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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保证基桩自平衡静载试验法检测质量，统一检测方法， 

为设计和施工验收提供可靠依据，使基桩质量检测符合安全适用、 

技术先进、数据准确、正确评价的要求，制定本规程。
1 .0 .2 本规程适用于桩身直径不小于600mm的钻孔灌注粧、人工 

挖孔粧、预制管粧的抗压、抗拔承载力以及粧身内力的检测与评 

价。
1 . 0 3 基桩自平衡静载试验法应结合粧型特点，考虑地质条件以 

及施工工艺等因素，合理选用不同荷载箱型号，确定埋设位置。 

基桩检测结果应结合上述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判定。
1 .0 .4 采用基桩自平衡静载试验法进行检测时，除应执行本规程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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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 . 1 术 语

2.1.1 基粧 foundation pile 

粧基础中的单桩。
2.1.2 自平衡静载试验法 self-balanced static loading test method 

基桩静载试验的一种方法。将荷载箱置于粧身平衡点处，通
过荷载箱逐级加载，观测荷载箱上、下承压板向上、向下的位移。 
通过试验数据绘制上、下段粧的荷载一位移曲线，从而得到桩的 
承载力。
2.13 平衡点 balanced point position

基桩粧身某一位置，该位置以上粧身自重及粧侧摩阻力之和 
与下段粧粧侧摩阻力及粧端阻力之和基本相等。
2.1.4 荷载箱 load cell

基桩自平衡静载试验法中的加载装置，由活塞、顶 盖 （上承 
压板) 、底 盖 （下承压板）及箱壁等组成。
2.1^  基准桩 referenced pile 

测量时固定基准系统的粧。
2.1.6 基准梁 referenced beam 

测量时固定基准系统的梁。
2.1.7 位移杆 the displacement rod 

用于传递位移的杆件。
2.1.8 护套管 casing pipe

预埋在粧身内用于保护位移杆的钢管。



2.2 符 号

Ap------ 桩身截面面积；
Ev~ ~ 桩身材料弹性模量；
L— 上段桩桩长；

gd------ 粧端轴力；
Qu~ 一单粧竖向极限承载力；

0US~ 上段粧的最终加载值；
^use~~~上段粧依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提供参数初步计算的 

桩侧阻力极限值；
Qu,■■一下段粧的最终加载值；

guxe—— 下段粧依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提供参数初步计算的 
桩侧阻力极限值及端阻力极限值之和；

R , 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s— 粧顶等效位移； 

ss— 荷载箱上承压板向上位移；
~ 荷载箱下承压板向下位移；

U------ 桩身周长；
W—— 上段桩自重； 

r —— 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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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般规定

3 . 1 . 1 基粧检测数量应按下列要求确定：

1 为设计提供依据时，检测数量同一条件下不应少于3 根 , 

且不宜少于总桩数的1%;

2 对工程粧进行验收检测时，检测数量在同一条件下不应少 

于总桩数的1 % ,且不应少于3 根；当总桩数小于50根以内时， 
不应少于2 根。

3 . 1 . 2 工程桩进行验收检测时，受检桩选择宜符合下列规定：

1 选择在有代表性的地质条件处，并宜靠近钻探孔或静力触 

探孔；
2 均匀分布；

3 满足设计方要求。
3 . 1 3 试验最大加载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为设计提供依据的试粧，应加载至破坏。试验时，最大加 

载值可根据地质报告所提供参数计算的单桩极限承载力的  
1.2-1 .5倍初步选定；

2 对工程粧进行验收检测，用于检测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 

时，最大加载值不应小于设计要求的单粧承载力特征值的2 倍； 

用于检测单粧竖向抗拔承载力时，可按设计要求确定最大加载值。 
3 .1 . 4 对工程桩进行验收检测时，试验结束后应在荷载箱处进行



高压注浆，以确保粧身完整及粧基安全。
3 . 1 . 5 当需要对桩身内力进行测试时，应按现行行业标准《建筑 

基粧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有关规定执行。

3 . 2 检测工作程序

3 .2 .1 检测工作的程序，应按框图3.2.1进行：

图 3 .2 .1 检测工作程序框图

3 .2 . 2 检测方案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地质条件（各岩土层与桩基有关的参数、各受 

检粧位置的地质剖面图或柱状图）、检测目的、检测要求及依据； 
2 根据设计要求确定荷载箱的型号、规格、数量、位置和最 

大加载值；
3 试粧的施工要求和需施工单位配合的材料、机械、人工等; 

4 安全措施和质量保证体系；

5 试验周期和进度。

3 . 2 . 3 前期准备应包含下列内容：

1 荷载箱的设计、生产、标定、试压；
2 仪器设备和计量器具的检查。

3 .2 . 4 检测开始时间应同时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70%以上或按该强度计算的 

桩身承载力大于荷载箱单向最大加载值的1.5倍；
2 土体的休止时间达到：砂土不少于7 d , 粉土不少于10d， 

非饱和黏土不少于1 5d ,饱和黏土不少于25d; 对于泥浆护壁灌注 

粧，宜适当延长休止时间；
3 后注浆粧基工程，应在注浆完成20d后进行，浆液中掺入 

早强剂时可于注浆完成15d后进行。
3 .2 . 5 检测期间，除应执行本规程的有关规定外，还应遵守国家 

有关安全生产的规定。当现场操作环境不符合仪器设备使用要求 
时，应釆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3 .2 . 6 对检测数据应实时进行整理，当发现检测数据异常时，应 

及时查看设备状况，结合地质、施工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做出 
合理的结论。



3 .2 .7 检测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1 工程名称、地点，委托、建设、勘察、设计、监理和施工 

单位，检测目的、依据、数量和检测日期；

2 地质条件描述、岩土体的力学指标，受检粧平面位置图、 

相应的地质剖面图或柱状图及荷载箱埋设位置图；
3 受检桩的施工记录；

4 检测方法、检测仪器设备和检测过程描述；
5 原始数据记录表、汇总表和相应的Q-s、 曲线及其他 

辅助分析曲线,转换为桩顶加载的等效转换数据表和等效转换Q-s 

曲线•，
6 承载力判定依据及结论；

7 当进行粧身内力测试时，应有各级荷载下粧身轴力图和各 

土层的粧侧和桩端摩阻力图。



4 检测要点

4 . 1 仪器设备

4 .1 . 1 荷载箱的生产和标定应符合以下规定：
1 荷载箱必须是具有资质厂家生产的合格产品；
2 荷载箱内部空间形式应简单连续;灌注桩中的荷载箱端面 

宜设计成锥形体的形式；
3 组成荷载箱的千斤顶必须经法定检测单位标定。荷载箱出 

厂前必须试压, 试压值不得小于额定加载值，且必须维持2 h 以上; 

4 荷载箱在工厂试压和现场试验必须釆用同一型号的压力

表；
5 采用联于荷载箱的压力表测定油压, 根据荷载箱率定曲线 

换算荷载；
6 压力表必须经法定计量部门标定，且在规定的有效期内使

用。
4 .1 . 2 位移传感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位移传感器一般釆用电子百分表或电子千分表,分辨率应 
优于或等于0.01mm。在粧身两个方向分别对称安置两个位移传感 
器 , 分别用于测定荷载箱处的向上、向下位移；

2 固定和支承位移传感器的夹具和基准梁在构造上应确保 
不受气候、振动及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以防止发生竖向变位；

3 位移传感器必须经法定计量部门标定，且在规定的有效期 
内使用。
4 .1 . 3 数据采集系统包含数据釆集仪、计算机、稳压电源、不间



断电源等。

4 . 2 设备安装

4 .2 .1 荷载箱的埋设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极限端阻力小于极限侧摩阻力时, 埋设位置宜按下式确

定：
Qusc/+^  =euxe (4.2.1)

式中：Qusc—— 上段桩依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提供参数初步计 

算的粧侧阻力极限值； 

g u x e—— 下段粧依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提供参数初步计 
算的桩侧阻力极限值及端阻力极限值之和；

W —— 上段粧自重；
7  — 修正系数，根据上段桩侧土的类型确定：黏性土、 

粉土 /= 0 .8 ，砂土 /= 0 .7 ，岩石/ = 1 ,若上部有  

不同类型的土层，/ 取厚度加权平均值。

2 当极限端阻力大于极限侧摩阻力和桩身重量之和时,应将 
荷载箱置于桩端，根据粧长径比、地质情况采取下列措施：

1 ) 粧顶提供一定量的配重；
2 ) 用小直径桩模拟，先测出粧端单位极限承载力，再根据 

实际尺寸换算粧端总的极限承载力。
3 试桩为抗拔粧时，荷载箱可置于粧端。向下反力不够维持 

加载时，可加深桩长。
4 工程有特殊需要时，可采用双荷载箱或多荷载箱，用于分 

别测试桩的极限端阻力和各段粧的极限摩阻力。荷载箱的埋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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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根据相应需要确定。
4 .2 . 2 粧体内预埋荷载箱操作步骤根据桩型和埋设位置的不同有 
所差异，操作步骤如下：

1 护套管与钢筋笼焊接；
2 位移杆摆在护套管中；
3 位移杆与荷载箱焊接；
4 护套管与荷载箱焊接；
5 钢筋笼与荷载箱焊接；
6 下放钢筋笼。

4 .2 . 3 荷载箱和粧身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荷载箱应平放于桩的中心，其位移方向与桩身轴线夹角不 

应大于5°;

2 对于灌注桩（图 4 .2 .3 ),荷载箱的上、下承压板分别与上、 
下钢筋笼的主筋钢筋焊接。钢筋笼之间设置导向筋，导向筋的一 
端与主筋焊接，一端焊接在环形荷载箱上、下承压板内圆边缘处, 

导向筋数量、直径宜与主筋一致。导向筋与荷载箱的夹角应大于 
60。；

1 一护套管；2—钢筋笼主筋；3—导向筋；4~荷载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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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于预制管粧，荷载箱的上、下承压板分别与上、下段桩 

的接头焊接。
4 .2 .4 位移杆与护套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桩长小于等于40m 时，可用直径25〜30mm的钢管作为位 

移杆；桩长大于40m 时，则宜用钢丝作为位移杆；
2 可釆用直径为40mm的钢管作为护套管，护套管的接口及 

其与荷载箱上承压板焊接处，焊缝应密实坚固；
3 在保证位移传递达到足够精度的前提下，也可采用其他形 

式的位移传递系统。
4 .2 . 5 基准桩和基准梁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准粧与受检粧之间的中心距离不应小于3 倍的受检桩 
直径，且应大于2 .0 m ;基准桩应稳定可靠；

2 基准粧和基准梁都必须有一定的刚度。基准梁的截面高度 

不宜小于其跨度的1/40, 基准粧的线刚度不宜小于基准梁线刚度 

的 3 倍；

3 基准梁的一端应固定在基准粧上，另一端应简支在基准粧 

上 （能沿其轴线方向自由移动）。固定和支撑位移计（百分表）的 
夹具及基准梁应避免气温、振动及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

4 . 3 现场检测

4 .3 . 1 加载、卸载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加载应分级进行,分级荷载为最大加载量或预估极限承载 
力 的 1/10，第一级可按2 倍分级荷载加载；



2 卸载也应分级进行，每级卸载量取加载时分级荷载的2

3 力卩、卸载应均匀连续，每级荷载在维持过程中的变化幅度 

不得超过分级荷载的10%。

4 .3 . 2 位移观测和稳定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位移观测：采用慢速维持荷载法。加载时，每级荷载施加 
后 第 l h 内应在第5、10、15、30、45、60min测读位移，以后每 
隔 30min测读一次。卸载时，每级荷载维持l h , 按 第 15、30、60min 

测读桩顶沉降量后，即可卸下一级荷载；卸载到零后，观测残余 
变形，维持时间为3 h ,测读时间为第15、3 0 m in ,以后每隔30min 

测读一次；
2 稳定标准：每级加载每一小时的向上、向下位移量均不大 

于 0 .1 m m ,并连续出现两次（从分级荷载加载后第30min开始， 
按 1.5h连续三次每30m in的位移观测量计算)；

3 当每级加载荷载作用下，位移速率达到稳定标准时，再施 

加下一级荷载。
4 .3 . 3 加载终止条件及最终加载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对于单粧竖向抗压静载试验，加载终止条件和相应的最终 

加载值应分别从向上、向下两个方向按下列规定进行判定和取值:

1 ) 累积位移量小于40mm, 但加载值已大于或等于预估最 

大加载值，终止加载。取本级荷载为最终加载值；
2 ) 累计位移量大于或等于40mm, 本级荷载下的位移量大 

于或等于前一级荷载下位移量的5 倍时，终止加载。取 
其终止时荷载前一级的荷载为最终加载值；



3 ) 累计位移量大于或等于40mm，本级荷载下的位移量大 
于前一级荷载下位移量的2 倍，且经24h尚未达到稳定 

标准，终止加载。取其终止时荷载前一级的荷载为最终 

加载值；
4) Q - s 曲线出现明显陡变，终止加载。取发生明显陡变的 

起始点对应的荷载为最终加载值；
5) s -lg r曲线尾部出现明显弯曲，终止加载。取前一级荷载 

为最终加载值；
6 ) 当 Q -s曲线呈缓变型时，可加载至位移60~80_ 。

2 对于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加载终止条件和相应的最终 

加载值按下列规定进行判定和取值：
1 ) 在某级荷载作用下，向上位移量大于前一级荷载位移量 

的 5 倍时，终止加载。取其终止时荷载前一级的荷载为 

最终加载值；
2 ) 按向上位移量控制，当累计向上位移量超过100mm时， 

终止加载。取其终止时荷载前一级的荷载为最终加载值;

3 ) 对于验收抽样检测的工程桩，加载至设计要求的最大上 

拔荷载值时，终止加载。取最大上拔荷载值为最终加载



5 资料整理

5 . 1 数据图表

5 . 1 . 1 应将实测的原始数据编制成表，格式见附录A 表 A.0.1-1 

和表 A.0.1-2。

5 . 1 . 2 根据实测的原始数据绘制Q-s、s -\g t曲线，需要时也可绘 

制其他辅助分析曲线。
5 . 1 . 3 将基桩自平衡法测得的上、下 段 桩 的 两 条 曲 线 等 效 转  

换 为传 统方 法 粧顶 加 载的一条曲线 。转换方法见附录B 。
5 . 1 . 4 当进行粧身内力测试时，应绘制各级荷载下粧身轴力图和 

各土层的桩侧和粧端摩阻力图。

5 . 2 承载力确定

5 . 2 . 1 根据受检桩的最终加载值，可按下列公式确定桩的竖向极 

限承载力：
1 抗压

0  - W  、
e u = — ^ + a x (5.2.1- d

y

2 抗拔

6u=eus (5.2.1-2)



式中： 0u—— 单粧竖向极限承载力；

0US—— 上段粧的最终加载值；

0UX—— 下段粧的最终加载值；
W—— 上段粧自重；
Y — 修正系数，根据荷载箱上部土的类型确定：黏性 

土、粉土 ;r = 0 .8 ;砂土y = 0 .7 ;岩石y = l , 若上 
部有不同类型的土层，y 取厚度加权平均值。 

5 .2 . 2 单粧竖向承载力极限值应根据试粧位置、实际地质条件、 

施工情况等综合确定。当各受检粧条件基本相同时，单粧竖向极 

限承载力统计值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参加统计的受检桩结果，当满足其极差不超过平均值的 
30%时，取其平均值为单桩竖向抗压极限承载力；

2 当极差超过平均值的30%时，应分析极差过大的原因， 

结合工程具体情况综合确定；

3 对粧数为3 根或3 根以下的柱下承台，或工程粧抽检数量 
少于3 根时，应取低值。

5 .2 . 3 单位工程同一条件下的单粧竖向承载力特征值应按单粧竖 

向极限承载力统计值的一半取值：

R^=QJ2 (5.2.3)



附录A 试验数据表

A . 0 . 1 现场测试数据宜按表A .0.1-1及表A .0.1-2的格式记录。

表 A .0 .1 -1 单桩竖向静载试验原始记录表

工程名称
试桩

编号

建设单位
施工

单位

粧型
粧径

(mm)

桩长

(m)

粧顶

标高

(m)

成粧

日期

测试

日期

加载

方法

桩端

持力层

荷载箱

型号

荷

载

编

号

荷

载

值

m

记录时间
间隔

各表读数 

(mm)

位移

(mm)

温

度

(°C)

(d /h / min)

(min)

1 2 3 4 5 6
向

上

向

下
桩顶

检测单位 : 

16
试验记录 : 试验校核 :



表 A.0.1-2 单桩竖向静载试验结果汇总表

工程名称
试桩

编号

建设单位
施工

单位

桩型
桩径

(mm)

桩长

(m)

粧顶

标高

(m)

成桩曰期
测试

日期

加载

方法

桩端

持力层

荷载箱

型号

荷

载

编

号

荷

载

值

(kN)

加载历时 

(min)

向上位移 

(mm)

向下位移 

(mm)

桩顶位移 

(mm)

本级 累计 本级 累计 本级 累计 本级 累计

检测单位: 资料整理: 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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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等效转换方法

B . 0 .1 将基桩自平衡静载试验法获得的向上、向 下 两 条 曲 线  

等效转换为一条相应传统静载试验的Q -s曲线，以确定桩顶沉降 
(图 B.0.1) 。

(a) 基粧自平衡法曲线 （b) 等效转换曲线 

图B .0 .1基粧自平衡法结果转换示意图 

B . 0 . 2 转换假定如下：

1 粧为弹性体。
2 等效的试验粧分为上、下段粧，分界截面即为自平衡桩的 

平衡点a 截面。

3 基桩自平衡法试验中的下段桩与等效受压桩下段的位移 
相等，即

4 基粧自平衡法试验中，桩端的承载力一沉降量关系及不同 
深度的桩侧摩阻力一变位量关系与标准试验法是相同的。

5 上段粧的粧身压缩量A 5为上段粧粧端及粧侧荷载两部分 

引起的弹性压缩变形之和，按下式计算：

A5=Asi+A52 (B.0.2)



式中：w — 受压桩上段在荷载箱下段力作用下产生的弹性 

压缩变形量；
A52—— 受压粧上段在荷载箱上段力作用下产生的弹性 

压缩变形量。
6 计 算 上 段 桩 弹 性压缩变形量 时，侧摩阻力使用平均值

分sm°

7 可由单元上、下两面的轴向力和平均断面刚度来求各单元

应变。
B .0 .3 无粧身内力测试时，可按下列方法进行等效转换：

1 根据B.0.2条第5 款和第6 款假定条件，上段粧的桩身压 
缩量A s和粧顶等效荷载Q 按下列公式计算：

仏 = 见  (B.0.3-1)
EA

As2 = { e ~ W ) L  (B.0.3-2)
2EA r

As = As x+As2 = 2站  (B.0.3-3)
M pAp

Q = (Qs- W ) / r  + Qx (B.0.3-4)

式中： & 一 某一位移对应的荷载箱向下加载值； 

a —— 某一位移对应的荷载箱向上加载值；
L — 上段桩桩长；
7 —— 修正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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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桩身截面面积；
W —— 上段桩自重。

2 根据B.0.2条第3 款假定条件，桩顶等效荷载Q 对应的粧 
顶等效位移s 按下式计算：

s=sx+ A s (B.0.3-5)

B . 0 . 4 当进行桩身内力测试时，可按下列方法进行等效转换：
1 根据B.0.2条第7 款 , 将荷载箱以上部分分割成〃个点(见 

图 B .0 .4 -1 ),任 意 一 点 i 的 桩轴向力 0 (0 和变位量片/)可用式 
(B .0 .4 -1 )和 式 （B .0 .4 -2 )表示：

0 (0 =  + Z  f(m)[u(m)+ u(m +\)}i(m)/2 (B.0.4-1)
m =/

s(i) = Sj + ±  ( 、 g ) + Q(m + 1 > —— h (m ) 
m=\ A p (m ) E p (m )+ A p (m + l ) E p (m + 1)

= s( i+ l ) + ,、g ( 0 + g 0  + 0  — _ hQ) 
A p( i ) E p ( i ) + A p ( i + \ ) E p( i + \ ) W

(B.0.4-2)

式中： Qj—— i=n+\点 （荷载箱深度）的桩的轴向力（荷载箱 
荷载）（kN );

Sj------ i=n+\点粧向下的变位量（m );

Am)—— w 点 （/〜《之间的点）的粧侧摩阻力（假定向上 
为正值）（kPa);

u(m)------ w 点处粧周长（m );

Ap(m)------ w 点处桩身截面面积（m2);

Ep(m)—— m 点处桩弹性模量（kPa);



h ( m ) ------- 分 割 单 兀 /w 的 长 度 （m )。

图B.0.4-1基粧自平衡法的轴向力、桩侧摩阻力与变位量的关系 

^ 一粧头变位；&、 一荷载箱上、下承压板变位量； 桩端变位量;

0X_ 荷载箱向下荷载； 桩端力 

2 单元 /(见图B.0.4-2)的中点变位量〜(/)可用式（B.0.4-3) 

表不：

图B.0.4-2转换单元示意图

(2(0 
GC 扞 1)

(

s

 ̂

-
/
g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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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 (/) = s ( i + 1)+ , 、 啦  
mU K ) 戽 _ ) + 3 小 树  + 1) 2

(B.0.4-3)

将式(B.0.4-1)代入式(B.0.4-2)和式(B.0.4-3)中，可得：

5 (i) =  s(i +  l ) +  ~ ~ -pr~ ~ —— \ ~ 7----- x

H +  t / ( 4 W + + + 颂 W + / ( , M ) + 4 + 0 ]竿  1
L w=,+i 丄 J

(B.0.44)

s(i) =  s(i +  l ) +  ~ ~ J-T~ ~ ^ —— -----r~ 1-----rW V 1 4 _ ) + 3 从 + 軸  + 1)

\ 2 Q j +  Z  f ( m I u(m ) + u(m +1)]ft( ^ ) + / 0 ' X « ( 0 + + 1)]^}
L w=/+i 斗 J

(B.0.4-5)

当 i=n时，则

咖=、+桃  w 4 ”( U e > +i){2q +f(nMn)+u{n+i)]̂ }
(B.0.4-6)

sm(n)=s  ̂+ ^ ( « K ( W)+ 3 % + i K ( « + 1){2^ + /{nU n)+  u{n+1)]^ }

(B.0.4-7)

用以上公式，基桩自平衡法试验的桩侧摩阻力//)与变位量 

^ m ( 0 的关系曲线，将义0 作 为 的 形 式 ，求出/ 0 , 还可由 

荷载箱荷载0 与沉降量~ 的关系曲线求出0 7。所以，对于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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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的 2 n 个未知数，可建立2 n 个联立方程式。 

传到荷载箱处时，直接釆用荷载箱上段曲线

对于荷载还没有 

曲线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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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

2 )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釆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 不得” 。

3 )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釆用“ 宜” ；反面词釆用“ 不宜”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 

按......执行” 或 “ 应符合......的 规 定 （或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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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 1 随着高层建筑在河北省建设的越来越多，大直径大荷载灌 

注粧逐年增多，用加载反力为堆载法和锚粧法的传统静载试验进 
行极限承载力为8000kN以上的测试比较困难，而且检测费用高 

昂，目前大多工程被迫从工程桩中选择较小吨位的基桩进行静载 

试验，而使大直径大吨位的处于关键承重部位的基粧得不到有效 
的承载力检验，给工程安全埋下隐患。基粧自平衡静载试验法是 

基桩静载试验的一种新方法。其主要原理为在桩身一定位置预置 

一种特制的荷载箱，通过荷载箱逐级加载，观测荷载箱上、下承 

压板向上、向下的位移，绘制上、下段粧的荷载一位移曲线，从 

而得到粧的承载力。基桩自平衡静载试验法具有下列优点：

1 装置较简单，不占用场地，不需运入数百吨或数千吨重物， 

不需构筑笨重的反力梁架，可多根桩同时测试，试桩准备工作省 
时、省力、安全。

2 荷载箱放在粧端，可直接测出桩的侧阻力和端阻力。
3 试验费用低，尽管荷载箱为一次性投入设备，但与传统方 

法相比可节省试验总费用的30%~60%。

4 由于试验方便，费用低，时间短，该法有利于增加试粧的 

数量，扩大检测面。
5 试验后利用护套管对粧身荷载箱处进行压力灌浆，试桩仍 

可作为工程粧使用。

6 在下列情况下或当设置传统的堆载平台或锚桩反力梁架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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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困难或费用特别高时，该法更显示其优势，例如：水上试粧， 

坡地试桩，基坑底试粧，狭窄场地试粧，斜桩，嵌岩粧，抗拔桩 

等，这些都是传统静载试验难以做到的。

基粧自平衡静载试验法示意如图1 所示。
11

1一荷载箱；2~ 基准梁；3—护套管；4一位移杆；5一位移传感器; 

6一加载系统；7—油管；8—数据采集仪；9~ 钢筋计；

10~钢筋计采集仪；11 一传感线

本方法在国内其他省份及交通等行业应用较广，技术也相对 
较成熟，随着本方法在河北省建筑业的应用越来越多，为规范测 

试方法，特制定本规程。河北省市政道桥工程可参照执行。

1 .0 .2 基粧自平衡静载试验法目前已用于除预制实心粧外的所有 

粧型，包括钻孔灌注桩、人工挖孔桩和预制管粧，粧受力的形式 
有摩擦粧、端承摩擦粧、摩擦端承粧、端承粧、抗拔桩。由于荷 
载箱构造的限制，目前粧径小于600m m 的粧不易釆用本方法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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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当荷载箱安置在桩端时，测出的上段粧承载力即为粧抗拔承 
载力。该方法也可用于深基础（沉井、地下连续墙）承载力的测 
试。
1 .0 .3 每根桩的粧型及地质条件都存在差别，因此每个荷载箱结 

合以上特点进行针对性的设计。
1 .0 .4 河北省地域辽阔。岩土工程地质环境变化极大，考虑到建 

筑工程建设的重要性，为保证基础建设质量，当釆用基桩自平衡 
静载试验法进行基桩承载力检测时，强调首先应按照本规程的规 

定严格实施，除此而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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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 . 1 . 1 基粧检测是抽样检测而且要对粧基情况进行评价，所以严 

格规定检测数量是必要的，只有在满足抽样原则、抽样比例和检 

测数量的前提下，才能够对粧基做出正确的评价。

3 . 1 . 2 在检测数量、比例确定后按照一定原则事先确定桩位进行 

检测，其检测结果及分析具有代表性和真实性，可信度高。选择 

靠近地质勘探点的桩，是为了便于结合地层参数确定荷载箱的位 

置。如果设计方有另外的抽样原则，应按设计方的书面要求进行， 
并在检测报告中予以说明。

3 . 1 . 3 大量测试结果表明，按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提供参数计算极 

限承载力加载桩达不到破坏。为达到优化设计目的，受检桩最大 
加载值及设备的最大加载能力可按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提供参数计 
算的单桩极限承载力的1.2〜1.5倍取值;仅对工程桩承载力校核时 

最大加载值取单桩承载力特征值的2 倍，或按设计要求取值。 
3 .1 . 4 试验时，组成荷载箱的千斤顶缸套和活塞之间产生相对滑 

移，荷载箱处的混凝土被拉开（缝隙宽度等于卸载后向上、向下残 
余位移之和），但桩身其他部分并未破坏，上下两段桩仍被荷载箱 
连在一起。工程粧由于试验后还要使用，试验后通过位移杆护套 

管，用注浆泵将加入膨胀剂、不低于粧身强度的水泥浆注入，确 
保粧身连接完整，仍可继续正常使用。其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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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浆不仅填满荷载箱处混凝土的缝隙,使该处粧身强度不 
低于桩体设计强度，而且由于水泥浆的渗透作用，相当于进行局 

部地段的桩侧注浆，使荷载箱上下一定范围内的粧身侧阻力值有 

一定程度的提高，也就是说，试验后的粧经注浆处理后承载力比 

原来有一定程度提高。

2 试验时已将粧底沉渣和土压实，试验后的粧沉降量要比试 

验前小。
3 由于荷载箱置于粧的平衡点处（一般位于桩身下部或靠近 

粧底），该处桩身主要承受竖向压力，且数值不超过粧的竖向极限 
抗压承载力的一半。

3 . 2 检测工作程序

3 .2 . 1 本条是检测机构应遵循的检测工作程序。实际执行检测程 

序中，由于不可预知的原因，如委托要求的变化、现场调查情况 

与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不符合，或在现场检测尚未全部完成就已发 

现质量问题而需要进一步排查，都可能使原检测方案中的抽检数 
量、受检粧粧位、检测方法发生变化。检测方案并非一成不变， 

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3 .2 . 2 本条提出的检测方案内容为一般情况下包含的内容，某些 
情况下还需要包括场地开挖、道路、供电、照明等要求。有时检 
测方案还需要与委托方或设计方共同研究制定。

3 .2 . 3 检测所用计量器具必须送至法定计量检定单位进行定期检 

定，且使用时必须在计量检定的有效期之内，这是我国《计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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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以保证基粧检测数据的准确可靠性和可追溯性。虽然计 

量器具在有效计量检定周期之内，但由于基粧检测工作的环境较 

差，使用期间仍可能由于使用不当或环境恶劣等造成计量器具的 
受损或计量参数发生变化。因此，检测前还应加强对计量器具、 

加载设备的检查或模拟测试; 有条件时可建立校准装置进行自校， 

发现问题后应重新检定。

3 . 2 . 4 混凝土是一种与龄期相关的材料，其初期强度随时间的增

加而增加。在最初几天内强度快速增加，随后逐渐变缓，其物理
力学、声学参数变化趋势亦大体如此。自平衡试验为双向加载，

虽粧身产生的应力是传统试验的一半，若桩身混凝土强度过低，

也有可能引起粧身损伤或破坏。为避免因粧身材料破坏导致试验
失败，规定粧身混凝土强度应大于设计强度的70%或按该强度计

算的粧身承载力大于荷载箱单向最大加载值的1.5倍。

粧在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扰动桩周土，降低土体强度，引
起桩的承载力下降，以高灵敏度饱和黏性土中的摩擦桩最明显。
随着休止时间的增加，土体重新固结，土体强度逐渐恢复提高，

桩的承载力也逐渐增加。成粧后桩的承载力随时间而变化的现象
称为粧的承载力时间（或歇后）效应，我国软土地区这种效应尤

为突出。研究资料表明，时间效应可使粧的承载力比初始值增长
40%~400%。其变化规律一般是初期增长速度较快，随后渐慢，

待达到一定时间后趋于相对稳定，其增长的快慢和幅度与土性和

类别有关。除非在特定的土质条件和成桩工艺下积累大量的对比
数据，否则很难得到承载力的时间效应关系。另外，桩的承载力
包括两层涵义，即桩身结构承载力和支撑粧结构的地基岩土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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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桩的破坏可能是粧身结构破坏或支撑粧结构的地基岩土承载 

力达到了极限状态，多数情况下桩的承载力受后者制约。如果混 
凝土强度过低，桩可能产生桩身结构破坏而地基土承载力尚未完 

全发挥，桩身产生的压缩量较大，检测结果不能真正反映设计条 

件下粧的承载力与桩的变形情况。因此，对于承载力检测，应同 

时满足地基土休止时间和桩身混凝土龄期（或设计强度）双重规 

定；对于后注浆桩基工程的规定参考了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粧基 
技术规范》JG J94的相关规定。若验收检测工期紧无法满足休止 

时间规定时，应在检测报告中注明。
3 .2 . 5 操作环境要求是按测量仪器设备对使用温度和湿度、电压 

波动、电磁干扰、振动冲击等现场环境条件的适应性规定的。 

3 .2 . 6 测试数据异常有时是因测试人员误操作、仪器设备故障及 

现场准备不足造成的。因此应实时对数据进行整理，结合工程实 
际情况分析原因，调整试验，以得到合理的测试数据。
3 .2 . 7 本条规定了检测报告中应包含的一些内容，目的是避免检 

测报告过于简单，也有利于委托方、设计及检测部门对报告的审 

查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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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检测要点

4 . 1 仪器设备

4 . 1 . 1 加载用的荷载箱是一特制的油压千斤顶。它需要按照粧的 

类型、截面尺寸和荷载大小专门设计生产，使用前必须进行标定， 

同时防止漏油。同时荷载箱设计加载能力一般远超出要求加载值， 

以便按要求加载尚未达到粧极限承载力时可继续加载。由于灌注 
桩施工工艺的原因，在荷载箱端面设计上必须保证桩底浮渣被通 

畅无阻地带出桩的上部，釆用锥形体导流结构，能有利于将浮渣 

导出，避免浮渣停滞在荷载箱的底部造成局部强度过低，加载过 

程中被荷载箱压碎或变形过大，导致试验失败，更可能影响粧的 

粧身质量。 为保证试验后粧体的安全，荷载箱应采用合理的内部 

构造，荷载箱产生行程后，荷载箱内部空间形式简单连续，有利 

于砂浆填充，保证粧体强度。

4 . 2 设备安装

4 .2 . 1 荷载箱的埋设位置：粧的极限端阻力小于桩的极限侧阻力 

时，荷载箱置于平衡点处，使上、下段粧的极限承载力基本相等， 
以维持加载；粧的极限端阻力大于粧的极限粧侧阻力时，荷载箱 
置于粧端，根据粧的长径比、地质情况釆取粧顶配重或小直径粧 
模拟试验进行模拟；受检粧为抗拔桩时，荷载箱直接置于粧端； 

有特殊需要时，可采用双荷载箱或多荷载箱，以分别测试桩的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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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k) (/) (m) (n) (p) (q)

图2 荷载箱放置位置示意图

图 2 ( a ) 是将荷载箱放在粧底位置，即当桩身成孔后先在孔 

底稍作找平，然后放置荷载箱。此法适用于桩的极限侧阻力与极 
限端阻力大致相等的情况，或极限端阻大于极限侧阻力而试桩目 
的在于测定极限侧阻力（也可作为抗拔试验）的情况。如镇江电 

厂高炉基础采用钻孔灌注粧，桩预估极限端阻力略大于极限侧阻 

力，荷载箱摆放在粧端进行测试。

限端阻力和各段粧的极限侧阻力。荷载箱的埋设位置则根据特殊

需要确定。

基粧自平衡静载试验法在国内至今已做了几百例工程近2 千 

根桩。荷载箱的埋设位置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技术，对此根据工程 

实例及试粧经验，归纳了荷载箱在粧中合理的埋设位置，如 图 2 

所示。

(a) (b)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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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 b ) 是将荷载箱放置于粧身中某一位置，此时如位置适 

当，则当荷载箱以下的粧侧阻力与端阻力之和达到极限值时，荷 
载箱以上的桩侧阻力同时达到极限值。如保定万博广场，荷载箱 
摆放在粧端上部25.0m处，这样上、下段粧的极限承载力大致相

等。
图 2 ( c ) 为端阻力小于侧阻力的钻孔桩抗拔试验。由于抗拔 

粧需测出整个粧身的极限侧阻力，故荷载箱应摆在粧端，而粧端 

处无法提供需要的反力，故将该桩加深，加大下段桩的极限侧阻 
力。如上海吴淞口输电塔大跨越工程，粧 长 44.0m，荷载箱下部 
再加深7.0m的桩长用于增加反力的提供。

图 2 ( d ) 为挖孔扩底桩抗拔试验的情况。如江苏省电网调度 

中心基础工程，抗拔桩为挖孔扩底粧，荷载箱摆在扩大头底部进 

行抗拔试验。

图 2 (e ) 适用于大头桩或当预估桩极限端阻力小于粧极限侧
阻力而要求测定粧极限侧阻力的情况，此时是将粧底扩大，将荷

载箱置于扩大头上。如南京北京西路军区安居房工程。该场地地
表 5.0m下面软、硬岩相交替，挖孔粧侧阻力相当大，故荷载箱置

于扩大头上进行测试。南京江浦农行综合楼釆用夯扩粧，荷载箱
摆在夯扩头上进行测试。

图 2 ( f ) 适用于测定嵌岩段的极限侧阻力与极限端阻力之和。

此法所测结果不致于与覆盖土层侧阻力相混。如仍需测定覆盖土
层的极限侧阻力，则可在嵌岩段侧阻力与端阻力测试完毕后浇灌
桩身上段混凝土，然后再进行试桩。如南京世纪塔挖孔粧工程，
设计要求测出嵌岩段极限侧阻力与极限端阻力，荷载箱埋在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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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浇灌至岩层顶部，设计部门根据测试结果进行扩大头设计。
图 2 ( g ) 适用于当有效桩顶标高位于地面以下有一定距离时

( 如高层建筑有多层地下室情况），此时可将输压管及位移杆引至

地面方便地进行测试。如南京电信局多媒体大厦，采用冲击钻孔

灌注粧，三层地下室底板距地面14.0m，预估该段粧的极限承载

力达 8MN，而整粧预估极限承载力高达40MN。南京地铁新街口

站，底板距地面23.0m，有效粧长27.0m。浇捣粧身混凝土至底板

下部，两工程试粧分别形成14.0m、23.0m空头粧，测试结果消除

了多余上部粧身侧阻力的影响。
图 2 ( h ) 适用于需测定两个或以上土层的极限侧阻力的情况。

可先将混凝土浇灌至下层土的顶面进行测试而获得下层土的数

据，然后再浇灌至上一层土，进行测试，依次类堆，从而获得整

个粧身全长的极限侧阻力。如江苏省电网调度中心挖孔粧工程。
荷载箱摆在粧端, 上部先浇2.5m混凝土, 测出岩石极限侧阻力后，

上部再浇混凝土，测桩端承载力及后浇粧段的承载力。
图 2 ( j ) 釆用二只荷载箱，一只放在粧下部，一只放在粧身

上部，便可分别测出三段粧极限承载力。如润扬大桥世业洲高架
桥钻孔桩，粧 径 1 .5 m ,粧 长 75.0m, —只荷载箱距粧顶63.0m,

另一只荷载箱摆在20.0m处。由于地震液化的影响，上 部 20.0m

的砂土层侧阻力应扣除。故首先用下面一只荷载箱测出整个粧承
载力，间隔 15天后再用上面一只荷载箱测出上部20.0m粧极限侧

阻力，扣除该部分阻力值即为该粧实际应用承载力。
图 2 ( k ) 适用于在地下室中进行试桩工程。如 8 层南京下关

商厦，该建筑已使用多年，根据需要该楼准备扩建成28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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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层地下室内补了多粧钻孔灌注粧，并在地下室内进行了承载 
力测试，该桩极限承载力达18000kN，满足了建筑加层需要。

图 2 ( / ) 为管桩测试示意图，如南京长阳公寓，静压管桩长 

3 6 .0 m ,直径0.4m，由三节12m桩段组成，首先施工一节管段， 

待粧压至地面后与荷载箱焊接再施工上二节管段，荷载箱做为桩 

段的连接件埋入到预定位置处，位移杆护套管则从孔洞中引出地
O

图 2 ( m ) 为双荷载箱或单荷载箱压浆粧测试示意图。下荷载 

箱摆在桩端首先进行压浆前两个荷载箱测试，求得桩端阻力和桩 

身承载力，然后进行粧端高压注浆再进行两个荷载箱测试，这样 
就可求得压浆对端阻力和粧承载力提高作用。

图 2 ( n ) 将荷载箱埋设在扩大头里面，使得荷载箱底板两边 

成 45°扩散覆盖整个扩大头粧端平面，直接测量扩大头粧端全截 
面极限端阻力。北京西直门某工程粧径1.2m，粧端扩大头1.8m， 

荷载箱底面距扩大头底面300_ ，荷载箱直接测得粧端极限承载 
力 14000kN。

图 2 ( p ) 在人工挖孔扩大头粧中埋设两个荷载箱，上荷载箱

用于测量直身粧桩侧阻力，下荷载箱用于测量单位极限端阻力，
再换算成整粧端阻力，最后得到整粧极限承载力。

图 2 ( q ) 在人工挖孔扩大头粧中由于粧极限侧阻力较小，无

法测出上段扩大头端部承载力，这时可在桩顶施加配载提供反力。
如云南某工程桩径1.0m ,扩大头1.6m，预估极限承载力7900kN,

而上段桩仅能提供2200kN ,这时在粧顶上部堆载施加2000kN反

力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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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 . 3 荷载箱必须平放在粧中心，以防产生偏心轴向力。当荷裁 

箱位移方向与桩身轴线方向夹角小于5°时，荷载箱在粧身轴线上 
产生的力为99.6°/。所发出的力，其偏心影响很小，可忽略不计。 

对于灌注粧，荷载箱处的导向筋除了起引导灌注混凝土的导管穿 

过荷载箱的作用外，还起到加固荷载箱和钢筋笼连接的作用，其 

数量不宜过少。
4 .2 . 4 位 移 杆 （丝）应穿在护套管内引至地面，位移杆应具有一 

定的刚度，位移杆外径与护套管内径之差不宜小于10mm, 位移 

杆接头处应光滑；护套管也应具有一定的刚度，其自身接口及与 

荷载箱连接处应密实坚固，确保试验时内部连续畅通。
4 .2 . 5 在受检粧加卸载过程中，荷载传至受检粧、基准粧周围地 

基土并使之变形。随着受检桩、基准桩间相互距离缩小，地基土 

变形对试粧、基准桩的附加应力和变位影响加剧。
1985年，国际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协会（ISSMFE) 根据世界 

各国对有关静载试验的规定，提出了静载试验的建议方法，并指 

出受检粧中心到基准桩间的距离应“ 不小于2.5m或 3D ”  ( D 为受 

检粧粧径) ，这和我国现行规范规定的“ 大于等于4 D 且不小于 
2.0m” 相比更容易满足（小直径粧按3 D 控制，大直径粧按2.5m 

控制）。高重桥梁下的大直径粧试验荷载大、基准梁又难避免气候 
环境影响。考虑到现场试验中的困难，故本规程中对部分间距的 
规定放宽为“ 不小于3D” 。

基准粧应打入地面以下足够的深度，一般不小于1.0m。基准 

梁应一端固定，另一端简支，这是为减少温度变化引起的基准梁 

挠曲变形。基准梁不宜过长，并应釆取有效遮挡措施，以减少受



气候、振动及其他外界因素的影响，尤其在昼夜温差较大且白天 

有阳光照射时更应注意。

4 . 3 现场检测

4 .3 . 1 本条是按我国的传统做法，对维持荷载法进行的原则性规 

定。

4 .3 . 2 慢速维持荷载法是我国公认，且己沿用多年的标准试验方 

法，也是其他工程桩竖向承载力验收检测方法的唯一比较标准。
慢速维持荷载法每级荷载持载时间最少为2h。对绝大多数粧 

基而言，为保证上部建筑正常使用，控制粧基绝对沉降是第一位 

重要的，这是地基基础按变形控制设计的基本原则。在工程粧验 

收检测中，国内某些行业或地方标准允许釆用快速维持荷载法。 

国外许多国家的维持荷载法相当于我国的快速维持荷载法，最少 
持载时间为 lh，但规定了较为宽松的沉降相对稳定标准，与我国 

快速法的差别就在于此。1985年 ISSMFE根据世界各国的静载试 

验有关规定，在推荐的试验方法中，建议“ 维持荷载法加载为每小 
时一级，稳定标准为0.1mm/20min” 。当粧端嵌入基岩时，个别国 

家还允许缩短时间；也有些国家为测定粧的蠕变沉降速率建议釆 

用终级荷载长时间维持法。
4 . 3 . 3 当桩身存在水平整合型缝隙、粧端有沉渣或吊脚时，在较 

低竖向荷载时常出现本级荷载沉降超过上一级荷载对应沉降5 倍 
的陡降，当缝隙闭合或桩端与硬持力层接触后，随着持载时间或 
荷载增加，变形梯度逐渐变缓；当桩身强度不足粧被压断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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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陡降，但与前相反，随着沉降增加，荷载不能维持甚至大 

幅降低。所以，出现陡降后不宜立即卸荷，而应使粧下沉量超过 
40mm , 以大致判断造成陡降的原因。

非嵌岩的长（超长）粧和大直径（扩底）桩 的 Q -s曲线一般 

呈缓变型，在粧顶沉降达到40m m 时，粧端阻力一般不能充分发 

挥。前者由于长细比大、粧身较柔，弹性压缩量大，粧顶沉降较 

大时，桩端位移还很小；后者虽粧端位移较大，但尚不足以使端 

阻力充分发挥。因此，放宽粧顶总沉降量控制标准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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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资料整理

5 . 1 数据图表

5 . 1 . 2 除 Q-s、s -lg t曲线外，需要时也可绘制s-lg fi等其他辅助 

分析曲线。同一工程的一批试粧曲线应按相同的沉降比例绘制， 
满刻度沉降值不宜小于40m m ,使结果直观、便于比较。

5 . 2 承载力确定

5 . 2 . 1 釆用基桩自平衡静载试验法检测基粧承载力时，荷载箱上 

部粧身自重方向与粧侧阻力方向一致，故在判定桩侧阻力时应当 

扣除。本方法测出的上段粧的摩阻力方向是向下的，与传统方法 
得到的摩阻力方向相反。传统加载时，侧阻力将使土层压密，而 

本方法加载时，上段桩侧阻力将使土层减压松散，故本方法测出 

的摩阻力小于传统方法测出的摩阻力，国内外大量的对比试验已 

证明了该点。
目前国外对本方法测试值如何得出抗压粧承载力的方法也不 

相同。有些国家将上、下两段实测值相迭加作为单粧抗压极限承 

载力，这样偏于安全、保守。有些国家将上段摩阻力乘以1 .5 再 
与下段粧迭加而得单粧抗压极限承载力。

我国则将向上、向下摩阻力根据土性划分，对于黏性土，向 
下摩阻力为向上摩阻力/(0.6〜0 .8 ) ;对于砂土，向下摩阻力为向上 

摩阻力/(0 .54.7 )。根据我们在黏性土地区做的对比试验，其系数



在 0.73~0.8 ,本规程的取值不仅可完全满足工程要求，而且是偏

于安全的。
对于缓变型Q -s曲线，参照国外做法，将上、下段粧按两根 

完全独立的试粧取极限值，对于工程而言，已具有足够精度。

对于抗拔粧，荷载箱摆在设计粧端处，荷载箱上段粧的极限 

值即为抗拔粧抗拔力极限值。
5 .2 . 2 大量实践经验表明：当沉降量达到粧径的10%时，才可能 

出现极限荷载（太沙基和ISSMFE) ; 黏性土中端阻力充分发挥所 

需的粧端位移为粧径的4% ^5% ,而砂土中至少要达到15%。对缓 

变型 Q -s曲线，按 5= 0.05Z)确定直径大于等于800m m粧的极限 

承载力大体是保守的；应该注意，世界各国按沉降确定极限承载 
力的规定差别较大，这和各国安全系数的取值大小，特别是上部 
结构对粧基沉降的要求有关。因此当按本规程建议的桩顶沉降量 

确定极限承载力时，尚应考虑上部结构对桩基沉降的具体要求。

本规程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的统计按《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50007的规定执行；也有根据统计承载力标准差大于15% 

时，采用极限承载力标准值折减系数的修正方法。实际操作中对 
粧数大于等于4 根时，折减系数的计算比较繁琐，且静载试验检 

测本身是通过小样本来推断总体，样本容量愈小，可靠度愈低， 
而影响单粧承载力的因素复杂多变。当一批受检桩中有一根粧承 
载力过低，若恰好不是偶然原因造成，则该验收批一旦被接受， 
就会增加使用方的风险。因此规定极差超过平均值的30%时，首 

先应分析、查明原因，结合工程实际综合确定。例如一组5 根试
粧的承载力值依次为800、950、1000、1100、1150kN, 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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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lOOOkN,单粧承载力最低值和最高值的极差为350kN, 超过平 
均值的30%，则不得将最低值800kN去掉而取后面4 个值的平均 

值，或将最低和最高值都去掉取中间3 个值的平均值。应查明是 

否出现粧的质量问题或场地条件变异。若低值承载力出现的原因 

并非偶然的施工质量造成，则按本例依次去掉高值后取平均，直 
至满足极差不超过30%的条件。此外，对桩数小于或等于3 根的 

柱下承台，或试粧数量仅为2 根时，应釆用低值，以确保安全。 

对于仅通过少量试粧无法判明极差大的原因的，必要时可增加试 

粧数量。
5 . 2 . 3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规定的单桩竖向承载 

力特征值是按单粧竖向极限承载力统计值除以安全系数2 得到 

的，综合反映了粧侧、粧端极限阻力控制承载力特征值的低限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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