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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勘察
	4.1　 一般规定
	4.1.1　 支盘桩设计与施工所需的勘察工作应按《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G C20）的规定和要求进行。
	4.1.2　 岩土的名称与分类应与《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3363）保持一致。

	4.2　 勘察要求
	4.2.1　 初步勘察阶段桥位钻孔布设应满足如下要求：
	4.2.2　 详细勘察阶段桥位钻孔布设原则上每个墩（台）应不少于1个，地层变化剧烈时应逐桩钻孔，钻孔深度应至持力层或桩端以下3～5倍桩径。
	4.2.3　 应在常规工程勘察的基础上，重点查明拟设支、盘土层的类别、状态、厚度、分布和工程特性。
	4.2.4　 钻孔取样后应对持力层进行标贯试验。一般结合取样按分层进行标贯试验，一遇变层应立即进行标贯试验，试验间距一般不宜大于5m。当标贯试验结果与钻孔揭示土层性质差别较大时，可采用大吨位静力触探或旁压试验等原位测试方法进行验证。
	4.2.5　 勘察报告应按第4.1条的规定编制，并满足如下要求：


	5　 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挤扩支盘桩设计应综合考虑支盘适用土层、荷载特征、变形要求、施工设备、施工质量保证和社会经济效益等因素。
	5.1.2　 挤扩支盘桩适用于具有一定厚度的可挤扩成稳定的支腔、盘腔的土层。
	5.1.3　 挤扩支盘桩基础可按下列规定分类：
	5.1.4　 挤扩支盘桩设计采用动态设计原则，根据地质条件和构造要求预留一定数量的备用支、盘位置，施工过程中将钻孔、挤扩支盘过程中采集到的参数信息与设计要求对比分析，当承载力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应及时通过动态调控措施，确保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

	5.2　 构造
	5.2.1　 支盘的尺寸满足下列构造要求：
	5.2.2　 挤扩支盘桩满足下列构造要求：
	5.2.3　 支盘的布置符合下列规定：
	5.2.4　 桩的布置和间距应符合下列规定：
	条文说明
	桩间距考虑了横向盘间受力的合理性以及盘间合理的施工间距。

	5.3　 计算
	5.3.1　 挤扩支盘桩单桩轴向受压承载力特征值R_a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5.3.2　 挤扩支盘桩单桩轴向受拉承载力特征值,𝑅-𝑡.可按下式计算，计入的支、盘其顶面以上持力层应符合5.2.3的规定。
	5.3.3　 挤扩支盘桩的水平承载能力计算可不考虑支盘部分的作用。

	5.4　 支盘承载力调控
	5.4.1　 设计应预设承载力调控措施，明确各支盘土层的挤扩压力最低值标准，根据地质条件和构造要求预留一定数量的备用支、盘位置，支盘竖向间距应预留根据现场土层变化进行调整的空间。
	5.4.2　 设计应动态跟踪施工过程中采集的信息并与设计要求对比分析，当发生以下情况时，应及时采取支盘承载力调控措施：
	5.4.3　 调控措施包括：
	调整支盘位置，是根据成孔时地层变化动态竖向局部调整，保证支盘持力层满足要求，调整后支盘竖向间距应满足要求。支结构增加分支数，一般措施为四星支改六星支、六星支改八星支。支结构改承力盘，应满足盘的设置要求。增加支盘数量需在设计时预留一定数量的备用支、盘位置。增大支盘直径，通过增加承压面积，以达到提高承载力的目的。


	6　 施工
	6.1　 一般规定
	6.1.1　 支盘挤扩应由熟悉挤扩施工技术和工艺的专业队伍进行施工。
	6.1.2　 挤扩支盘桩主桩成孔、钢筋笼制作和安装、清孔、混凝土灌注应符合《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 的有关规定。
	6.1.3　 在成孔、挤扩过程中，当发现与地质勘察资料差异较大时，应补充勘察。
	6.1.4　 挤扩支盘桩项目施工前应先试成孔，使用挤扩支盘设备对土层进行探查检验，验证主桩及支盘腔施工工艺和设计参数。
	6.1.5　 施工过程中，应根据挤扩压力值设计要求对支盘周围土层进行检测，实测支盘尺寸和盘腔数据，反馈设计单位进行动态设计。
	6.1.6　 挤扩支盘桩施工实行首件工程认可制度，及时总结和改进施工工艺和质量控制措施。

	6.2　 施工准备
	6.2.1　 在开工前，应组织技术人员熟悉设计图纸，领会设计意图，编制专项施工组织设计，并进行技术交底。
	6.2.2　 施工组织设计应对软弱土层及复杂地质提出技术预案，并明确支盘腔清理有效措施。
	6.2.3　 应根据地质情况和支盘尺寸选择匹配的支盘设备，进场前应对挤扩设备油压表进行标定，并提交必要的设备检验检测合格证明。支盘施工前应对挤扩设备及配套系统进行检查和测试。在施工过程中，每隔6个月应对挤扩设备油压表进行再次标定，如有更换油泵、油管等其他设备的应对油压表重新进行标定。
	6.2.4　 施工便道、便桥和施工平台应能满足挤扩设备的运输、安装和作业要求。

	6.3　 泥浆
	6.4　 主桩成孔
	6.4.1　 桩的中心距小于或等于两倍支盘直径时，宜间隔施工，也可在相邻支盘桩灌注完成12小时后进行施工。
	6.4.2　 变桩径主桩成孔宜采用先成孔较大直径段，确定变径标高后，换较小钻头下孔定位继续钻进，完成变径桩孔，以保证大直径和小直径桩孔中心重合。
	6.4.3　 护筒的设置应考虑支盘机作业过程对其稳定性的要求，包括最小内径、护筒壁厚、外壁刚度加强、垂直度、入土深度等，宜采用打设方式。
	6.4.4　 每桩成孔时应动态跟踪地层变化，及时取样与勘察资料进行核对并做好记录，以便设计单位采取调整支盘位置等措施。
	6.4.5　 主桩终孔后应检查孔深、孔径、钻孔斜度、泥浆比重和沉渣厚度，宜在清孔后进行检验。当支盘处出现严重塌孔、缩孔等影响支盘受力和无法继续施工时，应及时反馈设计，以便采取调控措施。
	6.4.6　 主桩孔检验合格后，主孔成孔施工和支盘挤扩施工应及时工序交接，紧密衔接，并按附录C填写交接单。

	6.5　 支盘挤扩施工
	6.5.1　 支盘挤扩施工前，应根据主桩成孔时所掌握的地层变化情况及施工过程中抛石纠偏处理等因素，由设计确定是否需要采取调整支盘位置等措施。
	6.5.2　 支盘挤扩孔口平台应平整稳定，支盘刻度清晰准确，角度测量、支盘标高测量、设备上抬值测量仪器齐全。
	6.5.3　 挤扩支盘作业宜自下而上进行，每支盘按刻度盘上的分度次序将挤扩设备转动和挤扩成支或盘。成盘时应保证每次挤扩叠加率不低于10%，以确保承力盘的完整性和同心度。
	6.5.5　 每盘挤扩施工时应采用首次挤扩压力值校核持力层土体物理力学性能，当首次挤扩压力值小于设计规定值并超出允许偏差范围时，应及时反馈设计单位采取调控措施。
	6.5.6　 每盘应采用挤扩压硬值校核支盘腔稳定性，记录挤扩压硬值，当小于设计规定值并超出允许偏差时，应及时反馈设计单位采取调控措施。
	6.5.7　 经对首次挤扩压力值、支盘腔挤扩压硬值、设备上抬值、转角次数、泥浆下降情况进行校核后，可以进行扫孔及清孔后续作业。

	6.6　 扫孔与清孔
	6.6.1　 支盘挤扩完成后应对主桩孔重新进行钻进扫孔，钻机应重新精确就位。
	6.6.2　 扫孔完成后进行清孔，支盘桩宜采用反循环清孔。
	6.6.3　 清孔后进行终孔检测，对主桩孔深、孔径、倾斜度、沉渣厚度、泥浆比重及支盘标高、数量、间距、支盘径和支盘腔高等指标进行检测，合格后进行安装钢筋笼工序，按附录C填写交接单。

	6.7　 安装钢筋笼与灌注混凝土
	6.7.1　 安装钢筋笼后灌注混凝土前应进行清孔。孔底沉渣厚度应符合设计规定，如设计无规定时，不应超过10cm。
	6.7.2　 应加强对灌注过程中混凝土高度和混凝土灌注量的测量和记录工作，与井径仪检测的盘腔数据相互校核。


	7　 质量检验及评定标准
	7.1　 一般规定
	7.2　 主桩成孔质量检验
	7.2.1　 主桩在终孔后应进行清孔，对主桩孔的孔位、孔径、孔深和倾斜度进行检验，并对孔底沉渣厚度进行检验。
	7.2.2　 主桩的孔径、孔深和倾斜度宜采用超声波成孔检测仪检测，并与井径仪的检测数据相互校核。

	7.3　 支盘腔质量检验
	7.3.1　 支盘挤扩施工后，应对支盘腔标高、支盘腔完整性和稳定性进行检验，并对支盘承载能力进行校核。
	7.3.2　 支盘腔高、支盘径等可采用电阻数字式井径仪检测。
	7.3.3　 支盘承载力通过首次挤扩压力值进行校核，其值应不小于设计规定值或在允许偏差范围内。
	7.3.4　 支盘腔稳定性通过挤扩压硬值进行校核，其值应不小于设计规定值或在允许偏差范围内。

	7.4　 成桩质量检验
	7.4.1　 桩身混凝土强度检验按《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F80/1）执行。
	7.4.2　 桩身混凝土完整性采用超声波透射法逐桩检验，并选取一定比例的桩基采用钻孔抽芯法检查。
	7.4.3　 当超声波透射法检测显示支盘对应主桩身位置有明显缺陷时，应对该支盘体混凝土进行完整性检验。
	7.4.4　 当需要对支盘体混凝土质量进行验证时，可采用钻孔抽芯法、跨孔超声透射法、热异常技术或其他有效检测方法。采用热异常技术检测应在混凝土灌注前埋设传感器。
	7.4.5　 必要时可进行单桩承载力试验或长期应力及变形监测。

	7.5　 实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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