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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上大口径钻孔灌注桩事故处理实例

王会军， 李　明
（青岛地矿岩土工程有限公司，山东 青岛 ２６６０７１）

摘　要：武汉天兴洲公路铁路两用特大桥 ６２号墩为长江水中墩，桥墩采用水上钻孔灌注桩。 ６２ －１０ 号孔设计孔径
２畅５ ｍ，水深 １４ ｍ。 施工至 ２３ ｍ时发生卡钻事故，处理过程中造成护筒底部揭穿。 采用加接护筒及千斤顶强力起
拔等措施处理成功。 介绍了事故的发生过程和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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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武汉天兴洲公路铁路两用特大桥，共设桥墩 ７０

个，每桥墩下设有 １２ 个钻孔灌注桩，桩直径 １畅５ ～
３畅６ ｍ不等，桩长 ６０ ～１３０ ｍ不等。

建成后此桥将为京广铁路线的必要通道，且桥
的跨度、宽度、能承受火车时速和总体质量均为世界
之首。
其中 ６２号墩为长江水中墩，墩下桩直径为 ２畅５

ｍ，桩长为 ６２ ｍ，采用的成孔方式为冲击反循环，钻
机为 ２５０型全液压冲击反循环钻机，钻机自重 １９ ｔ；
钻头为八翼冲击钻头，钻头自重为 ８ ｔ。

2　地质情况
根据地质勘察资料，第①层为细砂，厚度为

１８畅５ ｍ；第②层为粉质粘土，厚度为 ３畅５ ｍ；第③层
为细砂，厚度为 １畅５ ｍ；第④层为砂岩。

3　事故发生过程
事故发生在该工程 ６２号墩，孔号为 ６２ －１０（钻

孔灌注桩施工编号），设计桩长 ６２ ｍ，设计孔径为
２畅５ ｍ，护筒直径为 ２畅８ ｍ，护筒长度为 ２３ ｍ。 当时
水深为１４ ｍ，护筒顶标高２１畅００ ｍ，桩顶标高为６畅５０
ｍ，河床底标高 ２畅５０ ｍ。 当钻孔钻至 ２３ ｍ 的时候，
突然钻头无法提升，根据钻头所在位置深度，经验
证，钻头的顶圈被护筒的底边卡住（见图 １）。 最初
的处理方法是用重锤冲击钻头使其活动后且脱离护

筒，将其提出，未成功。 由于重锤与护筒之间的碰
撞，使得护筒震动，从而使得护筒底部揭穿，护筒内
泥浆迅速流失，导致江水倒灌，钻头被江水携带的细

砂埋住，当时孔深变为 １２畅５０ ｍ，事故恶化。

图 １　钻头被卡示意图

4　事故处理过程
事故发生后，立即成立了事故处理小组。
经分析，认为钻头无法提升，可能是被沉淀物埋

住，根据钻头所在位置，也有可能钻头的上圈卡在了
护筒底部边缘。
为证实钻头是埋钻还是卡在了护筒底下，决定

用泵吸的方式清除钻头以上沉渣，然后派有资质单
位的潜水员潜入孔内，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搜
取相关资料。
经潜水人员证实，钻头的侧边被卡在了护筒边

缘大约 ５ ｃｍ处。
最初确定钻头所在位置后，决定采用重锤冲击

钻头（重锤为 ４００ ｋｇ的圆形铁块），使钻头活动脱离
钢护筒后将其提出，但由于钻头为八翼冲击钻头，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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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直径为 ２畅５ ｍ，翼板之间空隙较大，冲击锤被卡在
翼板中间，以失败告终。 在冲击的同时由于护筒全
部埋设于细砂层，在重锤冲击的同时使得护筒松动，
护筒内泥浆迅速流失，护筒底部串通，事故进一步严
重。
经仔细分析现状后，决定将影响钻头的细砂清

除后强力起拔。 由于护筒内与江水串通，循环系统
无法正常运作，孔内细砂无法清除，因此首先要制止
护筒底部揭穿问题。 根据现场条件焊接护筒（加接
护筒长度为 １ ｍ），用大功率震动器将加接的护筒震
入地下，可以解决护筒底部揭穿问题和护筒卡住钻
头的问题，震下后（根据护筒长度和钻头所在位置）
确定钻头的边缘已经全不在护筒中，然后注入事先
已经调配好的优质泥浆，采用正、反循环交叉洗孔的
方式，将埋住钻头的细砂清除，然后用一个 ５００ ｋＮ
的浮吊和钻机自带的 １９０ ｋＮ液压油缸强力起拔，钻
头也未能拔出。 考虑由于钻头直径为 ２畅５ ｍ，护筒
内径为 ２畅８ ｍ，其钻头边缘与护筒之间的细砂要清
除极为困难，其阻力极大，最后决定用 ２个百吨千斤
顶（水上施工平台允许的情况下），加上钻机的冲击

力量，对其再次强力起拔。 由于本次实施措施得当，
事故分析正确，事故处理成功。

5　体会
（１）事故的预防是至关重要的，严格执行相关

规定，认真把握好各项工作环节，可预防各类事故的
发生，提高工效、降低成本。

（２）发生事故后不应慌乱手脚或盲目蛮干，否
则可能使事故恶化。 应在维持现状的情况下，立即
成立事故处理小组，专人指挥，认真制定处理方案，
且注意人身和设备的安全。

（３）技术人员所提供的和事故相关的资料必须
做到计算精确，判断准确。 另外技术人员在处理过
程中要不断的总结失败的原因，每次处理过程都要
仔细认真做好记录，获得更多信息，从而为下一个方
案打下基础。

（４）加工各种处理工具时要精细，根据现场条
件合理加工。

（５）事故处理完毕后，注意进行总结，不断吸取
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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