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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力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

电规总（2000）05号

关于颁发《火力发电厂支盘灌

注桩暂行技术规定》

DLGJ153一2000的通知

各电力设计院：

根据电力勘测设计标准化任务的安排，我院委托河南省电力勘

测设计院编制的《火力发电厂支盘灌注桩暂行技术规定》DLGJ153一

2000，已经组织审查，现批准发布，自2000年5月1日起实施。

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如发现不妥或需要补充之处，请随时函告

我院及负贵日常管理工作的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

二000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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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火力发电厂支盘灌注桩暂行技术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是根

据国家电力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电规计（1999）14号文《关于下达

1999年度电力勘测设计科研、标准化、信息计划项目的通知》安排的

任务编制的。

支盘灌注桩（以下简称支盘桩）技术，几年来已在河南地区电力

基本建设桩基工程中使用，在节约原材料、降低工程造价、缩短工期

等方面具有较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了促进支盘桩技术的

推广应用，统一设计、施工标准，由河南省电力勘测设计院主编，河南

奥龙基础工程有限公司参加，编制了本规定。

本规定由范围、引用标准、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支盘桩

构造及计算、支盘桩施工、支盘桩工程质量检查及验收等八章组成，

条文对支盘桩的设计、施工、检测等各个阶段工作做出了具体规定。

本规定的附录A、附录B均为标准的附录，本规定的附录C为

提示的附录．

本规定由国家电力公司电力规划设计总院负贵管理，由河南省

电力勘测设计院负责解释。

本规定主编单位：河南省地勘测设计院；参编单位：河南奥龙基

础工程有限公司。

本规定主要起草人：禺荣祥、李国田、曾祥柱、曹志民、姚铮芳、宋

俊山、冯仲英。



1 范

本规定适用于火力发电厂新建、扩建及改建的生产、辅助及附属

生产建（构）筑物和生活福利建筑物地基处理的设计与施工。送、变电

工程可参照使用。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标准的条

文。在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

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J 7一89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J

 

10一89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J ll一89 建筑抗樱设计规范

GB

 

50021一94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204一92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JGJ

 

94一94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DL

 

5024一93 火力发电厂地基处理技术规定

DL／T

 

5074一1997 火力发电厂岩土工程勘测技术规程



3 总 则

3．0．1 为了使支盘桩在设计、施工、监理和检测中贯彻执行国家的

技术经济政策，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用、确保质量，特制

定本规定。

3．0．2 支盘桩的设计与施工，应综合考虑地质条件、建筑结构、荷载

特征、施工技术条件及场地周围环境、检测条件等因素，选择安全可

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及施工方便的方案。

3．0．3 使用本规定时，尚应符合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规范的规定，并

参照有关地区和行业的勘测、设计、施工技术等标准及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

3，04 支盘桩的施工，应按火力发电厂各类建（构）筑物地基安全等

级分别确定工程监理的实施：

1 一级建筑支盘桩应实施工程监理；

2 二级建筑支盘桩宜实施工程监理。



4 术语和符号

4．1 术 语

4．1．1 支 盘 桩 cast一in一plaeep，le

 

with

 

branehes＆ plates

是在桩身设置分支和盘的混凝土桩。

4．1．2 分支 branehes

在桩身某一断面设置一对支。

4．1．3 十字分支 cross

 

branehes

在桩身某一断面设置两对垂直的支。

4

 

．1．4 盘 plate

在桩身设置的盘。

4．2 符 号

4，2．1

4。2

 

．2

抗力和材料性能

f。—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q，‘— 单桩的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qk— 单桩第i层土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p、— 单桩总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Q众— 单桩总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uk— 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R— 支盘桩基中复合基桩或基桩的竖向承载力设计值。

作用和作用效应

F— 作用于支盘桩基承台顶面的竖向力设计值；

G— 支盘桩基承台和承台上土自重设计值；

H— 作用于承台底面的水平力设计值；

H：— 作用于任一复合基桩或基桩的水平力设计值；



4 2。3

4

 

2．4

M‘— 作用于承台底面的外力对通过支盘桩群形心的x轴的

力矩；

M，— 作用于承台底面的外力对通过支盘桩群形心的y轴的

力矩；

N．— 第1复合基桩或基桩上的竖向力设计值。

几何参数

A— 支盘桩身截面面积；

d— 支盘桩身直径；

D— 支或盘直径；

1．— 分段土层厚度。

计算系数

几— 建筑支盘桩基重要性系数；

屯 — 基桩施工工艺系数；

甲— 基桩稳定系数；

艺— 桩侧阻抗力分项系数；

乙— 桩端阻抗力分项系数；

孔，— 桩侧阻端阻综合抗力分项系数。



5 基本规定

适用条件

5．1．1 支盘桩适用于粘性土、粉土、填土、中等密实及以上的砂土、

强风化岩层。地下水位上下均可选择适用工法进行施工。

5．1．2 支盘桩的支和盘应避开下列土层：

1液化土；
2 受大气影响深度内的膨胀土；

3 自重湿陷性黄土；

4 坚硬岩土层和流塑粘性土。

5．2 设计基本资料

52·1 岩土工程勘测资料

1 按照GBS。。21、DL／T

 

5074等要求编制的岩土工程勘测报

告；

2

验资料。

5

 

．2．2

1

的分布；

2

3

收集现场或其他可供参考的试桩资料及附近类似桩工程经

建筑场地与环境条件的有关资料

建筑场地的平面图，包括交通设施、高压架空线、地下构筑物

5

 

．2．3

相邻建筑物安全等级、基础型式及埋置深度；

水、电及有关建筑材料的供应条件；

弃土、排污条件。

建筑物的有关资料

建筑物的总平面布置图；

建筑物的结构类型、荷重及建筑物的使用或生产设备对基础



竖向及水平位移的要求；

3 建筑物的安全等级；

4 建筑物的抗震设防烈度和建筑（抗震）类别。

5．2．4 施工条件的有关资料

1 施工机械设备条件，制桩条件、动力条件及对地质条件的适

应性；

2 施工机械设备的进出场及现场运行条件。

5．3 设计原则

5．3．1 支盘桩应进行承载力极限状态的计算，计算内容包括：桩的

竖向（抗压或抗拔）承载力和水平承载力计算；对桩身承载力进行计

算；按GBJll规定进行杭震验算的桩基，应验算抗震承载力。

5．3．2 桩端持力层为软弱土的一、二级建筑支盘桩以及桩端持力层

为粘性土、粉土或存在软弱下卧层的一级建筑支盘桩，应验算沉降；

受水平荷载较大或对水平变位要求严格的一级建筑支盘桩应验算水

平变位。

5．3．3 根据使用条件要求混凝土不得出现裂缝的支盘桩进行抗裂

验算；对使用上需限制裂缝宽度的支盘桩应进行裂缝宽度验算。

5．4 选型及布置

5．4．1 桩径与桩长由工程地质杀件、早桩承载力和施工机具的能力

确定。

5．4．2 支及盘为素混凝土，其间距，由地基土的土层特性和分支做

盘时不易掉土等综合考虑。盘与盘或支与盘、支与支的竖向最小间距

粘性土、粉土取3d，砂土取4d。上、下分支宜相错90。，上、下十字分支

宜相错45“，见图5．4．2。

5．4．3 当有中、粗砂土层时，支盘桩的支及盘宜设在中、粗砂层的顶

面。

5．4．4 支盘桩的最小中心距取 3d 与 1．SD的较大值，当土质较软



时，可取D＋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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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2 支盘布置示意图

5．4．5 支、盘应设在土层结构稳定、压缩性较小、承载力较高、层厚

较大的土层上。桩身断面进人持力层的深度，对于粘性、粉土不宜小

于2d，砂土不宜小于1．5d，碎石土不宜小于1d。桩基以下持力层厚

度不宜小于3d，当存在软弱下卧层时，桩基以下硬持力层厚度不宜

小于4d。



6 支盘桩构造及计算

支盘桩构造

6．1．1 符合下列条件的支盘桩，其桩身可按构造要求配筋。

1 桩顶轴向压力应符合下式规定：

了。N（f。俄甲A （6

 

．1．1）

式中 7。一一建筑支盘桩基重要性系数，对于一、二、三级分别取

了。～1，1、1．0、0．9；对于柱下单桩按提高一级考虑；

对于往下单桩的一级建筑支盘桩基取y0一12；

N— 桩顶轴向压力设计值（kN）；

fc—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kN／m
Z）；

叱— 基桩施工工艺系数，按JGJ

 

94一94

 

5．52的规定取

值 ，平。‘0·8；

？— 基桩稳定系数，按JGJ94一94

 

5

 

5．3的规定取值，

甲
一1；

A— 桩身截面面积（m之）。

基桩几何参数及不计竖向配筋时桩身承载力设计值（fe伙甲A）见

附录A。

2 桩顶水平力应符合JGJ94一94公式4．1．1一2的规定。

6．1．2 符合 6．1．1规定的支盘桩，桩身构造配筋的要求如下：

1 一级建筑支盘桩，应配置桩顶与承台的连接钢筋笼，其主筋

采用6～10根帕2～甲14，配筋率不小于0．2％，锚人承台不应小于

30d。（d，为主筋直径），伸人桩身长度不小于10d，且不小于承台下软

弱土层层底深度；

2 二级建筑支盘桩，根据桩径大小配置4～8根甲10一叫2的桩

顶与承台连接钢筋，锚人承台不应小于30d：，伸人桩身长度不小于



sd；

3 三级建筑支盘桩可不配构造钢筋。

6·t3 不符合6．1．1规定的支盘桩，应按下列规定配筋；

1 配筋率：截面配筋率可取。．“％～0．20环（小桩径取高值，

大桩径取低值）；对受水平荷载特别大的支盘桩、抗拔支盘桩和嵌岩

端承桩根据计算确定配筋率；

2 配筋长度：

1）端承支盘桩宜沿桩身通长配筋；

2）受水平荷载的摩擦型支盘桩（包括受地震作用的基桩），配筋

长度宜采用4．0／a；对于单桩竖向承载力较高的摩擦端承支

盘桩宜沿深度分段变截面配通长或局部长度筋，且钢筋端部

宜延伸至附近盘下；对承受负摩阻力和位于坡地岸边的支盘

桩应通长配筋；

注 。按 JGJg峪一 9峨公式 5咤5计算 。

3）专用抗拔支盘桩应通长配筋；因地震作用、冻胀或膨胀力作用

而受拔力的支盘桩，按计算配置通长或局部长度的抗拉筋；

3 对于受水平荷载的支盘柱，主筋不宜少于8叫。，对于抗压支

盘桩和抗拔支盘桩，主筋不应少于 6呱。，纵向主筋应沿桩身周边均

匀布置，其净距不应小于60mm，并尽量减少钢筋接头；

4 箍筋采用？6．5一帕＠200～＠3。。，宜采用螺旋式箍筋；受水

平荷载较大的桩基和抗震桩基，桩顶3d～5d范围内箍筋应适当加

密；当钥筋笼长度超过4m时，应每隔Zm左右设一道 甲12一甲18焊

接加劲箍筋。

6．1．4 支盘桩身混凝土及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得低于C15，水下灌注混凝土时，不得低

于C20。

2 主筋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35mm，水下灌注混凝

土，不得小于50mm。



‘，2 承台构造

6．2．1 支盘桩基承台的构造尺寸，除满足抗冲切、抗剪切、抗弯和上

部结构需要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承台边缘至桩中心的距离不宜小于桩身的直径，且边缘挑出

部分不应小于 15omm。对于条形承台梁边缘挑出部分不应小于

75mm；

2 条形承台和柱下独立桩基承台的厚度不应小于300mm；

3 柱下单桩基础，宜按连接柱、连系梁的构造要求将连系梁高

度范围内桩的圆形截面改变成方形截面．

62、2 承台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15，采用 l级钢筋时，混凝

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20。承台底面钢筋的棍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宜

小于70mtn。当设素混凝土垫层时，保护层厚度可适当减小；垫层厚

度宜为100mm，强度等级宜为C7．5。

6

 

2．3 承台的钢筋配置除满足计算要求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承台梁的纵向主筋直径不宜小于呱2，架立钢筋直径不宜小

于甲10，箍筋直径不宜小于甲6．5；

2 柱下独立桩基承台的受力钢筋应通长配置。矩形承台板配筋

宜按双向均匀布置，钢筋直径不宜小于甲1。，间距应满足 100mm～

20Omm。对于三桩承台，应按三向板带均匀配置，最里面三根钢筋相

交围成的三角形应位于柱截面范围内。

6．2．4 支盘桩与承台的连接宜符合下列要求

l 支盘桩顶嵌人承台的长度宜取50mm；

2 支盘桩顶主筋应伸人承台内，其锚固长度不应小于30dg，对

于抗拔桩基不应小于40d，。

6．2．5 承台之间的连接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柱下单桩宜在桩顶两个互相垂直的方向上设置连系梁。当桩

与柱的截面直径之比大于2且柱底剪力和弯矩较小时可不设连系

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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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两支盘桩承台，宜在其短向设置连系梁，当短向的柱底剪力

和弯矩较小时可不设连系梁；

3 有抗震要求的柱下独立支盘桩承台，纵横方向宜设置连系

梁；

4 连系梁顶面宜与承台顶位于同一标高．连系梁宽度不宜小于

20Omm，其高度可取承台中心距的1／10～l／15；

5 连系梁配筋应根据计算确定，不宜少于4帆2。

支盘桩计算

6·3．1 对于一般建筑物和受水平力（包括力矩与水平剪力）较小的

高大建筑物桩径相同的群桩基础，应按下列公式计算群桩中复合基

桩或基桩的桩顶作用效应。

1 竖向力：

轴心竖向力作用下

毕 （6

 

．31一l）

偏心竖向力作用下
F＋ G

 

M xy， M，x－ — 〕二
－
言
一－
二亡
－
布
～－

月 又协 ， 又，

乙 “y了 匕Jx了
．～1 1～1

（6

 

．3，1一2）

水平力 ：

H
月，＝万

（6

 

3．1一3）

式中 F — 作用于桩基承台顶面的竖向力设计值（kN）；

G — 支盘桩基承台和承台上土自重设计值（自重荷载分

项系数当其效应对结构不利时取 1．2；有利时取

1．0）；并应对地下水位以下部分扣除水的浮力（kN）；

N — 轴心竖向力作用下任一复合基桩或基桩的竖向力设

计值（kN）；

N．— 偏心竖向力作用下第：复合基桩或基桩的竖向力设

计值（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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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二、My— 作用于承台底面通过桩群形心的x、y轴的弯矩设计

值（kNm）；

x、y— 第：复合基桩或基桩至y、x轴的距离（m）；

艺x产、E厂一 各复合基桩或基桩至y、x轴的距离的平方

和；

H — 作用于桩基承台底面的水平力设计值（kN）；

H：— 作用于任一复合基桩或基桩的水平力设计值（kN）；

n — 桩基中的桩数。

6．3．2 桩基中复合基桩或基桩的竖向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式要求。

1 荷载效应基本组合：

轴心竖向力作用下

yoN续R （6．3．2一1）

偏心竖向力作用下，除满足式6．3．2一1外，尚应满足下式要求

了。N，一x《1

 

．ZR （6．3．2一2）

2 地震作用效应组合：

轴心竖向力作用下

N镇1

 

．25R （6．3，2一3）

偏心竖向力作用下，除满足式 6．3．2一3外，尚应满足下式要求

Noi（1

 

SR （6．3．2一4）

式中 N，、— 偏心竖向力作用下桩基中复合基桩或基桩的最大竖

向力设计值（kN）；

R— 桩基中复合基桩或基桩的竖向承载力设计值（kN）

6．3．3 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1 一级建筑支盘桩应采用现场静载荷试验；

2 二级建筑支盘桩宜采用现场静载荷试验确定；当有地质条件

类似的试桩资料或地质条件简单时，可参照静力触探、标准贯人、经

验参数等综合确定．

3 三级建筑支盘桩，宜根据原位测试资料，利用承载力经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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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估算。

6．3．4 采用现场静载试验确定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时，在同

一条件下的试桩数量不宜少于总桩数的5％。，且不应少于3根，工程

总桩数在50根以内时不应少于2根；井相应做动力测试。

6．3．5 根据土的物理指标与承载力参数之间的经验关系，估算支盘

桩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时，宜按下式计算：

Q。k一Q．、＋Qp‘一u艺 q．l、l＋艺 ，，q，：kAp＋qpkA， （6．3．5）

式中 Quk— 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kN）；

Qsk— 单桩总极限侧阻力标准值（kN）；

Qp、— 单桩总极限端阻力标准值（kN）；

u — 主桩桩身周长（m）；

叭k— 桩侧第1层土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如无当地经验值

时，可按］GJ

 

94— 94表5．28一l取值（kPa）；

1 — 桩穿越第i层土的厚度，计算时应减去盘根高度（m）；

如k— 桩身上第1个支或盘处土的极限端阻力标准值，如无

当地经验值时，可按JGJ94一94表 5．2．8一2取值

（kPa）；

qPk— 主桩底处土的极限端阻力标准值，如无当地经验值

时 ，可按 JGJg峨一94表 5

 

25一2取值（kPa）；

Ap，— 扣除主桩桩身截面积的支或盘的水平投影面积（m
，）；

A，— 主桩桩端截面积（mZ）；

，，— 支、盘极限端阻力标准值的修正系数，可按表 6．3．5

取值。

表 6．3．5 支、姗极限端阴为标准值修正累徽重．



6·3·‘ 桩基中复合基桩或基桩的竖向承载力设计值，应符合下列规

定：

1 桩数不超过3根的桩基，基桩的竖向承载力设计值为：

R＝Q：、／75＋Qpk／了p （6．3．6一1）

根据静载荷试验确定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时，基桩的竖

向承载力设计值为：

R二Qu、／了。p （6

 

．3．6一2）

式中 孔— 桩侧阻抗力分项系数，取 1．65；

几— 桩端阻抗力分项系数，取 1．65；

入厂．一桩侧阻端阻综合抗力分项系数，取1．65。

2 桩数超过3根的非端承桩复合桩基，宜考虑桩群、土、承台的

相互作用效应，其复合基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可按JGJ94一94公式

5．2．2一3的规定计算；

根据静载荷试验确定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时，其复合基

桩的竖向承载力计值可按 JGJ94一94公式5．2．2一4的规定计算。

‘3．7 群桩基础及其基桩的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应按下列规定

确定：

1 一级建筑支盘桩，基桩的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应采用现场

单桩上拔静载荷试验确定；

2 二级建筑支盘桩，基桩的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宜采用现场

单桩上拔静载荷试验确定；

3 三级建筑支盘桩，群桩基础及基桩的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群桩呈整体破坏时，基桩的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

算：

u，一告U，艺 、q。、， （6

 

．3．7一1）

单桩或群桩呈非整体破坏时，基桩的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可

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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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一艺、q‘ul． （6．3，7一2）

式中 U沙— 群桩呈整体破坏时基桩的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kN）；

U、— 基桩抗拔极限承载力标准值（kN）；

u、— 桩群外围周长（m）；

u．— 支盘桩破坏表面周长按表6，37取值（m）；

qs．、— 桩侧表面第 ，层土的抗压极限侧阻力标准值，可按

JGJ

 

94一94表 5．2．8一1取值（kPa）；

人— 抗拔系数，按JGJ94一94表5．2．18一2取值。

表6．3．7 支盘桩破坏表面周长u

6．3，8 承受拔力的桩基，应按下列公式同时验算群桩基础及其基桩

的抗拔承载力，并按GBJ10 的有关规定验算基桩材料的受拉承载

力。

了。N簇U：、／ys＋G‘。 （6·38一l）

几N‘Uk／Ts＋G， （6

 

．3．5一2）

式中 N— 基桩上拔力设计值（kN）；

G‘一一群桩基础所包围体积的桩土总自重设计值除以总桩

数，地下水位以下取浮重度（kN）；

Gp— 基桩（土）自重设计值，地下水位以下取浮重度（kN）．

6．3．， 单桩的水平承载力计算、桩基沉降验算及桩身的抗裂验算按

JGJg峨一94第5章的有关规定进行。



7 支盘桩施工

施工准备

7．1．1 支盘桩施工前，应具备下列资料：

1 施工区域内的岩土工程地质资料；

2 支盘桩工程施工图；

3 工程控制坐标点、水准点；

4 原有地下管线和其他障碍物的资料；

5 支盘桩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

6 有关施工工艺的试验资料。

7．1．2 支盘桩施工现场所有设备、设施、安全装置、工具配件及个人

劳保用品必须经常检查，确保完好和使用安全。

7．1．3 施工现场的一切电源、电路的安装和拆除必须由持证电工操

作；电器必须严格接地、接零和使用漏电保护器。各孔用电必须分闸，

严禁一闸多用。孔上电缆必须架空Zm以上，严禁拖地和埋压土中，

孔内电缆、电线必须有防磨损、防潮和防断等保护措施，并符合现行

安全规范。

7．2 桩孔成型

7．2．1 干作业成孔可采用长螺旋钻，其施工工艺与螺旋钻孔灌注桩

相同。地下水位以下可采用反循环钻，泥浆护壁成孔。

7．2．2 为核实地质资料、检验设备、工艺及技术要求是否适宜，桩在

施工前，宜进行
“
试成孔

”。

7．2．3 成孔设备就位后，心须平正、稳固，确保在施工中不发生倾

斜、移动。在施工中，应在桩架或桩管上设置控制深度的标尺，对成孔

深度进行观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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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成孔施工的允许偏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桩位允许偏差：单桩、条形桩基沿垂直轴线方向和群桩基础

中的边桩为 7omm，条形桩基沿轴线方向和群桩基础中间桩为

150mm；

2 垂直度允许偏差为1％；

3 桩径允许偏差为一ZOmm。

7．2．5 钻进速度应根据电流值变化及时调整，电流值较大波动、钻

进缓慢、钻具摇晃时，应立即提钻检查，待查明处理后再钻。

7．2．6 钻进过程中应随时清理孔口积土，不得堆放在孔口四周 lm

范围内。

7．2．7 钻到预定深度后，必须在原深度进行空转清土，清土后提钻

时不得回转钻具。量测孔深符合设计要求后，作好记录再进行下道工

序。

7．2．8 在成孔过程中，当出现异常的土层变化情况时，应通知设计

单位及时采取应变措施。

7．2，， 孔成型后，应尽快进行下一道工序，在进行下一道工序前，应

用盖板盖住孔口。机动车辆的通行不得对井壁的安全造成影响。

7．2·10 成盘时，按盘径和弓压臂宽算出分支次数，每次转动位置应

在地面分度盘上做出标志。人工推转按顺时针方向进行，推转 1800

后，成盘完成。

7．2．11 成盘过程中，应认真观测液压表的变化，详细记录各支盘表

压值及分支、成盘时间。分支、成盘应按设计自上而下实施。支盘直

径允许误差为一o．ld，且｝一。．ld｝簇somm。部分分支机的技术参数

参见附录C。

7．2．12 液压控制箱应经常检查，保证工作压力的准确性、可靠性。

7．2．13 支盘成型后，第二次量侧孔深，当沉渣虚土厚度小于

10Omm时，用不小于10O0kg柱状铁锤在吊车配合下夯击孔底两次

或采取其他有效措施。

7．2．14 地下水位以下泥浆护壁成孔，按JGJ94一94第6章的有关

l8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

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75500333201

3011222

https://d.book118.com/755003332013011222
https://d.book118.com/755003332013011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