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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新建上海经苏州至湖州铁路监理Ⅱ标段：负责严幕塘连续梁桥（含）至湖州

东站（不含）里程 DK109+036.256～DK141+667.051 范围内站前全部工程监理以

及南浔站站房工程监理（不含四电等站后工程监理，含本标段范围内的铺轨工程

监理）。主要工程内容为：沪苏湖正线 32.631km（全桥），南浔高架站，梁场 1

处，正线桥梁全部工程（桥涵基础、墩台、现浇梁梁部、预制简支梁、桥面系

等），南浔高架站相关工程，无碴轨道基础，无碴轨道板铺设，信号综合接地工

程，大临工程（南浔梁场），改移道路（不含等级道路）、改路沟渠等。

二、编制依据

（1）已批准的监理规划、施工组织设计、施工专项方案；

（2）与专业工程相关的标准、设计文件和技术资料；建设单位的其他有关专业

管理规定；

（3）《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DBJ/T15-38-2019）；

（4）《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6)；

（5）《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17)；

（6）《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18)；

（7）《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16）；

（8）《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规范》（GB50202－2018）；

（9）《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19）； 

（10）《建筑工程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6）；

（11）《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技术标准》（JGJ/T406-2017）；

（12）《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106-2014)；  

（13）《高速铁路桥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10752-2018）；

（14）《铁路桥涵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TB1030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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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预应力混凝土管桩》10G409；

（16）《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技术规程》（Q/CR 9207-2017）；

（17）《高速铁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规程》（Q/CR 9603-2015）； 

（18）《铁路建设工程监理规范》（TB 10402-2019）；

（19）设计单位提出的大直径 PHC管桩专项技术交底。

三、工程特点及其技术、质量标准

1、工程特点

（1）桥梁工程比例大、结构形式多样、技术复杂、工程接口多本标段正线

32.631km，全部为桥梁，苏湖特大桥分震泽桥段、南浔桥段、南浔高架站、吴兴

桥段，上部结构预制简支箱梁跨径有 20m、24m、32m、40m，支架现浇非标简支

箱梁、连续梁、道岔连续梁等 124孔，1-80m系杆拱、预制架设箱梁 784孔，上

部结构种类多、连续梁悬臂浇筑、道岔连续梁满堂支架施工、非标梁支架现浇、

数量多、施工工艺复杂，施工潜在安全风险大，质量要求高，对施工机械的要求

高，工期紧、工期压力较大；站前站后工程接口多，施工组织及质量控制工作量

大，施工中需要高度重视科学组织，精心安排，搞好施工工序安排及组织好各类

施工物资的合理调配。

（2）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是采用离心脱水密实成型工艺原理，先张法施加预

应力，达到规定的强度后放张预应力筋，再进行压蒸养护成型的一种预制混凝土

桩。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单桩承载力高，管桩选用高强度低松弛的阴螺纹作为预应

力主筋，使桩身具有较高的预压应力，其抗弯、抗裂性能良好。预应力管桩有卓

越的贯入性能，能穿透密实的沙层能适应复杂的环境与地理条件。质量稳定可靠，

由于采用工厂预制的生产方式，能利用先进的工艺和设备，质量容易控制,产品

质量容易保证且桩质量检测方便。应用范围广，桩身耐防腐性能好，工程长度容

易调整，使设计选用范围广，容易布桩，对桩端持力层起伏变化大的地质条件适

应力强。施工速度快，工期短，管桩在工厂商品化生产，能按施工要求及时供桩，

施工前期准备时间短。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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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桩的机械化施工程度高，现场整洁，施工环境好，容易做到文明施工，

安全生产。减少安全事故，也是提高间接经济效益的有效措施。

1.1 工程地质

线路所经地区主要为滨海平原及湖积平原，地层成因主要为海冲积、海积、

冲湖积、冲海积，局部为海沼积及湖沼积，具有海陆相互交替沉积的特点，岩性

变化较大，基岩埋藏较深。平原区地层主要为黏土、粉质黏土、淤泥质粉质黏土、

粉土、粉细砂层等，普遍发育深厚层软土、松软土，最厚处近30m，地基软弱，

工程地质条件差，地基需深层处理。湖州城区附近零星分布剥蚀丘陵，多有基岩

裸露，主要岩性为燕山晚期侵入花岗斑岩以及侏罗系凝灰岩、泥盆系砂岩。大部

分地段基岩风化程度不高，岩体较完整，工程地质条件较好。局部地段受构造影

响，岩体风化较强烈或岩体较破碎，须加强工程支护措施。

1.2水文地质特征

场区地表水较发育，河网交织，湖漾密布，主要为小型河流、湖泊、水塘、

沟渠等，流量和水位受季节或降雨影响显著。上层地下水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岩类

孔隙潜水，其中孔隙潜水埋深 0.0～4.3m，受地表径流及大气降雨补给，通过泄

入地表水体、蒸发、人工开采等方式排泄，地下水位随季节变化及地表水位变动

而略有浮动。含水层岩性主要为上部的淤泥质粉质黏土层及粉土、粉砂层，含水

量丰富。下层地下水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弱承压水、承压水位埋深一般大于

5.0m，含水层较厚，岩性主要为 Q3 灰黄色、灰色的粉土、粉砂及灰色粉细砂、

细砂层，水平层理发育，含水量丰富。局部地段地表水、地下水有侵蚀性，化学

环境作用等级为 H1～H2级；氯盐环境作用等级为 L1～L2；盐类结晶破坏环境为

Y1级。

1.3不良地质及特殊岩土

沿线不良地质主要是地震效应、区域地面沉降等。

测区DK122+500以前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10g，地表下15m以内的粉砂、粉

土多呈松散～稍密状态，经标贯试验判断多为地震可液化层，其力学指标折减系

数为0～0.66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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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丘陵区局部存在小型崩塌及厚层风化层坡体滑塌现象，需加强支护和排

水措施；沿线平原区广泛分布软土、松软土及人工填土等特殊土，工程性质差，

需加强基底处理。

1.4地震动参数区划 

沿线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和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分区见下表：

地震动参数划分表

序号 里程范围

地震动峰

值加速度

地震动反应

谱特征周期（s）

1 DK109+036.256～DK117+615 0.1g 0.35

2 DK117+615～DK141+667.051 0.05g 0.35

2、技术标准

正线主要技术标准表

序号 项  目 技术标准

1 铁路等级 高速铁路

2 正线数目 双线

3 设计行车速度 350km/h，

4 正线线间距 5.0m

5 最大坡度 一般地段 20‰，局部地段不大于 30‰

6 最小曲线半径 一般 7000m，困难 5500m

7 列车类型 动车组

8 到发线有效长度 6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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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线主要技术标准表

序号 项  目 技术标准

9 列车运行控制方式 自动控制

10 调度指挥方式 综合调度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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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最小行车间隔 3min

3、质量标准

（1）工程质量必须符合国家、行业、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含原中国

铁路总公司、铁道部适行，以下均称国铁集团）有关标准、规范及设计文件要求；

（2） 按照验收标准，各检验批、分项、分部工程施工质量检验合格率达到100%，

单位工程一次验收合格率达到100%；

（3）试验检测速度不低于1.1倍线路设计速度；开通速度达到设计速度目标值。

四、监理工作范围及重点                               

1、监理工作范围：

监理工作范围：DK109+036.256～DK141+667.051的桥梁PHC管桩施工。

主要工程数量：苏湖特大桥吴兴桥段 282#-295#、435-439#、466-478#墩，

主要内容为：316根φ1.0m桩径的 PHC管桩。

2、监理工作重点：

（1）严格执行现行的预应力管桩（PHC）施工过程的质量、安全、环水保、文

明施工控制。

（2）严格要求施工单位，按有关施工规程、验收标准和设计要求编制施工组

织设计，施工中要求施工单位精心组织施工，严格按工艺要求控制各道工序质量，

及时进行施工过程中质量验收和做好隐蔽工程验收签证，自检合格并经监理签认

后才能进行下道工序施工。

（3）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文明施工的方针，认真制定施工安全措施，严格执

行环境保护和交通管理的有关规定，严禁污染环境。施工场地保持整洁，机具和

材料堆放有序，制定文明施工措施，以达到文明施工和安全生产的要求。

2.1关键工序及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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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 PHC管桩的外观质量（桩长、桩径、有无蜂窝麻面）、出厂质量合格证

明文件、管桩的存贮及运输、桩位的测量放样、管桩施打顺序的合理选择、桩机

就位、管桩的起吊、倾斜度的控制、管桩的沉桩过程、接桩（检查管桩接头的焊

接质量）、送桩、停锤（控制最后 1m沉桩锤击数不超过 300击）。

2.2施工准备阶段的监理工作重点

（1）审核桩基施工图，熟悉具体设计要求与规范标准，组织图纸会审，提出

并解决图纸中的疑问。

（2）熟悉地质勘察报告，了解土质分布情况，地下水位及持力层情况。钻探

点布置图与总平面布置图要对号入座，并将其作为配桩长度和分析原因的主要依

据。

（3）监理工程师应严格控制管桩的成品质量。质量合格、相关资料齐全的管

桩方可允许进场使用。

（4）监督施工单位建立健全的质量安全保证体系。

（5）审批沉桩首件施工技术方案

施工单位应在试桩前编制好首件施工技术方案，明确管理体系、施工顺序、

施工技术措施、质量安全保证措施、以及施工进度计划等，监理项目部审批认可

后实施。

（6）审查人力、机具准备情况

1）沉桩的施工人员属于特殊工种操作，必须持有特殊工种上岗操作证，并

报监理项目部审查备案，无证人员不得上岗操作。移机时应配备至少一名指

挥人员。

2）进场桩机、起吊设备、电焊机等需满足本工程的质量、安全、进度等方

面的需要，设备型号、性能需报监理项目部审查备案。

（7）审批测量放线结果

    施工单位应进行测量放线，放出桩位位置，经自检合格后，应报测量监理工

程师进行验收，测量监理工程师对测量成果复测合格后进行签字确认。

（8）监督施工单位在施工前要确定管桩堆放场地及进场路线，做好场地平整

与临时施工便道。

（9）督促并参加施工单位技术交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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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打桩前要进行试桩，试打桩的规格、型号、长度及地质条件应有代表性；

并选在地质勘探孔附近；施打条件应与工程桩一致。必要时可进行桩体完整性和

承载力检测。

（11）试桩结束后施工单位应及时进行总结，形成合理可行的施工方案总结报

告，报监理项目部审批，监理项目部审批后方可实施。

（12）所有准备工作完成后，施工单位应填写《工程开工报审表》，报总监理

工程师审核同意签字后，方可正式开工。

2.3施工阶段监理控制重点

（1）专业监理工程师应对施工单位的施工测量过程和放线成果进行核查和签

认。

（2）对施工单位现场质量管理检查记录的内容进行核查。

（3）按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要求进行见证检验或平行检验。

（4）定期检查施工单位工程计量设备及其技术状况。

（5）对施工过程进行巡视检查，并可采用照相、录像等手段予以记录。其主

要检查内容如下：

1）施工单位是否按工程设计文件、工程建设标准和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及

施工方案施工；

2）检查使用的材料、构配件和设备是否合格；

3）检查施工现场管理人员，尤其是质检人员是否到岗到位；

4）施工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操作条件是否满足工艺操作要求，特种操作

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5）施工环境是否对工程质量产生不利影响；

6）已施工部位是否存在质量缺陷。

7）对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或质量隐患，监理工程师应向承包单位发出

整改指令，重要问题及时向建设单位或主管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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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按照验收标准的规定开展旁站工作，填写旁站记录并签认施工记录。旁

站内容根据合同或管理要求进行调整。应对 PHC管桩的沉桩过程进行旁站。

五、监理工作流程

六、监理工作控制要点、目标及监理手段

1、监理控制要点

1.1 监理工作质量控制要点

（1）PHC管桩成品质量控制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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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HC 桩须委托具有资质的专业厂家进行生产，进入现场拟用的管桩，监理

工程师须进行现场验收，必须附齐质量证明文件。产品合格证应包括下列内容:

a）合格证编号； 

b）采用标准编号； 

c）管桩品种、规格、型号、长度及壁厚； 

d）产品数量； 

e）混凝土强度等级； 

f）制造日期或管桩编号； 

g）制造厂名、出厂日期； 

h）检验员签名或盖章（可用检验员代号表示）

 2）外观质量检查:现场监理工程师应根据《先张法预应力混凝土管桩》

GB13476-2009 的相关标准对管桩的桩长、桩径、壁厚、桩端板垂直度、内外壁

有无露筋、有无蜂窝、麻面、表面裂缝、桩套箍凹陷程度及桩身上的合格章是否

齐全等。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外观质量和尺寸允许偏差的检查方法

序

号
检查项目 检查工具和检查方法

测量工具分度值

/mm

1
混凝土保护层厚

度

用深度游标卡尺或钢直尺在管桩中部同一断面的

三处不同部位测量，精确至 0.1mm。
0.05

2 长度 用钢卷尺测量，精确至 1mm。 1

3 外径
用卡尺或钢直尺在同一断面测定相互垂直的两直

径，取其平均值，精确至 1mm。
1

4 壁厚
用钢直尺在同一断面相互垂直的两直径上测定四

处壁厚，取其平均值，精确至 1mm。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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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桩端部倾斜
将直角靠尺的一边紧靠桩身，另一边与端板紧靠，

测其最大间隙处，精确至 1mm。
0.5

6 桩身歪曲度
将拉线紧靠桩的两端部，用钢直尺测量其弯曲处的

最大距离，精确至 1mm。
0.5

7 漏浆长度 用钢卷尺测量，精确至 1mm。 1

8 漏浆深度 用深度游标卡尺测量，精确至 0.1mm。 0.02

9 裂缝宽度 用 20倍读数放大镜测量，精确至 0.01mm。 0.01

10 端板端面平整度
用钢直尺立起横放在端板面上缓慢旋转，用塞尺测

量最大间隙，精确至 0.1mm。
0.02

管桩的外观质量要求

序

号
项目 外观质量要求

1 粘皮和麻面
局部粘皮和麻面累计面积不应大于桩总外表面的 0.5%；每处

粘皮和麻面的深度不得大于 5mm，且应修补。

2 桩身合缝漏浆

漏浆深度不应大于 5mm，每处漏浆长度不得大于 300mm，累计

长度不得大于管桩长度的 10%，或对称漏浆的搭接长度不得大于

100mm，且应修补。

3 局部磕损
局部磕损深度不应大于 5mm，每处面积不得大于 5000mm2，且应

修补。

4 内外表面漏筋 不允许

5 表面裂缝
不得出现环向和纵向裂缝，但龟裂、水纹和内壁浮浆层中的收

缩裂缝不在此限。

6 桩端面平整度 管桩端面混凝土和预应力钢筋镦头不得高出端板平面。

7 断筋、脱头 不允许

8 桩套箍凹陷 凹陷深度不应大于 10mm。

9 内表面混凝土塌落 不允许

漏浆 漏浆深度不应大于 5mm，漏浆长度不得大于周长的 1/6，且应修补。

10

接头和桩套

箍与桩身结

合面 空洞与蜂窝 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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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桩各部位尺寸允许偏差

（2）管桩的存贮及运输控制要点

1）检查管桩堆放场地应平整、坚实，防止产生不均匀沉降，管桩堆存时，必

须要有可靠的防滚、防滑措施。

3）检查管

序号 项    目 允 许 偏 差

1 L ±0.5%L

2 端部倾斜 ≪0.5%D

300mm∼700mm
+5

-2
3 D

800mm∼1400mm
+7

-4

4 t
+20

0

5 保护层厚度
+5

0

L≪15m ≤L/1000
6 桩身弯曲度

15m<L≪30m ≤L/2000

端面平整度 ≤0.5

外径
0

-1

内径
0

-2

7 端板

厚度
正偏差不限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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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堆放底层应在距两端 0.207L 吊点位置放好垫枕，垫枕支撑点应在同一平面

上，现场堆放时场地应坚实、平整、还应采用木楔防滚、防滑。垫木宜选用耐压

的长木枋或枕木，不得用棱角的金属构件替代。

5）检查产品规格、类型分别堆放，原材料地放在平整场地上，堆放层数不超

过两层，当场地不能满足要求时，采用单层地放。

（5）桩位测量放样控制要点

测量监理复核 PHC管桩桩位放样资料，对桩位原地面标高进行复测。本标段

PHC管桩设计有斜桩，即管桩打入方向与垂直方向存在夹角，需根据自然地面的

标高与设计桩顶的高差以及桩的倾斜角计算出斜桩施打位置的偏移量。监理工程

师在复测时应认真、仔细查对图纸，并检查定位桩。检验符合定位放线的同时，

应做好放线复核记录，打桩过程中应注意对每根桩桩位再行复核，防止因打桩后

引起桩位的位移。

（6）打桩顺序控制要点

管桩挤土效应显著，为减轻对邻近已完成桩基的破坏和桩入土后相互挤压，

应选择正确的打桩顺序。现场监理人员应注意打桩顺序，需根据邻近建筑物的结

构情况、地质情况、桩距大小、布桩系数、桩的规格及入土深度等综合考虑。原

则上应从基础的中间位置开始向四周推进，同时要加强位移观测，必要时对打桩

速度进行限制或采取设置应力释放孔、应力释放沟等措施。

（7）桩机就位控制要点

    监理工程师督促施工单位场地设置明显的安全警戒线和警示标志。打桩机行

走路线要平坦坚实。平整场地完成后应按照预设位置，将承垫钢板铺设于该位置，

钢板厚度选取 2cm以上。桩机履带应完全位于承垫钢板上。为保证沉桩时，斜率

保持不变或在合理范围波动，在装机前后，承垫钢板上应设置液压支撑装置，防

止桩机前后晃动。

（8）吊桩、插桩控制要点

1）管桩起吊就位检查：吊车吊装设备钢丝套在桩端 0.29L 处单点起吊，在桩

身每隔 1m做好标记线，用于记录每米锤击数严禁拖拽管桩，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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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将桩竖立，为防止管桩起吊过程中产生拖拽、撞击，现场管桩必须平行打

桩机械方向堆放，缩小管桩堆放与机械之间的距离；吊装时降低起吊速度从而减

小管桩摆动。待管桩基本垂直后再提升桩锤，并将桩顶喂入夹持机构，然后扶正

就位。

2）管桩打入过程中修正桩的角度，现场监理人员检查施工单位安装正确。第

1 节管桩提起并轻轻插入地下 20cm,保持位置准确，然后调整桩架，在倾斜过程

中调整桩机的位置，向后移动桩机，保证桩架与管桩平行，慢慢倾斜达到施工要

求的倾斜角度。校核桩的垂直度，采用在桩机的正前方向设置 1台经纬仪使管桩

达到要求的倾斜度。通过桩机导架的横向及侧向移动调整管桩的倾斜角度及垂直

度。经纬仪应设置在不受打桩影响处，并经常加以调平，使之保持垂直。开始时，

轻轻施打，现场监理人员若发现打桩有偏差及时督促施工单位进行纠正，必要时

拔出重打。

（9）沉桩过程的控制要点

1）桩机就位后，检查桩机的平整度，导杆位置和角度，使桩锤、桩帽或送桩

器、桩身应在同一轴线上，并对准桩位。第一节管桩起吊就位插入地面时的垂直

度偏差不得超过 0.3%，沉桩过程中，应随时用测量仪器校正垂直度，桩身垂直

度偏差不得超过 0.5%，当桩尖进入较硬土层后，严禁用移动桩架等强行回扳的

方法纠偏。

2）检查桩帽和送桩器与管桩周围的间隙应为 5mm-10mm；桩锤与桩帽、桩帽或

送桩器与桩顶之间应加设弹性衬垫、衬垫厚度应均匀，且经锤击压实后的厚度不

宜小于 120mm，督促施工单位在打桩期间经常检查，如发现衬垫有破损应及时进

行更换。

3）检查每根桩应一次性连续打(压)到底，接桩、送桩连续进行，尽量减少中

间停歇时间。避免发生施工中途间断，如压桩过程中需要暂停时，应将桩停歇在

弱土层中，使继续沉桩时的启动阻力不至于过大。

（10）接桩质量控制

    监理工程师检查管桩需接长时，接头数量不宜超过 3个且尽量避免桩尖落在

黏性土层中接桩。接桩时，其入土部分管桩的桩头宜高出地 0.5m-1.0m，如采用

焊接连接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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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入土部分桩段的桩头宜高出地面 1.0m；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09511323320201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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