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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其技术方案是包括七个步骤，在注浆过程中，启动高压气泵，使得

驱动机构带动转动管转动，并通过起吊设备将注浆管缓慢的向上拉动，水下不分散混凝土从储料斗内顺着注浆管

经由转动管的底部流入桩孔内，驱动机构带动转动管转动避免出现埋管现象。本方法提出的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

化施工方法，通过在注浆管的下端设置由高压气泵配合驱动机构驱动转动的转动管避免出现埋管现象，而且可以

加快水下不分散混凝土流动，提高注浆效率，通过在转动管内和注浆管内设置螺旋叶片一，可以将注浆管内的水

下不分散混凝土向下推动，进而有效避免气堵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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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技术

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具有良好的抗分散性能和流动

性，配合相应的水下浇筑施工技术，可有效降低灌注桩

在混凝土浇筑过程中腐蚀介质的进入，最大程度的降低

腐蚀介质对混凝土质量和灌注桩长期耐久性的不良影

响。

目前，常用水下混凝土浇筑方法包括导管法、袋装

法、吊罐法和升浆法等。其中导管法是应用比较广泛的

一种水下浇筑施工方法，其优点就是浇筑连续性好，浇

筑速度快，不易造成骨料分离，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施

工和设计要求，施工设备简单易操作，浇筑成本低。

但是现有的施工方式存在因导管埋入混凝土过深

或导管内外混凝土在浇筑过程中初凝，导致导管被固定

于砼内而难以拔出，使得装置出现埋管现象，而且有时

因为桩身过长且混凝土灌注速度过快等原因，造成下料

漏斗气堵，混凝土大量堆积在下料漏斗内需要人工疏通

后方可继续浇筑混凝土，严重影响桩基混凝土灌注质量

和施工效率。

为此，提出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

2.技术方案

针对背景技术中提到的问题，提供一种水下不分散

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以解决背景技术中提到的问题。

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

骤：

S1、用起吊设备将钢筋笼竖直的放入桩孔内；

S2、将底部固定有连接法兰的注浆管与顶部转动连

接有轴承法兰的转动管通过螺栓连接，转动管位于注浆

管的底部并且转动管与注浆管连通，通过连接管将高压

气泵的出气口与驱动机构中的连接咀连通，驱动机构套

设在转动管上端用于驱动转动管转动，高压气泵固定在

地面上；

S3、通过起吊设备将连接有转动管的注浆管竖直的

放入桩孔内，并使得转动管的底部与桩孔的底部距离控

制在0.3m-0.5m；

S4、向设置在注浆管顶部的储料斗内加注水下不分

散混凝土；

S5、启动高压气泵，使得驱动机构带动转动管转动，

拉出设置在储料斗底部的堵塞，并通过起吊设备将注浆

管缓慢的向上拉动；

S6、水下不分散混凝土从储料斗内顺着注浆管经由

转动管的底部流入桩孔内，驱动机构带动转动管转动避

免出现埋管现象；

S7、注浆结束后，关闭高压气泵，并对注浆管和转

动管进行清洗。

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

施工方法，通过在注浆管的下端设置由高压气泵配合驱

动机构驱动转动的转动管，避免出现埋管现象。

上述的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其中：

所述驱动机构包括环形块，所述环形块固定套设在所述

转动管的上端，所述环形块的内部为空心设置，所述环

形块的侧面开设有进气口，所述环形块的上端通过密封

轴承转动连接有环形套，所述密封轴承设置有两个，所

述进气口位于两个所述密封轴承之间，所述连接咀的下

端与所述环形套的内部相连通，所述环形块的下端等角

度连通有若干喷气咀。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的驱动机构由环形块、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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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若干喷气咀和两个密封轴承构成，通过高压气泵将高

压气体压入空心设置的环形块内部后由喷气咀喷出，在

反向作用力的推动下，使得转动管转动，而且整体结构

设计紧密，不占用桩孔内部空间，因此在直径较小的桩

孔上也适用。

上述的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其中：

所述转动管的内壁与所述注浆管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

螺旋叶片一。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在转动管内和注浆管

内设置螺旋叶片一，可以将注浆管内的水下不分散混凝

土向下推动，进而有效避免气堵现象的发生。

上述的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其中：

所述喷气咀上设置有高压喷头。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可以为驱动转动管提供足

够的反作用力，使得转动管可以顺畅的转动。

上述的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其中：

所述喷气咀的上端向上倾斜设置。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使得吹出的高压气体向上

扩散，避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被高压气体冲散。

上述的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其中：

所述地面上设置有导向组件，所述导向组件设置有两组，

两组所述导向组件以所述桩孔的中心对称设置，所述导

向组件包括固定板和丝杆，所述固定板通过螺栓固定在

所述地面上，所述固定板的侧面开设有螺纹孔，所述所

述丝杆的一端螺纹转动贯穿所述螺纹孔，所述丝杆靠近

所述桩孔的一端转动连接有弧形板。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转动丝杆可以将注浆

管限制在两个弧形板之间，有效避免注浆管在提升过程

中出现晃动的现象。

上述的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其中：

所述弧形板的内侧转动连接有若干滚轮。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通过设置滚轮，可以有效

降低弧形板与注浆管外壁的摩擦。

上述的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其中：

所述丝杆远离所述弧形板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手轮，所述

手轮上开设有防滑纹。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方便施工人员转动丝杆。

上述的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其中：

所述转动管的转速为 40r/min-60r/min。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在保证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使转动管保持较低转速，提高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上述的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其中：

所述螺旋叶片一由低碳合金钢制成。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低碳合金钢具有优良的耐

磨性能和强度，提高所述螺旋叶片一的使用寿命，而且

在运行时不易变形。

3.附图说明

图 1是施工方法的示意图；

图 2是施工方法的剖面图；

图中：1、地面；2、桩孔；3、水下不分散混凝土；

5、储料斗；6、高压气泵；7、连接管；8、转动管；9、

固定板；10、弧形板；11、丝杆；12、手轮；13、滚轮；

14、连接法兰；15、轴承法兰；16、环形套；17、连接

咀；18、密封轴承；19、环形块；20、喷气咀；21、进

气口；22、螺旋叶片一；23、螺旋叶片二。（因版面限

制部分详图略）

4.具体实施方式

参考图中，实施例，一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

工方法，具体包括以下步骤：

S1、用起吊设备将钢筋笼竖直的放入桩孔2内；

S2、将底部固定有连接法兰 14 的注浆管 4与顶部

转动连接有轴承法兰 15 的转动管 8通过螺栓连接，转

动管8位于注浆管4的底部并且转动管8与注浆管4连

通，通过连接管 7将高压气泵 6的出气口与驱动机构中

的连接咀 17 连通，驱动机构套设在转动管 8 上端用于

驱动转动管8转动，高压气泵 6固定在地面 1上；

S3、通过起吊设备将连接有转动管 8的注浆管 4竖

直的放入桩孔 2内，并使得转动管 8的底部与桩孔 2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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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部距离控制在 0.3m-0.5m；

S4、向设置在注浆管 4顶部的储料斗 5内加注水下

不分散混凝土 3；

S5、启动高压气泵 6，使得驱动机构带动转动管 8

转动，拉出设置在储料斗 5底部的堵塞，并通过起吊设

备将注浆管4缓慢的向上拉动；

S6、水下不分散混凝土 3从储料斗 5内顺着注浆管

4经由转动管 8的底部流入桩孔 2内，驱动机构带动转

动管8转动避免出现埋管现象；

S7、注浆结束后，关闭高压气泵 6，并对注浆管 4

和转动管 8进行清洗。

具体的，如图所示，在本实施例中：驱动机构包括

环形块 19，环形块 19固定套设在转动管 8的上端，环

形块19 的内部为空心设置，环形块 19的侧面开设有进

气口21，环形块 19的上端通过密封轴承 18转动连接有

环形套 16，密封轴承 18设置有两个，进气口 21位于两

个密封轴承 18 之间，连接咀 17 的下端与环形套 16 的

内部相连通，环形块 19 的下端等角度连通有若干喷气

咀 20，在使用时，启动高压气泵 6将高压气体压入空心

设置的环形块 19内部后由喷气咀 20喷出，在反向作用

力的推动下，使得转动管 8转动，而且整体结构设计紧

密，不占用桩孔 2内部空间，在直径较小的桩孔 2上也

适用。

具体的，如图所示，在本实施例中：转动管 8的内

壁与注浆管4的内壁均固定连接有螺旋叶片一22，通过

在转动管 8内和注浆管 4内设置螺旋叶片一 22，可以将

注浆管 4内的水下不分散混凝土 3向下推动，进而有效

避免气堵现象的发生。

具体的，在本实施例中：喷气咀 20 上设置有高压

喷头，通过设置的高压喷头可以为驱动转动管8提供足

够的反作用力，使得转动管8可以顺畅的转动，为了避

免水下不分散混凝土 3被高压气体冲散，喷气咀 20 的

上端向上倾斜设置。

具体的，如图 1所示，在本实施例中：地面 1上设

置有导向组件，导向组件设置有两组，两组导向组件以

桩孔2的中心对称设置，导向组件包括固定板 9和丝杆

11，固定板 9通过螺栓固定在地面 1上，固定板 9的侧

面开设有螺纹孔，丝杆 11的一端螺纹转动贯穿螺纹孔，

丝杆11 靠近桩孔 2的一端转动连接有弧形板 10，通过

转动丝杆11可以将注浆管4限制在两个弧形板10之间，

有效避免注浆管 4在提升过程中出现晃动的现象，为了

降低弧形板10 与注浆管 4外壁的摩擦，弧形板 10的内

侧转动连接有若干滚轮 13，为了方便施工人员转动丝杆

11，丝杆 11远离弧形板 10的一端固定连接有手轮 12，

手轮 12 上开设有防滑纹。

具体的，在本实施例中：转动管 8 的转速为

40r/min-60r/min，在保证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使转动

管 8保持较低转速，提高设备运行的稳定性。

具体的，在本实施例中：螺旋叶片一 22 由低碳合

金钢制成，低碳合金钢具有优良的耐磨性能和强度，提

高螺旋叶片一 22的使用寿命，而且在运行时不易变形。

其中，如图 2所示，转动管 8的外壁焊接有螺旋叶

片二23，转动管 8配合设置在转动管 8外壁的螺旋叶片

二 23，可以不断地对流入桩孔 2内的水下不分散混凝土

3进行旋切，将流入桩孔 2内的水下不分散混凝土 3向

下推动，不仅可以避免出现埋管现象，同时可以将位于

桩孔2内的不分散混凝土3进一步压实，提高不分散混

凝土3的密实度，保证固化后的强度，而且可以加快水

下不分散混凝土 3流动，提高注浆效率。

综上：本方法提出的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

法，通过在注浆管 4的下端设置由高压气泵 6配合驱动

机构驱动转动的转动管8配合设置在转动管8外壁的螺

旋叶片二 23，可以不断地对流入桩孔 2内的水下不分散

混凝土 3进行旋切，将流入桩孔2内的水下不分散混凝

土 3向下推动，避免出现埋管现象，而且可以加快水下

不分散混凝土 3流动，提高注浆效率；

通过在转动管8内和注浆管4内设置螺旋叶片一22，

可以将注浆管 4内的水下不分散混凝土 3向下推动，进

而有效避免气堵现象的发生。

5.有益效果

1、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固化施工方法，通过在注浆

管的下端设置由高压气泵配合驱动机构驱动转动的转

动管避免出现埋管现象，而且可以加快水下不分散混凝

土流动，提高注浆效率。

2、通过在转动管内和注浆管内设置螺旋叶片一，

可以将注浆管内的水下不分散混凝土向下推动，进而有

效避免气堵现象的发生；

3、通过设置的导向组件，可以将注浆管限制在两

个弧形板之间，有效避免注浆管在提升过程中出现晃动

的现象，保证注浆质量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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