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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装方法的分类和适用性1
安装钢板桩时，主要使用柴油打桩锤、蒸汽打桩锤、落下打桩锤、振动打桩锤，可是在城市地

区，为了防止公害起见主要使用压进工法等的低噪音・低振动工法。

冲击式 振动式 压进式

柴油锤 蒸汽锤 液压锤 落下锤 振动锤 液压压进机
并用螺旋钻
头的压进机

机
构

通过柴油打
桩装置的活
塞往返机构
使夯锤强制
落下而打入

通过蒸汽压
力的活塞往
返机构使夯
锤强制落下

而打入

通过液压机
构使夯锤自
由落下或强
制落下而打

入

使用卷扬机
将夯锤卷上
后利用重力
使它落下而

打入

利用振动体
的上下振动

打入

使用液压机
构抓住钢板
桩的中间部
分压进

通过液压千
斤顶的伸缩
力压进

适用的
钢板桩 全部种类 全部种类 全部种类 全部种类 全部种类 全部种类 全部种类



2.安装方法的分类和适用性2
冲击式 振动式 压进式

柴油锤 蒸汽锤 液压锤 落下锤 振动锤
液压压进
机

并用螺旋钻
头的压进机

地 软弱粘性土 不合适 不合适 不合适 合适 合适 合适 合适

盘 粘性土层 合适 合适 合适 合适 合适 合适 合适

条 沙质土层 合适 合适 合适 不合适 合适 合适 合适

件 硬质粘性土层 可能 可能 可能 不可能 可能 不合适 可能

施 设备规模 大 大 大 小 大 中 大

工 噪音 大 大 中 中 中 小 小

条 振动 大 大 大 中 大 小 小

件 打入能源 大 大 大 小 大 中 中

施工速度 快速 快速 快速 缓慢 快速 一般 一般



3.安装方法的分类和适用性3
冲击式 振动式 压进式

柴油锤 蒸汽锤 液压锤 落下锤 振动锤 液压压进机
并用螺旋钻头
的压进机

优
施工功率

高

可以调
整打击
力量

可以调整
打击力量

可以调整
打击力量

可以兼用于
打入和拔出

噪音・振动
小

噪音・振动
小

点
只需小规
模的设备

可以兼用于
打入和拔出

可以兼用于
打入和拔出

缺
噪音・振

动大
噪音・
振动大 振动大

施工功率
低

噪音・振动
大

施工功率稍
低

施工功率稍
低

点
有油分飞
散现象



4.安装工法的选定
钢板桩打入方法应根据现场的情况适当选定。
举一个例子，在陆地的一般施工条件下的钢板桩安装工法选定程序如下。

环境对策的必
要性

特别需要无振
动工法

但,Ⅳ，Ⅴ型的施工时，Nmax≦25的
情况下选定液压压进工法

YES

Nmax＜50

Nmax≦80

另行研究

NO

NO

液压式可调式超高频率振
动锤

YES

并用喷水装置的
液压式超高频率振动锤

YES
NO

Nmax≦25

Nmax≦50

另行研究

YES

NO
液压压进

YES

并用喷水装置的液压压进YES

NO

Nmax＜50

Nmax≦80

另行研究

NO

NO

电动式一般振动锤
YES

并用喷水装置的
电动式一般振动锤

YES

NO

Nmax≦80 并用接地螺旋站头的
液压压进

YES

NO

资料来源：国土交通省土木工程标准
累计基准书，2006.7



5.柴油打桩锤的结构和容量的选定
①柴油打桩锤的结构

右图表示空冷式结构图的例子

②容量的选定：需要掌握下列因素

1)打入的钢板桩的型号

2)打入的钢板桩的全长和打入长度

3)打入的地盘硬度(N值等)

4)打入的钢板桩的打入方式(是单块打入还是复数块
打入)

考虑到钢板桩强度的最大界限打桩锤

Ⅱ Ⅲ Ⅳ Ⅴ Ⅵ

单块
打入 12形 12形 22形 32形 40形

2块
打入 22形 32形 40形 40形 40形

夯锤

上部

汽缸

下部汽缸

吸排气口

机座

资料来源：钢板桩施工要领 1969 (社)日本港湾协会



6.柴油打桩锤的桩帽

桩帽是为了保护桩头部以及保持桩头的垂直度而使用的零件。

＜导向装置＞

＜缓冲物＞
直径D＝打桩锤机座直径的0.8到
1.1倍
厚度E＝200～250㎜
材质：以橡树为标准，但也可使用
类似的硬质木材或合成树脂

＜导帽＞
长度C＝250～400㎜

＜机座板＞
材质：钢板或铸钢
标准厚度：12形；30㎜，22形；50㎜，

32形；70㎜，40形；75㎜

＜导向挡块＞
高度H＝150～250
㎜

资料来源：钢板桩施工要领 1969年 (社)日本港湾协会



7.振动打桩锤工法

1)使振动打桩锤产生垂直方向的振动，将此振动
传到钢板桩而打入土中的工法。

2)由于不使用打击力量，除钢板桩头部不会发生
损伤外，施工功率也很高，又可打入又可拔出。

3)又电动式和液压式两种。采用电动式时，由于
过渡电流较大，因此需要大型电气设备。

4)液压式的话，需要专用装置。

5)现在已研制开发了低噪音・低振动的机械并得
到实际使用。

6)对于单独使用振动锤难于打入的硬质地盘，可
同时使用喷水装置。



8.钢板桩型号和振动锤容量的选定
由国土交通省土木工程累计基准(2008年)记载的资料

对象钢板桩：Ⅱ，Ⅲ，Ⅳ，ⅤL，Ⅱw，Ⅲw，Ⅳw，10H，25H

①电动式

施工方法 振动锤单独施工 并用喷水装置施工

最大N值 Nmax＜50 50≦Nmax＜100 100≦Nmax≦180

打入长度 L≦15m 60kW 90kW

15m＜L≦25m 90kW

喷水装置 － 14.7MPa，325ℓ/min×２台

②液压式

施工方法 振动锤单独施工 并用喷水装置施工

最大N值 Nmax＜50 50≦Nmax＜100 100≦Nmax≦180

打入长度 L≦25m 224kW(235kW）

喷水装置 － 14.7MPa，325ℓ/min×２台

( )部分表示10H、25H的情况



9.帽形钢板桩专用的卡盘装置
帽形钢板桩的总宽度较大，有900㎜较宽，因此使用专用的卡盘装置抓住钢

板桩翼缘部两处以便进行稳定安装。

图１ 把持位置的区别

图２ 卡盘详细相片 图３ 卡盘全图



10.液压压进工法

1)使已打入完毕的钢板桩起反作用
力，利用液压机构使卡盘抓住钢
板桩的中间部分后压进的工法。

2)安装机械本体小巧紧凑，不需要
起重机。
但是，起吊钢板桩时需要使用起
重机起吊。

3)可进行低噪音·低振动的施工。
4)对于单独使用安装机械难于打入

的硬质地盘，可同时使用喷水装
置。



11.喷水装置的配管布置

同时使用喷水装置时的喷水管的标准布置

注：由于帽形钢板桩的断面较大，因此以２根喷水管为标准。

喷水管的根数 U型钢板桩 帽形钢板桩

1根 －

2根



12.可能打入的长度１
(打击打桩锤工法)
根据地盘条件、钢板桩型号、施工方法等各种因素的区别，长度也各不一样，但按经验来看，可能打入长度的

大致标准如下表所示。 单位：m 资料来源：钢板桩施工要领 1969年 (社)日本港湾协会

钢板桩型号 桩帽的状态 软弱地盘时 良好地盘时

单块打入 2块打入 单块打入 2块打入

良好 12～13 16～17 8～10 11～13

Ⅱ 良 12～13 16～17 5～10 6～13

不良 11～13 12～17 4～9 4～9

良好 15～16 19～20 9～13 13～16

Ⅲ 良 15～16 19～20 6～13 7～16

不良 14～16 14～20 5～11 5～11

良好 18～19 23～24 11～15 16～19

Ⅳ 良 18～19 23～24 7～15 8～19

不良 17～19 17～24 5～13 5～13

良好 20～22 27～28 12～17 18～22

Ⅴ 良 20～22 27～28 8～17 8～21

不良 18～22 18～28 6～13 6～14

良好 24～26 33～34 12～20 19～27

Ⅵ 良 24～26 29～34 8～19 9～21

不良 18～26 19～28 6～14 6～14



13.可能打入长度2
(振动打桩锤工法)
按照经验所规定的可能打入长度的大致标准 (适用地盘为沙质土)
资料来源：振动打桩锤设计施工便览 2006年，p97 振动打桩锤工法技术研究会

施工法 钢板桩型号 可能打入长度(m) 最大N值 平均N值

单独的振动打桩锤 Ⅱ，Ⅱw 10 20以下 8以下

Ⅲ，Ⅲw 17 30以下 12以下

Ⅳ，Ⅳw 22 40以下 16以下

ⅤL 27 50以下 20以下

ⅥL 32 50以下 20以下

10H 16 20以下 8以下

25H 20 30以下 12以下

同时使用喷水装置的振 Ⅱ，Ⅱw 14 40以下 16以下

动打桩锤 Ⅲ，Ⅲw 21 60以下 24以下

Ⅳ，Ⅳw 26 80以下 32以下

ⅤL 31 80以下 40以下

ⅥL 36 80以下 40以下

10H 22 40以下 16以下

25H 30 80以下 32以下



14.可能打入长度3
(液压压进工法)
按照经验所定的可能打入长度的大致标准 (适用地盘为沙质土) 资料来源：全国压进协会听取

施工法 钢板桩型号 可能打入长度(m) 最大N值 平均N值

单独的压进工法 Ⅱ，Ⅱw 10 20以下 8以下

Ⅲ，Ⅲw 15 30以下 12以下

Ⅳ，Ⅳw 20 30以下 12以下

ⅤL 25 30以下 15以下

ⅥL 30 30以下 15以下

10H 12 25以下 12以下

25H 25 25以下 15以下

同时使用喷水装置的 Ⅱ，Ⅱw 12 40以下 16以下

压进工法 Ⅲ，Ⅲw 18 50以下 20以下

Ⅳ，Ⅳw 23 50以下 20以下

ⅤL 28 50以下 20以下

ⅥL 33 50以下 20以下

10H 14 50以下 20以下

25H 25 50以下 20以下



15.打入法线的设定
1)打入法线是指，为了打入钢板桩的基准线。一般为钢板桩的前面(a)即为钢板桩法线，但也

有时表示钢板桩围堰的中心线(b)。

2)钢板桩会受填充、填埋土等的土壤压力而发生向前倾斜现象，因此有时将法线事先向陆地方
向挪移5～10㎝左右而设定。

3)决定了打入法线后，在现场设定打入开始点、终止点，再设定其延长上的法线瞄准线。

4)将打入法线设定在水上时，需要设置临时装配的高台或观测架台。

填充

打入法线 完成法线



16.导框工程1(陆地施工)
1)需要设置导框，以保证正确的打入位置和施工时的稳

定性。

2)导框工程通常使用夹式导框，每隔２～4m的距离与法
线平行地打入成２排导桩，其内侧装配导梁。除此之
外还可使用预制框架结构的单元导框等。

3)作为导框、导梁的材料，多用尺寸为250～350㎜大小
的Ｈ型钢。

4)根据施工现场的限制，有时只能使用单方导框，但使
用断面刚性较大的长钢板桩时，原则上应使用夹式
导框。

5)采取夹式导框时，导梁的间隔应保留钢板桩的咬合高
度再加2～5㎝的余量。

6)导梁的安装位置设定为比钢板桩顶端部低30～50㎝左
右，以保证钢板桩打入到规定尺寸后打桩锤不会撞
击导梁。

U型钢板桩的例子
H：钢板桩的高度

导桩
导粱

导粱

钢板桩

导桩 导桩



17.导框工程2(海上施工)
海上施工时的导框工程

导粱 导粱

导桩 导桩 导桩

钢板桩

钢板桩

单方导框 夹导框



18.钢板桩的安装(安装准备)
1)将搬运到施工现场的钢板桩排列在易于起吊的位置。

2)表示钢板桩的型号、号码、长度等以便顺利工作。

3)利用起吊孔起吊钢板桩时，使用气割器等在钢板轴线上从顶端部离10㎝左
右的位置穿好直径5㎝大小的吊孔，再使用钩环结结实实地联结。

4)在下端部系好适当的绳索以防止左右摆动。

钩环

防止摆动的绳索



19.钢板桩的安装(安装要领)
1)使用接头与先打入完毕的钢板桩咬合，往下降到规

定位置，以防止钢板桩倾斜或错位。

2)最初打入的钢板桩是其后打入的钢板桩的基准。因
此需要使用经纬仪等细心观测定位和倾斜度，慎
重进行安装。

3)进行安装工作时，应尽可能避免斜向移动以免发生
扭曲和接头部分的损伤。

4)为了防止要安装的钢板摆动和旋转，安装时使用挡
块如图所示。

5)钢板桩应准确打入到不会倒下的位置。
6)在很高位置进行接头嵌合工作时，应特别注意工作

人员的安全。

挡块
钢板桩

导桩

导粱

导粱挡块



20.钢板桩的安装
(使用振动打桩锤时)

使用振动打桩锤安装钢板桩时，最初打入的钢板桩应安装在正
确位置并打入后，使用起重机起吊第二块打入的钢板桩，
将此往下降后与打入完毕的钢板桩相互咬合。然后，使用
振动锤的卡盘抓住钢板桩的头部并安装好后，再边振动边打
入。



21.钢板桩的打入1

1)钢板桩的打入，根据施工现场地形等的区别，可分为陆地
施工和水上施工两种。

2)在水上施工时，也可以采取先从陆地构筑临时码头作为脚
手架，其上面装设打桩机进行打桩的方法。

3)船上打桩时，需要观测台合牢固的导框，除此之外还有受
波浪等的影响，工作上带来一定的制约，但是可以按照实
际水深打桩，因此实际打入长度可变浅。

4)码头上打桩时，打桩高台的高度根据码头的高度可以变低，
并且打桩机不受流水的影响，因此能够正确打入。但是支
持地盘软弱时，构筑码头的费用要昂贵。



22.钢板桩的打入2

1)单块打入法是指，每打入１～２块钢板桩时一下子打入到规
定深度的方法。此方法有可以使用较小容量的打桩锤的优
点，但另有容易发生钢板桩的倾斜·旋转·蛇行的缺点。

2)屏风式打桩法是指，首先将20～30块钢板桩沿着导框打入到
能够自立的深度，其后将两端的１～２块钢板桩比中间的钢
板桩先打入后再将中间部的钢板桩打入到同样深度。反复进
行上述工作，将全体钢板桩适当分为几个阶段，分别打入
到规定深度的打桩方法。

3)屏风式打桩法需要大型设备，而且频繁移动打桩机，因此施
工较繁杂，可是能够防止钢板桩的倾斜·旋转·蛇行，是一种
适用于正确打入钢板桩的工法。



23.打入时发生的缺陷

①倾斜

②一同降下

③伸长・缩紧

④打入深度不足

⑤接头嵌合脱离



24.倾斜的原因
1)由于打桩锤的打击力量作用位置和已打入的钢板桩之间所产生的接头摩擦

力的作用位置互相离开，因此这两个作用力之间产生偶力而使钢板桩向
法线延长方向倾斜。

2)虽然钢板桩在地表面正规打入，但钢板桩下端部会有发生多少旋转而引起
蛇行的倾向。因此，钢板桩上端部比下端部往前进去而使钢板桩向法线
方向倾斜。

3)向钢板桩发生作用的土壤压力是
深度越深压力越增大的，所以钢
板桩下端部宽度被压迫得偏窄，
另一方面钢板桩的上端部由于受
到打桩锤的打击力量而倾向于拉
伸，因此要向法线延长方向倾斜。

偶力

1) 2) 3)

土壤压力



25.对于倾斜所采取的对策
发生了倾斜就增大接头摩擦阻力，打入下一块钢板桩时会有很大的障碍。

①轻微倾斜时采取的措施

1)使用起重机等将已打入完毕的钢板桩头部向反倾斜方向拉过来。

2)采取单块打桩法时，换为屏风打桩法后修正倾斜。

②采取上述方法，还是倾斜宽度超过１块钢板桩时的对策

1)使用头部和下端部的宽度不一样的楔子型钢板桩进行修正。

2)由于楔子型钢板桩与正规钢板桩的断面性能不一致，应注意结构强度上的问题。

3)楔子型钢板桩不得连续使用。

4)估计需要使用楔子型钢板桩时，应迅速安排以免中断打入工作。

楔子型钢板桩安装完毕的钢板
桩 下面安装的钢板桩

起重机

安装完毕的钢板
桩



26.一同降下
1)打入钢板桩的作业当中，由于产生接头摩擦阻力，有时会有同时降下已打入完毕的邻接钢
的现象。
2)发生倾斜或弯曲时容易发生。
3)在软弱地盘进行钢板桩的施工时容易发生。
①原因
接头摩擦阻力比已打入完毕的邻接钢板桩的先端阻力和周面摩擦阻力时发生的现象。

②对策
1)钢板桩倾斜时，修正倾斜以减少接头摩擦阻力。
2)地盘软弱时，将钢板桩打入深度比计划打入深度还高一点的位置停止，保留可能一同降

下的余量，最后再均匀打入到规定位置。
3)对与邻接于一同降下的钢板桩的打入完毕的钢板桩之间的接头部进行焊接，或者使用型

钢或钢板进行焊接或用螺丝固定几块钢板桩组成一体后，再均匀打入。



27.伸长・缩紧１

1)按照过去的经验，钢板桩的接头部保留2～3㎜的间隙部
分。

2)因此，在连续打入钢板桩的情况下，嵌合状态为压缩状
态时发生缩紧现象，拉伸状态时发生伸长现象。

3)发生伸长·缩紧现象时，在规定的施工过程中有时会发生
钢板块数的过多与不足。除此之外，采取系杆组合方式
时控制桩的安装系杆部位之间发生错位，对系杆组合
的施工上带来障碍。



28.伸长・缩紧2
对伸长・缩紧所采取的对策

1)发生伸长时，打入下1块钢板桩要求打得压缩状态，相反，发生缩紧时，打入下1
块钢板桩要求打得拉伸状态。安装时，每打20～30块钢板桩就进行检验伸长·缩紧
量。

2)伸长·缩紧的原因为施工钢板桩时的旋转·蛇行的话，
在导框的导梁和钢板桩之间插进适当的
挡块而防止旋转·蛇行。

3)虽采取上述方法但还是有可能估计发生
伸长时，使用几块具有比正規钢板桩还
窄的有效宽度的异型钢板桩或增加钢板
桩加以修正，相反，有可能估计发生缩
紧时，使用几块具有比正規钢板桩还宽
的有效宽度的异型钢板桩或增加钢板桩
加以修正。

异型钢板桩安装完毕的钢板
桩 下面打入的

钢板桩



29.打入深度不足

打入深度不足时，设计上会带来障碍，因此需要
重新研究施工方法，予以解决。

・对策

1)打入工法要更换为打入能力更大的工法，或者
更换为打击能力更大的机械。

2)采用喷水装置或螺旋钻等的可以并用的工法。



30.接头脱离

1)从钢板桩墙的结构强度上或流水止住性能上起见，需要避免接头脱离。
2)将钢板桩打入到具有同样大小粒径的细沙地层时，有时塞在已打入完毕的

钢板桩接头内部的沙土受到钢板打入的影响而发生脱水凝固现象，引起异
常增大接头阻力。此现象称为楔子现象，是接头脱离的一种原因。

・对策
1)在要打入的钢板桩的非嵌合一边接头下端
装设塞子而防止沙土进去。

2)通过同时使用喷水装置而防止沙子凝固。
3)采取单块打入法时，更换为屏风打桩法，
再将校平量设定为２～3m而减少沙子凝结
的程度予以减低打入阻力。

塞子的材质：高级硬质橡胶SBR
资料来源：丸藤板桩(株)商品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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