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桥梁墩台与基础

第四节   基础类型及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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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梁基础根据埋置深度分为浅置基础和深置基础两
类，它们的施工方法不同，设计计算原理也不同。

浅置基础 深置基础

       浅置基础是在桥台和桥墩下直接修建埋深较浅的
基础，一般小于5m；由于浅层土质不良，有时把基础
埋置于较深的良好地层上，这样的基础为深置基础，
埋深大于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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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桥梁基础

桩及大型管柱基础

预制桩基础

按传力方式
柱桩

摩擦桩

按施工方法

按材料不同

锤击下沉桩

振动下沉桩
钢桩

混凝土桩

预应力混凝土桩

就地成孔灌注桩基础

人工挖孔灌注桩

冲击型钻机成孔桩

旋转式钻机成孔桩

套管法施工桩
管柱钻孔桩基础

扩大基础

浮桥的浮体

沉井基础
开口沉井基础

气压沉箱基础

地下连续墙基础

索口钢管桩基础

组合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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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浅置基础（扩大基础、明挖基础）

 1. 适用范围 2.优点 3.缺点

      适合在岸上或
水流冲刷不大的浅
水处，且浅表地基
承载力合适的地层
。对于荷载较大，
上部结构对沉降变
形较为敏感，持力
层土质较差较厚的         
情况，不宜采用。

       稳定性好，施
工简单，取材容易
，能承受较大的荷
载，所以只要地基
承载力满足，明挖
扩大基础是桥梁首
选的基础形式。

       自重大，在持
力层为软弱土时，
由于基础面积不能
无限扩大，需要对
地基进行处理或加
固后才能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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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桩及大型管柱基础

适用范围：墩台所处位置的覆盖层
很厚，或同时水深也较大，往往需
要深基础，桩基础就是一种常用的
深基础。

组成：桩基础由若干根桩和承台两
部分组成，桩在平面排列上可以是
一排或几排，桩身可全部或部分埋
入地基土中，桩的顶部由承台连成
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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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承台位置分类

水下混凝

土封底

有支撑的临时

吊箱围堰

墩身

有支撑的钢板桩

围堰（施工时间）

水下混凝土封底

基桩

a）水上高桩承台 b）水下高桩承台 c）低桩承台

图1-36 高桩和低桩承台承台底面位于地面或一般冲刷线以上

承台底面位于地面或一般冲刷线以下

特点：高桩
承台可减少
墩台的圬工
数量，避免
水下作业，
施工方便。
但桩身内力

和位移较大，
稳定性也较

低桩承台差。

高
桩
承
台
桩
基
础

低
桩
承
台
桩
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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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施工方法分类

（1）钻挖孔就地灌注桩

施工过程

机械或人工成孔

孔内放入钢筋笼

灌注桩身混凝土

在桩顶浇筑承台
1

2

3

4

钻机成孔     钻孔桩

人工挖孔    挖孔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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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特点：施工设

备简单，操作方便。

适用范围：各类砂

性土、黏性土，也

适用于碎乱石类土

层和岩层。

钻孔桩直径为0.8 ～3.0m，

长度几米至百米；挖孔桩直

径不宜小于1.2m，长度不

宜大于20m。

钻孔桩施工设备为

冲击型钻机、循环

或旋挖式钻机。



第七章    桥梁墩台与基础

（2）沉入桩

       沉入桩是通过汽锤，柴油锤或震动锤等打
桩机械将各种预制好的桩沉入或打入地基中所
需要的深度。

      适用范围：适用于桩径较小（一般直径在
0.6 ～ 1.5m），地基土质为砂性土、塑性土、
粉土、细砂以及松散的不含大卵石或漂石的碎
卵石类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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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基础传力方式分类

柱桩 摩擦桩

       柱桩是将桩尖通过软弱的覆盖
层以后再嵌入坚硬的岩面，荷载由
桩尖直接传到基岩中，桩像柱子一
样受力。 

        摩擦桩是
当基岩埋藏很深，
桩尖不易达到时，
荷载通过位于覆
盖层中桩的侧壁
与土壤间的摩擦
力和桩的端部的
支承力共同承受
的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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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桩基础的构造
       桩基础内基桩的布置应根据荷载大小、地基

土质、基桩承载力等决定。 

可单排或
多排布置

桩间距及
桩到承台
边缘距离

承台平面
尺寸形状
及厚度

      总之，桩基础是深基础方案的首选形式，
它耗用材料少，施工简便，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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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柱基础

高的覆盖层顶面

墩身

水面

承台

水下混凝土封底管柱 低的覆盖层顶面

侧面

桩基平面

正面

岩面

在岩石中的钻孔

图1-38　管柱基础（武汉长江大桥）

       管柱基础是一
种大直径桩基础，
适用于深水、 有潮
汐影响以及岩面起
伏不平的河床。管
柱施工需要有振动
沉桩锤、凿岩机、
起重设备等大型机
具，动力要求也高，
一般用于大型桥梁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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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沉井及沉箱基础

      所谓沉井基础，就是用一个事先修筑好
的以后充当基础的混疑土井筒，一边挖土，
一边靠它的自重不断下沉直至设计标高。 

优点是埋置深度可以很大，整体性强，稳定
性好，能承受较大的垂直荷载和水平荷载；
沉井既是基础， 又是施工时挡土和围水的结
构物，施工工艺也不复杂。

缺点是工期较长，对细砂及粉砂类土在井内抽
水易发生流砂现象，造成沉井倾斜；沉井下沉
过程中遇到大孤石、树干或井底岩层表面倾斜
过大，均会给施工带来一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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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井基础基本施工工序

筑岛

制作底节沉井

底节沉井下沉

沉井逐节接高

下沉至设计标高

混凝土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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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井的分类

沉井平面形状有矩形、圆形和圆端形三种。

按其结构特征可分为单孔、双孔及多孔沉井

 按竖直剖面形状分有竖直式，倾斜式及阶梯式等 

按下沉方式分为就地制造下沉的沉井和浮运沉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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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合基础

       组合基础指由一些常见基础通过组合而形成的深
水基础结构形式。 

（4）（3）（1） （2）

围堰浮运就位 大直径工程钻机

填充水下混凝土覆盖层

钻杆

岩层

水面模板

墩身

承台

（1）围堰浮运就位；（2）封底钻孔；（3）抽水后灌注承台和墩身；（4）水下切除部分围堰

　双壁围堰腔内

水下封底混凝土 钻孔桩

钻头

图1-41　双壁钢围堰加钻孔灌注桩基础施工步骤

       京九铁路九江长江大桥正桥采用的双壁钢围堰加钻孔
灌注桩基础的构造和施工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