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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留桩翻挖整治方案研究
——以上海市静安区中兴社区 322-09地块项目为例

鲍　铭

（上海静投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上海 200000）

摘　要　随着城市建设的高速发展，城市土地资源愈发稀缺，对既有区域的再开发与更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方

向。本文以上海市静安区中兴社区 C070202单元 322-09地块为研究对象，探析了地下遗留混凝土预制方桩和钻

孔灌注桩的翻挖整治方案。研究表明，方案通过精确定位地下遗留混凝土预制方桩和钻孔灌注桩的坐标，并在围

护及工程桩平面布置图中进行详细标注，调整原有桩位设计，成功避开了地下遗留混凝土预制方桩和钻孔灌注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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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静安区作为上海的重要城区，其土地利用效率和

城市功能提升，备受社会各界的重点关注。中兴社区

C070202单元 322-09地块，地处上海市静安区核心发

展区域，地理位置优越，具有极高的地块开发价值。

C070202单元 322-09地块规划建设集商业、办公、居

住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旨在进一步提升区域的城市

功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同时，

有效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1]。前期地质勘察时发现，

C070202单元 322-09地块地下存在大量遗留的混凝土

预制方桩和钻孔灌注桩，给后续的项目开发带来诸多

挑战。制定一套科学合理、安全高效的地下遗留桩体

翻挖整治方案，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项目概况

项目为上海市静安区重大项目，位于上海市静安区

高密度的宝山路街道，东至东宝兴路，南至规划 322-08

地块、宝通公寓、长征大厦，西至宝通路，北至天通庵路。

该地块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周边交通网络发达，周边道

路与南北轴线均为非平行垂直关系，靠近地铁 3号线

东宝兴路站以及多条公交线路。中兴社区 C070202单元

322-09地块占地面积 34 973.5 m2，建筑面积 158 891 m2，

建筑高度≦ 80 m，规划为商办住一体综合体，周边以

居住小区为主，教育、医疗、商业配套成熟度较高。

地质勘察结果显示，该项目地下存在大量混凝土预制

方桩与钻孔灌注桩，对桩基施工造成挑战，需要制定

专项的翻挖整治方案。

2　地下遗留混凝土预制方桩和钻孔灌注桩的翻挖

整治方案

2.1　地下遗留混凝土预制方桩

2.1.1　方桩翻挖前期准备工作

1.详勘与资料收集。正式开展混凝土预制方桩翻

挖前，邀请第三方监测单位进场对地块进行详勘。采

用高密度电法、地质雷达等先进的地质探测技术，探

明桩体具体位置、深度及周边土质，同步调取地块历

史建设档案，结合区域地质普查数据，建立三维地质

模型，从而更准确地确定桩体边界、位置，获取桩体

深度信息及周边土体结构特征 [2]，精准定位遗留方桩

分布规律，为后续翻挖整治方案的制定，提供更加全

面的依据。针对探测数据模糊区域，采用钻探取芯法

进行验证，确保桩体埋深、截面尺寸及混凝土强度等

参数的准确性。

2.施工设备与材料选型。根据混凝土预制方桩尺

寸、重量、埋深及场地条件，选择合适的施工设备 [3]。

对于桩体拆除，选用大型拔桩机，配备震动锤，根据

混凝土桩体强度、结构特点，调整震动锤工作参数，

确保高效、安全地拔除桩体。针对部分埋深＞ 15 m、

截面尺寸≥400×400 mm的方桩，引入全液压式拔桩机，

并配备智能监控系统实时调节拔桩力，避免因应力集

中导致桩体断裂。

在桩孔填充材料的选择上，综合考虑场地地质条

件、工程要求及经济性等因素。对地下水位较高的区域，

优先选用有良好的透水性和压实性级配良好的复合砂

石料，有效地填充桩孔，提高地基稳定性。在地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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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要求较高的敏感区域，采用水泥稳定土作为填充

材料，经过搅拌、压实等工艺，促使填充材料、周边

土体形成同一个整体，增强地基的承载能力。

3.施工场地清理与障碍物排除。全面清理施工场

地内的废弃建筑材料、垃圾、杂草等杂物，为施工设备

进场和作业，提供良好的场地条件。在场地入口设置自

动洗车台、扬尘监测设备，并配备雾炮机对作业区域

进行降尘处理。使用施工现场拔桩机，对 300×300 mm

截面以下的采用拔桩机加自制的套具进行拔除、清运

出场，同步对拆除废弃物进行分类回收，提高资源利

用率。吊运桩体过程中，选择起吊能力足够的起重机，

并根据桩体长度和重量，合理选择起重机型号和臂长，

确保能够稳定吊运桩体。

2.1.2　方桩翻挖施工工艺与流程

1.定位与标记。利用全站仪精确测量，并根据前

期收集的桩位资料，在施工现场确定每根混凝土预制

方桩具体位置。在测量混凝土预制方桩具体位置过程

中，设置多个控制点，形成控制网，对桩位测量进行

复核和校正，确保测量结果的可靠性 [4]。确定桩位后，

在桩位中心打入钢钎，确保其能够牢固地插入地下。

然后，用白灰在钢钎周围标记出正方形，清晰地标记

出桩位范围，更加直观地显示混凝土预制方桩具体的

桩位位置，方便施工人员在后续施工过程中准确找到

混凝土预制方桩具体的桩位，避免因混凝土预制方桩

的桩位不清导致的施工误差。对每个混凝土预制方桩

桩位进行编号后，将编号信息记录在详细的桩位分布

图上，同时，在施工现场设置出明显的混凝土预制方

桩具体位置标识牌，标注出混凝土预制方桩桩位编号

及相关信息，便于施工管理和质量控制。

2.开挖方式与技术要点。采用分层、分段开挖的

方式，使用挖掘机进行土方开挖。开挖过程中，精确控

制每层开挖深度，防止土体坍塌 [5]。根据现场土质情

况，需要在开挖过程中合理确定开挖坡度。一般情况下，

针对地块中分布的粉质粘土和粉土等土质，开挖坡度

控制在 1:0.75～ 1:1之间；对于地块中分布的砂土等

土质，开挖坡度需要适当加大，控制在 1:1～ 1:1.25

之间。在靠近桩体的部位，采用人工配合开挖，避免

挖掘机对桩体造成损坏。在人工开挖过程中，使用铁

锹、镐头等小型工具，小心地清理桩体周围的土体，

确保桩体的完整性。在开挖过程中，需要采取科学的

保护措施，对周边土体进行有效保护。例如，在开挖

边界设置钢板桩或灌注桩等支护结构，以防止土体坍

塌；在每根混凝土预制方桩桩体周围设置排水沟和集

水井等排水设施，及时排除地下水、雨水，避免土体

因长时间的地下水、雨水浸泡而变软。排水沟的坡度

为 0.3%～ 0.5%，以此确保排水畅通。在开挖过程中，

采用水准仪、全站仪等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周边土体

的沉降、位移等参数，一旦发现土体变形情况严重超

出预警数值，立即停止开挖，采取增加支护强度、进

行土体注浆加固等相应的加固措施确保施工安全。

3.混凝土预制方桩桩体拆除与运输。为降低成本，

对于遗留的 400×400 mm截面预制方桩及灌注桩无法

采用上述设备进行拔除。当混凝土预制方桩桩体周围

土体开挖至一定深度时，桩体露出足够长度后，采用

拔桩机将预制方桩拔除，并对混凝土预制方桩桩体进

行拆除 [6]。

根据桩段的重量和尺寸，选择合适的起重机型号，

对于重量较轻的桩段，选用 25 t起重机，对于重量较

大的桩段，选用 50 t或更大吨位的起重机。

选用运输能力匹配的车辆，将拆除后的桩体及时

运出场地，保证施工现场整洁、施工进度。吊运过程中，

为确保起重机的稳定性，需要设置专人指挥，严格按照

吊运操作规程，完成混凝土预制方桩桩体的吊运操作。

在吊具的选择上，使用钢丝绳等吊具，对混凝土

预制方桩桩段进行牢固地绑扎。

为保证桩段在吊运过程中的平衡，在桩段长度的

三等分点附近，根据混凝土预制方桩桩段的长度和重

心，合理确定吊运吊点位置。将混凝土预制方桩桩段

吊运至运输车辆后，进行混凝土预制方桩合理摆放和

固定，防止在运输过程中发生晃动、滑落。

经过设计院进行沟通，将未能拔除的遗留桩进行

翻挖，做好每根桩的定位标注，形成记录，反馈设计院，

要求根据现场遗留桩位置进行工程桩桩位调整，予以

规避。

2.2　地下遗留钻孔灌注桩

2.2.1　灌注桩翻挖前的施工准备

1.检测桩身完整性。依据《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

范》（JGJ 106-2014），采用低应变反射波检测法，

对钻孔灌注桩进行全面的桩身完整性初检。检测过程

中，使用手锤对灌注桩桩顶施加瞬间冲击力，应力波

沿桩身传播。灌注桩桩身一旦存在缩径、离析、断桩

等缺陷时，应力波将会在缺陷处产生反射，并通过安

装在灌注桩桩顶的加速度传感器进行反射信号的接收，

分析处理反射信号后，得到时域响应波形，为判断灌

注桩桩身结构的完整性提供准确依据。检测结果异常

的灌注桩，需要接受钻芯法的进一步验证 [7]。在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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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需要使用全自动取芯设备，从灌注桩桩顶沿

桩身钻取芯样，通过观察芯样外观、测量芯样尺寸，

以及试验芯样的抗压强度等，可以准确地判断灌注桩

桩身的混凝土质量、混凝土强度及灌注桩桩体缺陷的

具体情况，为后续整治制定，提供可靠的方案形成依据。

2.制定专项施工方案。根据灌注桩桩身完整性检

测结果，结合 C070202单元 322-09地块的地质条件、

周边环境及工程要求，制定出详尽的钻孔灌注桩翻挖

专项施工方案，在方案中明确施工进度计划、详尽的

安全保障措施，合理安排不同施工阶段的时间节点，

并针对施工现场可能存在的高处坠落、物体打击、机

械伤害等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识别和评估，制定出安

全防护设施、加强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定期进

行安全检查等对应的风险防范措施，确保翻挖整治工

作按时完成。另外，通过降尘、降噪等措施，有效减

少施工过程对地块周边环境造成的影响。

3.施工人员培训与技术交底。（1）施工人员培训。

邀请专家参加施工人员技术培训，由专家对钻孔灌注

桩翻挖整治的施工工艺、技术要求、质量控制要点等

进行详细、全面地讲解。通过实际案例分析、现场演示，

施工人员深入地了解桩身加固施工等不同施工环节的

施工技术和注意事项。另外，针对施工人员进行施工

现场的安全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安全防护用品

的正确使用方法等方面的安全培训。为增强施工人员

的施工安全意识，主要通过播放安全事故警示教育片

的形式，促使施工人员深刻地意识到施工安全事故造

成的严重后果。在施工人员培训过程中，可以通过互

动环节，确保施工人员对施工工艺、技术要求、质量

控制要点及施工安全知识等方面的理解和掌握。（2）

技术交底。施工前，由技术负责人对施工人员进行各

项技术要求、施工工艺、质量标准等方面的技术交底，

确保施工人员清楚了解施工方案中的施工任务和要求。

在技术交底过程中，主要采用绘制施工流程图、展示

施工现场照片等图文并茂的方式，促使技术交底在内

容上更加直观、易懂。技术交底结束后，要求相关施

工人员在技术交底记录上签字确认，以此明确相应责

任，确保技术交底工作的落实。

2.2.2　灌注桩翻挖施工技术与操作步骤

1.破除桩头。破除桩头过程中，将风镐钎头对准

桩头混凝土表面，开启风镐后，以高频冲击方式逐步

破碎混凝土。操作过程中，随时观察桩头混凝土破碎

情况，及时清理破碎后的混凝土块。根据桩头的设计

标高，采用切割机破除桩头时，使用墨线或其他标记

工具，在灌注桩桩身准确标记出切割位置，启动切割

机使其达到稳定转速后，将切割片缓慢靠近桩身标记

位置，开始切割。切割过程中避免切伤桩身钢筋 [8]。

完成后使用风镐或其他工具修整切割边缘混凝土。

2.桩身切割与分段处理。根据桩径、长度以及现

场施工条件，选择手持电动切割机、大型的液压切割

设备或金刚石绳锯切割机等合适的切割设备。桩身分

段处理时，需要精确地确定桩身的切割位置，并根据

桩体结构特点、灌注桩桩体的吊运要求，合理确定每

段桩身长度。切割过程中，严格按照预定切割位置操作，

确保切割面平整、垂直。采用全站仪、水准仪等专业

的测量工具，对切割位置进行精确测量和定位。同时，

控制切割速度和切割深度，避免桩身出现裂缝。

3　结束语

面对无从查证的历史资料、无法准确探测桩体实

际长度的挑战，静安区中兴社区 C070202单元 322-09

地块地下遗留混凝土预制方桩和钻孔灌注桩的翻挖整

治方案，严格依据相关政策法规与技术标准，秉持安

全性、经济性、环保性和高效性原则实施，合计翻挖并

确认 340根遗留方桩、60根遗留钻孔灌注桩坐标，并

且将坐标点位形成记录移交设计院，将工程桩位置予以

调整，成功避开全部遗留桩体，显著降低项目额外成本，

有效确保桩基、围护工程顺利进行，无需实施昂贵的清

桩操作或进行后期的土体加固处理，节省约 800万元

的额外成本、后期土体加固费用，进一步强化桩体拆

除和处理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与项目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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