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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建筑基桩质量检测是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
的主要项目之一，其检测技术水平直接关系基桩检测质量。为切实
提高我省建筑基桩检测工作质量，加强基桩现场检测技术监督管
理，编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基桩检测的实践经验和科
研成果，根据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标准，结合我省实际情况，针对常用
的基桩检测方法，编撰本现场检测技术监督要点。

本要点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 总则、基本规定、单桩竖向抗压静
载试验、桩身自反力平衡静载试验、低应变法检测、钻芯法检测、声
波透射法检测等。

本要点由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负责管理并对
具体技术内容进行解释。

本要点主编单位:江西省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管理局( 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五路 966号; 邮编: 330096)

本要点参加编写单位: 南昌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
江西建院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建诚桩基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天祥检测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建筑材料工业科学研究设计院
江西恒信工程检测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交通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江西诚规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江西省建筑科学研究院
江西南大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江西省华昌建筑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南昌赣建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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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点主要起草人:徐玉崽 熊 新 杜根英 涂劲华
丁 娱 邓明伟 艾绍日 李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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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1 总 则

1．0．1 为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基桩单桩竖向抗压静
载试验、桩身自反力平衡静载试验、低应变法检测、钻芯法检测、声
波透射法检测的现场检测技术监督管理，规范基桩检测技术活动，
使基桩检测工作符合安全适用、技术先进、操作规范、数据准确、评
价正确的要求，制定本现场检测技术监督要点。
1．0．2 本要点适用于江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基桩的
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桩身自反力平衡静载试验、低应变法检测、
钻芯法检测、声波透射法检测的现场技术操作及监督管理。
1．0．3 本要点根据《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建设部第 141 号
令) 、《江西省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暂行规定》( 赣建字［2006］5
号)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 GB
50618－2011)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 JGJ 106－2003) 、《桩身自
反力平衡静载试验技术规程》( DB 36 /J002－2006) 、《建筑地基基础
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2－2002)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 JGJ 94－2008)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2011) 、《施
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 JGJ 46－2005) 、《起重机械安全规
程》( GB 6067．1－2010) 制定。
1．0．4 建筑基桩的质量检测及其监督管理除应执行本要点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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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规定

2．1 检测机构和人员

2．1．1 现场检测应出具检测机构资质和计量认证有效证件。
2．1．2 现场检测操作人员应出具技术能力考核合格的有效证件，人
数不少于 2人。

2．2 检测方法

2．2．1 建筑基桩检测方法应根据各种检测方法的特点和适用范围，
考虑地质条件、桩型及施工质量可靠性、使用要求等因素进行合理
选择搭配。
2．2．2 检测方法应根据检测目的按表 2．1．1选择。

表 2．1．1 检测方法及检测目的

检 测 方 法 检 测 目 的

单桩竖向抗压
静载试验

确定试桩单桩竖向抗压极限承载力
判定工程桩竖向抗压承载力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通过桩身内力及变形测试，测定桩侧、桩端阻力

桩身自反力
平衡静载试验

确定试桩单桩竖向抗压、抗拔极限承载力
判定工程桩竖向抗压、抗拔承载力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通过桩身内力及变形测试，测定桩侧、桩端阻力

低应变法 检测桩身缺陷及其位置，判定桩身完整性类别。

钻芯法
检测灌注桩桩长、桩身混凝土强度、桩底沉渣厚度，判断
或鉴别桩端岩土性状，判定桩身完整性类别

声波透射法 检测灌注桩桩身缺陷及其位置，判定桩身完整性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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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检测工作程序

2．3．1 检测工作的程序，应按图 2．3．1进行:

图 2．3．1 检测工作程序方框图

2．3．2 接受委托、调查、资料收集阶段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建筑基桩质量检测工作应由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

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
2 收集被检测工程的以下资料: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建筑总平

面布置图、单位工程结构设计总说明图、桩基平面布置图、桩基大样
说明图、桩基施工现场记录、与桩基施工有关的设计变更( 适用时) 、
试桩报告及意见书( 适用时) 等。

3 了解施工工艺和施工中出现的异常情况。
4 进一步明确委托方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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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现场踏勘检测项目现场实施的可行性。
6 委托方、检测方应签订书面合同( 参见附件《江西省基桩检

测合同》) ，检测合同应注明检测内容及相关要求，并明确有关确需
见证的事项。

7 检测费用应符合《江西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与建材试验收
费标准》( 赣价费字［1999］52号文) 或经公开招投标确定。
2．3．3 制定检测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委托方应向检测机构提供制定检测方案所需的全部材料。
2 检测机构应根据规范及相关规定要求，结合工程具体情况

提出初步检测方案。
3 委托方应组织参建方讨论并签字盖章确认检测方案。
4 建筑基桩检测方案应经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检查确认。
5 建筑基桩检测方案应网上上传。
6 当有重大设计变更时，应修改检测方案，经确认，并重新网

上上传。
2．3．4 工程桩验收抽样检测的受检桩根据检测方法由参建方共同
选取，受检桩选择宜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质量有疑问的桩。
2 设计方认为重要的桩。
3 局部地质条件出现异常的桩。
4 施工工艺不同的桩。
5 承载力验收检测时适量选择完整性检测中判定的Ⅲ类桩。
6 除上述规定外，同类型桩宜均匀随机分布。

2．3．5 委托方应按检测合同及本要点，提供满足要求的现场检测条
件。
2．3．6 检测机构应严格按网上上传确认后的检测方案进行检测。
2．3．7 检测用计量器具必须在计量检定周期的有效期内，应标有检
定 /校准有效期的状态标识。
3．3．8 检测设备应标有统一编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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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9 检测设备使用宜做到以下几点:
1 使用前应核定检测设备能力及检定 /校准能力范围不小于

检测工作要求。
2 应对主要检测设备做好使用记录，现场检测设备应记录领

用、归还情况。
3 在检测前检测人员应对检测设备进行核查，确认其运作正

常并进行记录。数据显示器需要归零的应在归零状态。
2．3．10 当检测设备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不得继续使用:

1 当设备指示装置损坏、刻度不清或其他影响测量精度时。
2 仪器设备的性能不稳定，漂移率偏大时。
3 当检测设备出现显示缺损或按键不灵敏等故障时。
4 其他影响检测结果的情况。

2．3．11 检测开始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采用低应变法或声波透射法检测时，受检桩混凝土强度

至少达到设计强度的 70%，且不小于 15MPa。
2 当采用钻芯法检测时，受检桩的混凝土龄期达到 28d或预留

同条件养护试块强度达到设计强度。
3 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承载力检测前的休止时间除应达到

本条第 2款规定的混凝土强度外，当无成熟的地区经验时，尚不应少
于表 2．3．1规定的时间。

表 2．3．1 休止时间

土的类别 休止时间( 天)

砂土 7

粉土 10

黏性土
非饱和 15

饱和 25

注:对于泥浆护壁灌注桩，宜适当延长休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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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采用桩身自反力平衡静载试验时，桩身混凝土强度应达
到设计要求，或预留同条件养护试块强度满足试验要求。对于预制
桩，从成桩到开始试验的间歇时间: 对于砂类土，不应少于 10 天; 对
于粉土和黏性土，不应少于 15天。
2．3．12 当出现不合格检测结果时，检测机构、建设单位应履行下列
职责:

1 检测机构应在 3个工作日内向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或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报告。各地市有相关文件要求时，检测机构
应满足各地市相关部门要求。

2 当检测结果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建设单位应组织参建方分
析原因，制定并确认扩大检测方案，并将扩大检测方案报工程所在
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确认。

2．4 检测见证

2．4．1 检测工作开始前检测人员应将现场检测方法及工作内容主
动告知见证人员。
2．4．2 见证人员应核查检测条件的符合性，并对以下内容进行见证
记录:

1 检测机构名称、检测内容、部位及数量。
2 检测日期，检测开始、结束时间及检测期间天气情况。
3 检测人员姓名及证书编号。
4 主要检测设备的种类、数量及编号。
5 检测中异常情况的描述记录。
6 现场工程检测的影像资料。
7 检测人员的签名。
8 见证人员的签名及见证员号。

2．4．3 见证人员应对建筑基桩现场检测过程的关键环节进行旁站
见证。各检测方法的关键环节见证应按表 2．4．1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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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见证关键环节

检 测 方 法 见证关键环节

单桩竖向抗压
静载试验

1 道路、桩周场地、桩头处理、基坑、电源
2 支墩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3 设备承载能力
4 堆载平台荷重中心与桩轴线的一致性
5 堆载量
6 基准梁安装

桩身自反力平
衡静载试验

1 桩周场地、基坑、电源
2 油管质量状态
3 位移杆、护管完好状态
4 荷载箱检定状态
5 油管接头连接状态
6 基准梁安装

低应变法

1 激振点及接收点平面处理状态
2 激振点及接收点的位置及数量
3 测试参数的确定
4 检测数量及部位

钻芯法

1 桩周场地、桩头处理、电源、水源
2 金刚石钻头、单动双管钻具及确认其外径
3 钻机架设及开孔位置
4 钻孔数量及终孔深度
5 芯样摆放

声波透射法

1 桩头处理、声测管管口状态
2 声测管灌注清水状态
3 声测管通畅状态
4 传感器放入管内深度
5 测试剖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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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全保障措施

2．5．1 现场检测工作人员应遵守施工现场安全制度。现场检测工
作人员应佩戴安全帽，必要时应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夏季检测应
采取防暑措施，冬季检测应采取防冻、防滑措施。
2．5．2 现场检测作业场区应设置醒目警戒线，并设置文字安全警示
标识。未经检测人员或见证人员允许，不得进入现场检测作业场
区。
2．5．3 为现场检测工作开挖的操作坑道应稳固，确保现场操作人员
安全。当检测场地位于基坑边、陡坡附近时，应有专人观察上方土
体的稳定情况，必要时清除危土石方。
2．5．4 检测现场临时用电应严格遵守《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
规范》( JGJ 46－2005) 的规定，并应符合以下要求:

1 检测现场临时用电工程专用的 220 /380V 三相五线制低压
电力系统，应采用三级配电系统、TN－S 接零保护系统、二级漏电保
护系统。

2 移动电气设备时，应经电工切断电源并做妥善处理。
3 暂时停用设备的开关箱必须分断电源隔离开关，并应关门

上锁。
2．5．5 起重吊车作业必须严格遵守《起重机械安全规程》( GB 6067．
1－2010) 的规定，并符合以下要求:

1 起重吊车应有标记、标牌及安全标志。
2 起重吊车应设有明显可见的额定起重量随幅度变化的曲线

或表格，凡不同幅度段规定有不同额定起重量的，幅度段的划分及
各段的额定起重量，均应永久性标明并明显可见。

3 应在起重吊车的合适位置或工作区域设有明显可见的文字
安全警示标志，如“起升物品下方严禁站人”、“臂架下方严禁停留”、
“作业半径内注意安全”、“未经许可不得入内”等。其作业半径范围
内不得有人员及检测设备等。
8



4 当作业区域附近有架空电线或电缆时，起重吊车的臂架、吊
具、辅具、钢丝绳、缆风绳及其载荷等与输电线的最小距离应符合表
2．5．1的要求。

表 2．5．1 起重吊车与输电线的最小距离

输电线路电压 V/kV ＜1 1～20 35～110 154 220 330

最小距离 /m 1．5 2 4 5 6 7

5 司机操作起重吊车应集中精力，服从作业指挥人员的指挥，
并对自己直接控制的操作负责。无论何时，司机随时都应执行来自
任何人发出的停止信号。

6 当司机离开起重吊车时，应做到不悬吊载荷、吊具起升到规
定位置。

7 指挥人员应负有将信号从吊装工传递给司机的责任，可以
兼吊装工，但在任何时候只能是一人负责。移交时，应向司机说明，
且司机及移交接任者应明确其应负的责任。

8 指派吊装人员应配备适合工作现场状况的安全装备，如安
全帽、安全眼镜、安全带、安全靴和听力保护装置。

9 应确定载荷质量，起重吊车不得起吊超过额定载荷的物品。
10 起吊载荷时选择合适的起升系挂位置，保证载荷起升时均

匀平衡，没有倾覆的趋势。
11 起吊物体上不得有人员及悬浮物。
12 多台起重机械的起升过程中，应使作用在起重机械上力的

方向和大小变化最小，应尽可能用额定起重量相等和相同性能的起
重机械，应采取措施使各种不均衡降至最小。

13 夜班操作起重吊车时，作业现场应有足够的照度。
14 当风速超过最大工作风速时，不允许操作起重吊车。
15 当结冰或能见度下降的气候条件下，应减慢速度或提供有

效的通讯等手段保证起重吊车的安全操作。
2．5．6 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每级加卸载前后均应检查压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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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力装置、堆载物、支墩的安全稳定性，确保堆载物、压重平台反力
装置、支墩及其地基安全稳固。
2．5．7 钻芯法检测时钻机操作人员严禁敞开衣襟工作，不得跨越运
转设备或从皮带上方传递物件。

01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