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贵州省建筑工程桩基

承载力检测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贵安新区城乡建设局，各有关单位:

桩基工程是建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工程结构安

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进一步加强我省桩基工程质量管

理，规范工程参建各方责任主体的责任落实，防止因桩基工程引

发工程质量事故的发生，现就规范桩基承载力检测的相关要求进

行如下通知：

一、强化设计质量管理

勘察、设计单位要严格按照《贵州省建筑桩基设计与施工技

术规程》（DBJ52/T088-2018）、《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标准》（GB 50202-2018）出具规范和符合实际情况的勘察

报告和设计文件，合理选择桩型，确保设计可靠安全。在设计交

底中，应对桩基的质量控制及检验方法提出明确要求。桩基承载

力检测方法及适用条件见表 1。

桩基承载力检测方法及特征 表 1

检测目的 检测方法 特 征

确定单桩竖向

抗压承载力

堆载法 有随机性，实验荷载无限制，对场地要求高，试验周期长

锚桩法 有随机性，实验荷载无限制，对场地要求高，试验周期长

自平衡法
需提前确定实验桩位置，且桩径不宜小于 800mm，特别适用

于高承载力检测，对场地没有要求，试验周期短

确定单桩竖向

抗拔承载力

自平衡法 对场地无要求，试验周期短

锚桩法 对场地要求较高，试验周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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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施工质量管理

（一）加强原材料进场管理

灌注类桩应进一步加强对原材料的进场验收和复验，加强对

桩基混凝土质量的管理，确保桩基质量。使用自平衡法进行基桩

承载力检测的，使用的荷载箱参照《基桩承载力自平衡检测技术

规程》（DBJ52/T079-2023) 第 4.1 条规定执行。

（二）强化过程控制

在工程桩正式施工之前，应进行试打桩，六方责任主体相关

负责人应参加，留存现场情况及参加人员的影像资料，并根据试

桩情况确定控制参数。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经审查合格后的施工

图纸及试桩确定控制参数指标进行桩基施工。监理单位要做好桩

基施工全过程监理工作，存留监理旁站影像资料，并会同施工等

相关单位做好桩基工程分段验收工作。对不符合验收规范和标准

的，严禁进入下道工序。推行桩基工程施工，检测验收全过程影

像管理。

三、强化验收质量管理

（一）桩基施工完成后，须先进行桩基承载力检测，建设单

位再组织施工单位（含专业分包单位）、监理单位等相关单位对

桩基工程进行验收。对使用自平衡法进行基桩承载力检测的，应

对检测所使用的荷载箱校准证书是否经由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依法设置的法定计量机构按照《测桩荷载箱校准规范》（J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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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35-2019）进行校准予以核验。

（二）桩基施工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及时委托有资质的检测

机构对桩基进行检测。单位工程基桩承载力检测数量要求如下：

1. 为设计提供依据的试验桩检测数量应按照《建筑基桩检

测技术规范》（JGJ 106-2014）第 3.3.1 条规定执行。

2. 为验收提供依据的工程桩承载力检验检测数量应按照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2014）第 3.3.4 条、第 3.3.5

条、第 3.3.6 条规定执行。

基桩检测数量以单位工程的基桩数量计算，不得以多个单位

工程的基桩数量总和计算。对于重要工程或特殊结构构筑物，可

根据需要增加基桩检测的项目和数量。

（三）检测单位应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规范要求进行检测，在

检测过程中及时将不合格情况上报建设主管部门。

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监督机构应

将桩基承载力检测作为地基与基础分部工程验收时实体质量检

查及对相关各方质量行为监督的重要内容之一，严格施工过程监

督并加强验收资料审验。

附件：1．《基桩承载力自平衡检测技术规程》（DBJ52/T079-2023)

第 4.1 条

2．《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2014）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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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条、第 3.3.4 条、第 3.3.5 条、第 3.3.6 条

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3 年 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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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桩承载力自平衡检测技术规程》

（DBJ52/T079-2023)

4.1 荷载箱

4.1.1 荷载箱是由一个或多个压力单元（千斤顶或油缸）组

成。荷载箱的液压缸规格型号必须相同，且相同油压时的液压缸

出力相对

误差应小于 3%；

4.1.2 荷载箱应经有法定单位校准或检定合格。荷载箱宜进

行整

体校准或检定，加载分级数不宜少于五级；

4.1.3 荷载箱检定或校准示值重复性不应大于 3%；

4.1.4 荷载箱空载启动压力应不小于额定压力的 4%；

4.1.5 经校准或检定进入建设工程项目现场的荷载箱存储时

间不宜超过 6 个月，如超过有效期应按要求送法定单位进行重

新校准或检定。

4.1.6 为保证荷载箱的同心度和同步性，荷载箱应在出厂前

组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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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不允许在现场拼装。

4.1.7 荷载箱的行程应依据对应的基桩桩周岩土变形特性考

虑灵活选用，行程不应小于桩基载荷试验要求终止加载条件中的

试验沉降最大值的两倍；且工程桩用荷载箱的行程不宜小于

10cm、试验桩用荷载箱行程不宜小于 15cm。

4.1.8 荷载箱的选用根据基桩自平衡静载试验最大加载值来

确定。为设计提供参数的试桩应加载至桩侧或桩端的岩土阻力达

到设计要求值或承载力极限状态；工程桩检测时，最大加载量应

不小于设计承载力特征值的 2 倍。

4.1.9 荷载箱极限输出推力不宜小于额定输出推力的 1.2

倍，荷载箱额定输出推力值对应的油压值不应超过 50MPa。

4.1.10 荷载箱在 1.2 倍额定压力持荷时间应大于 30min，

在额定压力下持荷时间应大于 2h，持荷过程中荷载箱不应出现

泄漏、压力减小值大于 5%等异常现象。

4.1.12 工程桩检测采用的荷载箱构造应能保证荷载箱打开

后留下的空间有利于浆液的填充；采用水下灌注混凝土时，荷载

箱外部形状设计应有利于桩底浮渣被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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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2014）

3.3.1 为设计提供依据的试验桩检测应依据设计确定的基桩

受力状态，采用相应的静载试验方法确定单桩极限承载力，检测

数量应满足设计要求，且在同一条件下不应少于 3 根；当预计工

程桩总数小于 50 根时，检测数量不应少于 2 根。

3.3.4 当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应采用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

验进行承载力验收检测。检测数量不应少于同一条件下桩基分项

工程总桩数的 1％，且不应少于 3 根；当总桩数小于 50 根时，

检测数量不应少于 2 根。

1 设计等级为甲级的桩基；

2 施工前未按本规范第 3.3.1 条进行单桩静载试验的工程；

3 施工前进行了单桩静载试验，但施工过程中变更了工艺参数

或施工质量出现了异常；

4 地基条件复杂、桩施工质量可靠性低；

5 本地区采用的新桩型或新工艺；

6 施工过程中产生挤土上浮或偏位的群桩。

3.3.5 除本规范第 3.3.4 条规定外的工程桩，单桩竖向抗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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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力可按下列方式进行验收检测：

1 当采用单桩静载试验时，检测数量宜符合本规范第 3.3.4 条

的规定；

2 预制桩和满足高应变法适用范围的灌注桩，可采用高应变法

检测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检测数量不宜少于总桩数的 5％，且

不得少于 5 根。

3.3.6 当有本地区相近条件的对比验证资料时，高应变法可

作为本规范第 3.3.4 条规定条件下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验收检测

的补充，其检测数量宜符合本规范第 3.3.5 条第 2 款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