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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查新目的与范围

成果查新（成果）国内查新

二、查新项目的科学技术要点

　　1.项目所属技术领域及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项目所属技术领域是桥梁道路交通领域。

　　在钻孔桩施工中，为防止钻孔经过软弱流塑状土层时造成的塌孔、渗水、缩颈、桩基移位等

病害，通常采用泥浆护壁。常规的方法是修建泥浆池、沉淀池及泥浆循环系统进行钻孔桩泥浆护

壁。对于河道水面较宽的深水区水中墩，距河岸较远，无法设置泥浆循环系统，为解决水中钻孔

桩的泥浆循环这一难题，项目提出了利用钻孔桩双护筒进行泥浆循环供浆的施工方案，通过应用，

确定了双护筒进行泥浆循环供浆可对水中墩钻孔桩达到护壁的效果。双护筒施工虽用钢量大，但

可周转重复利用，有效降低了该类工程的建设成本。

　　2.项目为解决技术问题所采用的技术方案

　　利用钻孔桩双护筒进行泥浆循环供浆的施工方案。

　　护筒制作：内侧钢护筒用壁厚 12mm 的钢板卷焊加工而成，直径 1.7m（内侧护筒直径大于设

计桩径 20cm）；根据淤泥土层厚度、水深和地下水位情况确定护筒的长度，本工程实际采用长度

为 8.0m 的钢护筒。外侧钢护筒直径根据墩柱直径、满足墩接柱施工人员操作空间的需要，外护筒

内侧与桩基边缘距离不宜小于 1.0m，即：外侧护筒直径大于设计桩基 2.0m 考虑。根据淤泥土层

厚度、水深和地下水位情况确定护筒的长度。本工程实际采用外侧钢护筒采用壁厚 14.0mm 的钢

板卷焊加工而成，直径 3.7m，长度为 8～9.0m 的钢护筒。

　　钢护筒埋设：钢护筒采用双夹振动锤打设，钢护筒上口加厚，尽量减少因机械打拔对护筒的

伤害，提高循环使用次数。护筒打设前制作导向架，确保护筒位置准确、筒身垂直。启动振动锤

振压护筒，压入过程中重点检测护筒的桩位偏差、沉入量、筒口高程。内外护筒顶面高程应高出

施工期间的最高水位（含浪高 0.5～0.7m）1.5m 以上。外护筒与内护筒按设计位置及高度先后打

入水中，采用泥浆泵清除双层护筒间的杂物，如淤泥、河水等，双层护筒之间用 C20 混凝土水下

灌注封底，厚度 0.2～0.5m，以防止内护筒位移和泥浆池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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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浆循环设置：内、外护筒之间延直径用钢板分隔成两个半圆（在内护筒外侧、外护筒内侧

上下对称位置焊上长度为 15cm 的角钢卡槽，将切好的钢板横隔板插入卡槽内，构成两个箱室），

做为沉淀池和泥浆池（储浆池），钢板上缘留有溢浆口。内护筒上边缘设置溢浆口，钻孔补充浆液

时，带有泥浆的钻渣由溢浆口流入沉淀池中，初步沉淀后进入泥浆池，供泥浆泵吸入，构成泥浆

循环系统。

　　泥浆护壁钻进成孔：在钻孔过程中，采用泥浆池及沉淀池进行循环供浆护壁。以正循环钻孔

为例，其工作原理是：带有泥浆的钻渣由内护筒的溢浆口溢出，流入沉淀池中，初步沉淀后流入

泥浆池中，再由泥浆泵吸入钻杆内腔中，经钻头出浆口射出，带动钻渣沿孔壁上升，从内护筒孔

口溢出流入沉淀池，经沉淀返回泥浆池，供钻孔护壁使用，往复循环直至成孔。通过循环泥浆，

一方面协助钻头破土，将钻渣带出孔外，同时起护壁作用。钻进过程中,沉淀池中的沉渣，定期清

理。

　　拔出护筒：钻孔灌注桩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在初凝前拔出内护筒。拔除前先将横隔板向上拉

出，再将内护筒拔出。内护筒拔除要缓慢、均匀地进行；拔除困难时，可联合钻机与振动锤完成

拔除。外护筒作为墩柱施工平台及桩接柱的施工围堰，待墩柱混凝土施工完毕，拆除模板后拔出。

拔除的护筒可用于下一根桩，形成周转循环使用。

　　3.有益效果

　　利用双护筒设置泥浆循环系统进行钻孔桩泥浆护壁，减少淤泥堆集，有效保护了河道不被污

染，使河道保持清洁。保证了河道汛期泄洪畅通，防止了水灾的发生,减轻了后期因清淤给国家或

地方带来的负担，社会效益显著。

　　利用双护筒泥浆循环能够有效地保护钻孔桩在各类土层塌孔、漏水问题，避免了土体沉降，

从而保证了桩孔质量。

　　利用双护筒制成的泥浆池、沉淀池及泥浆循环供浆系统，施工工艺简单，施工时间短。解决

了在陆地上修建泥浆池、沉淀池及设置循环供浆管沟工序复杂，耗时长的问题。

　　利用双护筒设置泥浆循环供浆系统可以有效地减少施工现场设置泥浆池、沉淀池及泥浆沟或

泵管等工序，使用钻机泵管可进行供浆，使泥浆快速进行注浆并循环，从而提高了施工效率。

　　4.项目组成员【请填写本项目涉及的合作单位，涉及技术转让、以及专利许可的，请填写转

让方信息。】

　　河南省京武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三、查新点与查新要求

　　一种利用钻孔灌注桩双护筒作为泥浆池、沉淀池及泥浆循环供浆工法。

　　利用内、外护筒之间的空间制作成泥浆池、沉淀池及泥浆循环供浆系统。钻进时，带有泥浆

的钻渣由内护筒溢浆口流入沉淀池，沉淀后，经横隔板溢浆口流入泥浆池（储浆池），再由泥浆泵

吸入钻杆内腔中，经钻头出浆口射出，带动钻渣沿孔壁上升，从内护筒孔口溢出流入沉淀池，经

沉淀返回泥浆池，供钻孔护壁使用，往复循环直至成孔。制浆时在泥浆池中投入设计用量的黏土，

并搅拌均匀，经泥浆循环供浆系统完成供浆和护壁。待钻孔桩灌注完成后，拨出内、外护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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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献检索范围及检索策略

1.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重庆维普） 1989—2023
2. 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 1998—2023
3. 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 1980—2023
4. 中国学术会议文献数据库（万方数据） 1982—2023
5. 中国科技成果数据库（万方数据） 1978—2023
6. 中外科技报告数据库（万方数据） 1958—2023
7. 中外标准数据库（万方数据） 1990—2023
8.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国知网） 1915—2023
9. 中国学术辑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1979—2023
10.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1984—2023
11.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1984—2023
12.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1953—2023
13. 国际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1981—2023
14. 中国科技项目创新成果鉴定意见数据库（中国知网） 1978—2023
15.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2000—2023
16.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系统 1985—2023
17. 国家科技成果网. 1978—2023
18. 百度 https://www.baidu.com
19. 必应 https://cn.bing.com

检索词：

双护筒、内外护筒、泥浆、循环、溢浆口、泥浆池、沉淀池

检索策略：

（双护筒+内外护筒）*泥浆*循环*溢浆口*泥浆池*沉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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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检索结果

依据查新项目委托人提供的研究内容和查新要求，在上述文献检索范围内采用检索策略查阅

该查新项目的文献情况，经反复筛选，列出相关文献简介如下：

[1]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一种用于水中桩基施工的泥浆循环装置及相应施工工法

中国专利,CN201910673091.8[P].2019.10.15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用于水中桩基施工的泥浆循环装置，包括：母桩基护筒，所述母桩基

护筒套设于母桩基外周；母桩钢套管，所述母桩钢套管设于母桩基护筒外周，母桩钢套管上开有

第一开孔；子桩基护筒，所述子桩基护筒套设于子桩基外周，子桩基护筒上开有第二开孔；泥浆

连通管，所述泥浆连通管设于第一开孔与第二开孔之间；泥浆输入泵与泥浆输出泵，所述泥浆输

入泵设于母桩基护筒/子桩基护筒上方，泥浆输出泵设于母桩基护筒/母桩钢套管上方。本发明还公

开了一种水中桩基施工工法。本发明有效地解决了桩基施工过程中的泥浆循环问题，克服了现有

工艺带来的造价高、施工复杂、周期长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为桥梁工程桩基的施工提供了重要

保证。

[2]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一种水源保护地内水中钻孔灌注桩内外护筒施工方法

中国专利,CN202110475371.5[P].2021.08.10

摘要:本发明涉及桥梁施工领域，具体是一种水源保护地内水中钻孔灌注桩内外护筒施工方法；

包括搭设水中钻孔灌注桩水中支架平台，同时加工泥浆转运箱；选择确定内外钢护筒直径；水中

插打内外钢护筒入土，确保入土深度；安装泥浆泵，正循环泥浆护壁施工水中钻孔灌注桩，依次

施工其他钻孔灌注桩；钻孔灌注桩清孔，保证沉渣厚度满足要求；钢筋笼下放与固定；水下混凝

土连续浇筑；内外护筒拆除与养护。采用内外钢护筒施工水中钻孔灌注桩能够有效避免施工中产

生的泥浆、混凝土等废料排入水体内，通过泥浆转运泵可以实现施工零污染，绿色环保施工，特

别有利于在水源保护地内施工水中钻孔灌注桩。

[3]中铁上海工程局有限公司,中铁上海工程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护筒串联泥浆循环系统

中国专利,CN201120327323.3[P].2012.04.18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护筒串联泥浆循环系统，其特征是在钢平台上设置泥浆箱，在已

完成钻孔的钢护筒之间以外接横管进行串接，以泵机、泥浆箱和相互串接的钢护筒共同构成泥浆

循环系统。本实用新型尤其是解决在大江大河中进行钻孔桩施工的泥浆循环系统的建立问题，以

相对简单的方式使钻孔泥浆得到循环利用，并保证水环境不受污染。

[4]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组合式钻孔灌注桩双护筒及其施工方法

中国专利,CN202110321756.6[P].2021.07.20

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组合式钻孔灌注桩双护筒及其施工方法，该双护筒包括：外护筒，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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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护筒的内侧沿所述外护筒的轴向通长设有内锁口板；内护筒，所述内护筒的外侧沿所述内护筒

的轴向通长设有供所述内锁口板咬合的外锁口板，在所述内锁口板与所述外锁口板咬合状态时，

所述内护筒与所述外护筒在水平方向上相对固定，且所述内护筒的轴线与所述外护筒的轴线重合。

本发明更好地保证了内、外护筒的中心重合，实现对双护筒的一次定位准确，提高双护筒埋设的

精度，简化了施工流程，节约了施工工期，保证了施工质量。

[5]中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反循环钻机用紧凑式泥浆循环系统

中国专利,CN202022643623.4[P].2021.07.09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反循环钻机用紧凑式泥浆循环系统，使用隧道内的竖井设置泥浆

池及沉淀池，泥浆池及沉淀池采用过滤钢板进行分离，泥浆制备在沉淀池内进行，泥浆池安装泥

浆泵连接泥浆输送管至钻机处，防浸泡措施完成后在钻机前后安放挡板，以防止泥浆外溢。制浆

采用机械搅拌，成浆后，采用泥浆比重仪、漏斗法及含沙量测量仪对泥浆进行检测。钻孔过程中

排出的泥浆首先汇集在竖井沉淀池内，通过沉淀池将泥浆过滤后重新使用，过滤出来的废渣吊运

到弃渣场处理。该系统结构紧凑，实现减少场地空间浪费，可供多台钻机同时施工，提高了反循

环钻机的工作效率。

[6]中石化胜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一种灌注桩施工的泥浆循环方法及循环系统

中国专利,CN201410090354.X[P].2014.06.11

摘要:本发明公开的是一种灌注桩施工的泥浆循环方法及循环系统，在正、反循环钻孔灌注桩

的施工中应用。本发明的泥浆循环方法是将钻孔灌注所用泥浆通过地面循环管路与泥浆池和钻机

泥浆循环管路连通，建立泥浆循环系统。本发明的泥浆循环系统包括钻机泥浆循环管路和泥浆池，

钻机泥浆循环管路一端与钻机连通，另一端与泥浆池中的泥浆泵连通，钻机泥浆循环管路中设有

泥浆过流控制阀和三通管，该三通管通过排浆阀和排浆管与废浆池连通；在泥浆灌注桩桩孔与泥

浆池之间通过地面循环管路连通。对原地面不进行破坏，保持原貌，保持了地面的完整性。施工

完成后的场地仅留下施工过的桩眼，场地整洁，既符合安全文明施工场地的要求，大大方便了施

工。

[7]中建四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

泥浆循环系统

中国专利,CN202021195423.0[P].2021.05.18

摘要:本实用新型涉及泥浆循环系统，属于水上桩基施工技术领域，它包括钢制泥浆池、钢制

沉淀池、支撑架和多个桩基钢护筒，桩基钢护筒间通过连通管连通，所述泥浆池通过出浆管与其

中一个桩基钢护筒连通，所述钢制沉淀池与钢制泥浆池相通，所述钢制泥浆池和钢制沉淀池由支

撑架支撑。本实用新型通过支撑架将钢制泥浆池和钢制沉淀池支撑于水上，钻孔桩中的泥浆被抽

出，经沉淀池沉淀后到达泥浆池，泥浆池中的泥浆再泵回流至钻孔桩中，泥浆在护筒、泥浆池之

间循环使用，可有效防止桩基施工对水环境的污染；采用本实用新型泥浆可以多次循环使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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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泥浆的使用次数，减少了新制泥浆的用量，可降低材料成本。

[8]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灌注桩双护筒施工工艺

中国专利,CN201910087227.7[P].2019.05.03

摘要: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灌注桩双护筒施工工艺，包括以下步骤：步骤一、安装外护筒，所述

外护筒的低端位于砂层 4～5m；步骤二、在外护筒内同轴安装内护筒，内护筒的低端位于中硬岩

层 2～3m；步骤三、在内护筒内灌注砂浆，夯实，静置，得到砂浆层，其中，砂浆层的高度为 1～

2m；步骤四、穿过砂浆层继续钻进，直至形成成孔；外护筒安装结束后，对外护筒进行护壁处理，

护壁处理的具体方法为：除去外护筒内的钻渣和海水，然后向外护筒内添加淡水，再加入淡水总

质量 0.2 倍量的膨润土并搅拌至膨润土与淡水混合均匀。本发明通过设置内护筒和外护筒，有效

缓解了护筒漏浆问题，同时，通过在内护筒内灌注砂浆，进一步提高了防漏浆效果。

[9]伍安国,周敏,杜鸣曲,孟亚文

长作业线水上桩基施工泥浆循环方法研究[J]

价值工程,2017,6(13)

机构:1.黄石市公路管理局,黄石,435000;2.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北京,100027

摘要:随着我国桥梁设计及施工工艺的快速发展,水上大桥、特大桥也越来越多.对于长作业线

水上桩基施工,国内经常利用筑岛围堰和搭设钢平台来辅助施工.当需泥浆护壁、循环的水上桩基施

工时,如遇到水中作业点距岸边较远、水上交通不便等情况时,在环保的要求下,泥浆池设置与钻渣倒

运是一项困扰水上桩基施工速度与经济性的难题.文章结合大冶湖大桥水上桩基施工实例,对水上

桩基冲击钻施工使用双护筒泥浆循环方法进行研究,进而实现经济、快速的泥浆池设置及钻渣倒运,

并为同类工程施工提供参考依据.本文围绕研究的提出、原理的分析、现场的施工、效益证明进行

论述。

[10]陈剑侠

桥梁桩基双护筒施工技术解析[J]

运输经理世界,2020,

机构:赣州博达公路有限公司

摘要:桥梁桩基作为桥梁工程基础结构,其质量高低直接影响着整体桥梁工程的稳定性.为了满

足桥梁桩基工程施工要求,本文以双护筒施工技术为研究背景,对双护筒施工技术在桥梁桩基础工

程开展中的应用要点进行分析.首先,阐述桥梁桩基施工方案以及工程难点,然后分别从平台搭建、埋

设护筒以及泥浆循环钻孔施工等多个方面详细探讨双护筒施工技术的应用情况.希望论述后,可以

为相关领域的工作人员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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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查新结论

1.文献对比分析

在所检索文献范围内，涉及委托项目的相关文献有：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报道了一种用于水中桩基施工的泥浆循环装置及相应施工工法（见文

献[1]）。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报道了一种水源保护地内水中钻孔灌注桩内外护筒施工方法（见文

献[2]）。中铁上海工程局有限公司报道了护筒串联泥浆循环系统（见文献[3]）。中国建筑第八工程

局有限公司报道了组合式钻孔灌注桩双护筒及其施工方法（见文献[4]）。中铁一局集团第二工程有

限公司报道了反循环钻机用紧凑式泥浆循环系统（见文献[5]）。中石化胜利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报道

了一种灌注桩施工的泥浆循环方法及循环系统（见文献[6]）。中建四局土木工程有限公司报道了泥

浆循环系统（见文献[7]）。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报道了灌注桩双护筒施工工艺（见文献

[8]）。黄石市公路管理局的伍安国报道了长作业线水上桩基施工泥浆循环方法研究（见文献[9]）。

赣州博达公路有限公司的陈剑侠报道了桥梁桩基双护筒施工技术解析（见文献[10]）。

2.结论

综合分析检索到的相关文献，并与委托项目的查新点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检出文献中见有桩基施工泥浆循环研究的报道。涉及综合本项目所述，利用内、外护筒之间

的空间制作成泥浆池、沉淀池及泥浆循环供浆系统。钻进时，带有泥浆的钻渣由内护筒溢浆口流

入沉淀池，沉淀后，经横隔板溢浆口流入泥浆池（储浆池），再由泥浆泵吸入钻杆内腔中，经钻头

出浆口射出，带动钻渣沿孔浆液时，带有泥浆的钻渣由溢浆口流入沉淀池中，初步沉淀后进入泥

浆池，供泥浆泵吸入，构成泥浆循环系统。泥浆泥浆池，供钻孔护壁使用，往复循环直至成孔。

通过循环泥浆，一方面协助钻头破土，将钻渣带出孔外，同时起护壁作用。钻进过程中,沉淀池中

的沉渣，定期清理；拔出护筒：钻孔灌注桩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在初凝前拔出内护筒。拔除前先

将横隔板向上拉出，再将内护筒拔出。内护筒拔除要缓慢、均匀地进行；拔除困难时，可联合钻

机与振动锤完成拔除。外护筒作为墩柱施工平台及桩接柱的施工围堰，待墩柱混凝土施工完毕，

拆除模板后拔出。拔除的护筒可用于下一根桩，形成周转循环使用的“一种利用钻孔桩双护筒进

行泥浆循环供浆的施工工法”，在所检文献以及时限范围内，国内未见相同文献报道。

查新员（签字）：       查新员职称：高级工程师 

审核员（签字）：       审核员职称：高级工程师

                                        （科技查新专用章）

                                               2023 年 7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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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查新员、审核员声明

（1）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和准确的。

（2）我们按照科技查新规范进行查新、文献分析和审核，并作出上述查新结论。

（3）我们获取的报酬与本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无关，也与本报告的使用无关。

查新员（签字）：                审核员（签字）：

                   2023 年 7 月 26 日                     2023 年 7 月 26 日

八、附件清单

九、备注

1.  科学技术部西南信息中心查新中心是一级科技查新咨询单位。

2.  本查新报告无“报告专用章”和骑缝章无效。

3.  本查新报告涂改、部分复印无效。

4.  本查新报告检索结论仅供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