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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桩基工程检测手册（第3版）》是一本实用性强、内容全面的工具书，是从事桩基工程设计、
施工、监理、检测等技术人员的实用参考书，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的选修课教材及桩基检
测人员的培训教材。
桩基础工程的试验和质量检验评定是一项重要工作。
本手册是将近年来有关桩基工程检测方面的各类方法汇总编撰而成。
本手册包括以下内容：概论，灌注桩成孔质量检测，桩基静载试验，桩基低、高应变动力检测，桩基
承载力静动法（StatnarrIic）检测，灌注桩声波法检测，灌注桩试件强度检验与钻芯法检测，水泥土搅
拌桩检测，碎石桩检测。
书中对每种检测方法的原理、仪器设备、步骤、检测结果的处理与分析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叙述，并
列举了每种方法的工程应用实例。
本手册除了介绍传统的、现行的测试方法外，还汇集了当前桩基检测工作中许多新技术和新设备，如
桩承载力自平衡测试法、灌注桩CT扫描成像技术、静动法等技术，以及最新的各类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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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5.2 本条所指的“工程处理”包括以下内容：补强、补桩、设计变更或由原设计单位复核是否可
满足结构安全和使用功能要求。
　　3. 5.3 承载力特征值是根据一个单位工程内同条件下的单桩承载力检测结果的统计、考虑一定的安
全储备得到的。
所以，本条所指的工程桩承载力检测结果评价——“给出承载力特征值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的结论”，
相当于用小样本推断大母体。
这和过去常说的“仅对来样负责”不同，这里特作解释如下：　　桩的设计要求通常包含承载力、混
凝土强度以及施工质量验收规范规定的各项要求内容，而施工后基桩检测结果的评价包含了承载力和
完整性两个相对独立的评价内容。
设计文件中一般不提出完整性检测中III类和IV类桩数的具体要求，但只要存在缺陷桩，尽管承载力满
足设计要求，除非采取可靠的补救措施或设计上有很大的安全储备，否则该批桩不能被认为是合格批
。
所以，工程基桩整体评价满足设计要求的必要条件应理解为：包括补强处理后复检在内的承载力和完
整性应全部符合要求；而其充分条件是结合设计施工等因素，确定有限的抽检数量（特别是静载和钻
芯检测）具有代表性，能推断整体。
若评价依据不充分，应增加抽检数量。
　　一种合适的检测评定标准，应该能保证施工和使用双方的风险均很小，但对基桩的承载力检测，
要同时使二者的风险都比较小是不可能的，除非增大随机抽检数量。
基桩承载力检测与评价与药品质量检测既有类似之处：生产方的风险一般大于使用方的风险，即有“
不合格”桩存在就判为不满足设计要求，虽然从确保安全的角度说是合理的，但会造成很多合格桩也
被否定掉；也有不同之处：通过设计复核或补强处理，只要不影响安全和正常使用功能，桩基工程可
予以验收。
　　更为重要的是，同一批药品的生产条件相对稳定，其质量的抽样检测评定标准是严格建立在科学
的概率统计学基础上。
根据一定的抽样规则，通过样本检测推断整批质量的错判率（生产方风险）和漏判率（使用方风险）
在概率统计学上是已知的。
然而，在基桩抽样检测评定中，同一批桩的施工中隐蔽影响因素多，很难保持条件恒定；传统的抽样
规则，并未建立在概率统计学基础上。
显然，倘要使工程基桩的整体评价（推断）有很高的置信度，势必要打破过去沿袭下来的“抽检1%且
不少于3根”的做法，从而大幅度增加静载试桩数量，造成不经济。
　　根据桩基工程特点，应强调在出具检测结论时，需结合设计条件（基础和上部结构形式、地质条
件、桩的承载性状、沉降控制要求等）和施工质量可靠性，在充分考虑受检桩数量及代表性的基础上
进行；但桩基工程事故，绝大部分表现为沉降过大而不均匀，其中有些是因桩身存在严重缺陷造成的
。
而完整性检测带有普查性，故整体评价不能仅根据少数桩的承载力检测结果，尚应结合完整性检测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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