严格的规范，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规避抽芯验桩导致的不良情况的发生。如

果桩体结构长度与直径存在较大的情况的时候，钻心孔往往会出现距离桩体较远的情况。 

(3)低应变法:现如今在我国大部分检测机构中只用最为频繁的就是反射波法，其主要是针对桩体结构的完整性加

以判断。低应变法最为突出的特性就是操作所用设备便于携带，操作效率较高。并且可以运用激励法，频域分析法加

以辅助。但是低应变法检测在实际运用的时候也存在明显的限制性，也就是不管是任何问题，最终所表现出来的结果

都是桩体阻抗参数较小，这样就会对问题根源的排查工作的实施造成一定的阻碍。如果桩体规格较大或者是桩体横截

面阻抗性能波动较为明显的时候，往往会导致应力波的反复反射，最终会因为桩体结构无反射波信号而无法精准的对

其位置加以判断，最终会影响到对桩体结构完整性判断的效果
[5]
。                                                                                                                                                                                                                                                                                                                                                                                                                                                                                                                                                                                                                                                                                                                                                  

(4)高应变法：高应变法其实质是运用专业的工具，对整体顶端实施锤击，最终测量得出顶部移动的速度以及力时

曲线，运用专业的理论知识来对单体桩基结构的载荷能力以及结构完整性进行判断。其缺陷就是在理论方面运用波动

理论针对结构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这种方法适合使用在阻抗性能超出桩体周围土层阻抗性能的情况下。 

(5)声波透射法:这种方法与其他检测方法相对比来说，其检测效果更加的细致，并且不会受到外界因素的限制。

检测规范中规定检测点之间的距离需要达到一定的范围，如果出现检测异常的情况的时候，可以采用增设检测点的方

式，来对问题点进行全面的检测，避免出现失误的情况。 

2 检测方法的运用 

检测规范对验证检测作出了明确规定，将检测方法按其准确可靠程度和直观性的高低，分为高、低两类，用“高”

的检测方法弥补“低”，的检测方法的不确定性，或对其结论进行复核
[6]
。但在实际检测中，我们发现有的人对这一问

题的理解存在偏差。认为“高”法指静载和钻芯法，“低”法指低应变法、高应变法和声波透射法，后者不得对前者进

行验证。笔者认为应综合考虑上述各种检测方法的优缺点，对验证检测问题不应一概而论，而应区分对待。如某工程

钻孔灌注桩基础，桩径 1.2m，长 50～60m。其中 50#桩采用钻芯法检测，第 1 个抽芯孔钻至桩身 40m 处偏出桩外，再次

钻孔又在 45m 处偏出桩外。经测斜仪测量该孔垂直度偏差已超出 0.5%。在出现上述问题的时候，如果实施二次钻孔抽

芯，那么势必会无法实现到达桩底的目标，这个时候需要运用其他方法来进行验证，最后要利用高应变法以及低应变

法来针对桩体结构的完整性进行检测，这样才能更加准确的对整体结构的性能和质量加以判断。 

结束语 

综合以上阐述我们总结出，桩基检测技术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在进行检测工作的时候，要想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

性，最为重要的是要充分结合实际情况来选择恰当的检测方法，多种方法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加全面的对结构情况实

施细致的检测，从而为后续的施工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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