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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昆明新南亚风情园基础设计为静压预制管桩，试桩承载力等参数满足设计要求，但工程桩施工完毕，进行
检测时发现浮桩。 通过分析浮桩的原因，采取复压处理方案，各项参数符合设计要求。 总结了静压桩施工和浮桩
处理的经验和体会。
关键词：静压预制管桩；浮桩；挤土效应（应力）；超孔隙水压力；承载力；复压
中图分类号：ＴＵ４７３．１ ＋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 －７４２８（２００９）０４ －００５５ －０４
Cause of Static Pressure Pile Floating and Repressing Treatment／LI Zhi-jiang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Ｂｒａｎｃｈ， Ｙｕｎｎａｎ Ｌａｎｄ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Ｋｕｎｍｉｎｇ Ｙｕｎｎａｎ ６５０１０２， Ｃｈｉｎａ）
Abstract：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ｎｙａｆｅｎｇｑｉｎｇ Ｇａｒｄｅｎ ｗａ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ｒｅ-ｃａｓｔ ｔｕｂｅ ｐｉｐｅ； ｐｉｌ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ｗａｓ ｄｅ-
ｔｅｃ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ｓｃｈｅｍｅ ｗａ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Key words： ｓｔ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ｐｒｅ-ｃａｓｔ ｔｕｂｅ ｐｉｐｅ； ｐｉｐｅ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ｅｘｃｅｓｓ ｐ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1　工程概况
新南亚风情园位于昆明呈贡新城吴家营中心片

区，其东为昆明市行政中心，西侧为新昆洛大道。 总
占地面积５０ 亩（３３３５０ ｍ２ ），总建筑面积１２００７６ ｍ２ ，
主要建筑包括 １栋高度为 ６８ ｍ的 １８Ｆ三星级宾馆，
４栋高度为 ５５ ｍ的 １９Ｆ单身公寓，１ 栋高度为 １７ ｍ

的 ４Ｆ傣式餐厅及南侧高度为 １３ ｍ 的 ２ 栋 ３Ｆ沿街
商铺。

2　地质概况
场地地貌属昆明冲湖积盆地地貌，地处盆地边

缘。 地层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场地地层情况表

层号 土层名称
平均厚度

／ｍ 状态
承载力特征值

fａｋ ／ｋＰａ
预制桩

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Q ｓiｋ ／ｋＰａ 极限端阻力标准值 Qｐｋ ／ｋＰａ
②１ d粘土 １ 贩贩畅２５ 可塑状、高压缩性 １５０ 哌５０ �
②２ d粘土 ３ 贩贩畅２７ 硬塑状、中压缩性 １８０ 哌７５ �
②３ d粘土 ７ 贩贩畅４４ 可塑状、中压缩性 １７０ 哌６５ �
③１ d粘土 ２ 贩贩畅５５ 可塑状、高压缩性 １４０ 哌５５ �
③２ d泥炭质土 ２ 贩贩畅０５ 软塑状、高压缩性 １００ 哌３０ �
③３ d粘土 ２ 贩贩畅５７ 可塑状、中压缩性 １５０ 哌４０ �
③４ d泥炭质土 ３ 贩贩畅２５ 软 ～流塑、高压缩性 １１０ 哌３０ �
③５ d粘土 ３ 贩贩畅１２ 可塑状、中压缩性 １６０ 哌６０ �１３００ +
③６ d粉质粘土 ４ 贩贩畅６７ 可塑状、中压缩性 １８０ 哌７０ �１５００ +
③７ d粉质粘土 ４ 贩贩畅０９ 可塑状、中压缩性 １７０ 哌５０ �１２００ +
③８ d粉质粘土 ４ 贩贩畅４８ 可塑状、中压缩性 １８０ 哌６０ �１３００ +

　注：薄状透镜体土层省略。

场地内地基土厚度变化大，均匀性差。 泥炭质
土分布广泛，厚度大。 地层中的孔隙水，微具承压
性，赋存于粉砂和粉土中。 地下水对砼和外露钢结
构具弱腐蚀性。 场地属建筑抗震不利地段，建筑场

地类别属中软场地，Ⅱ类建筑场地类别。

3　桩基设计
三星级宾馆和单身公寓桩基设计参数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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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三星级宾馆和单身公寓桩基设计参数表

项目名称
总建筑面积

／ｍ２ ǐ结构类型 桩型（管桩）
总桩数
／棵

桩长
／ｍ

单桩承载力
特征植／ｋＮ

单桩极限
承载力／ｋＮ 持力层

三星级宾馆 ５９８０８ 乙框架核心筒 ＰＨＣ －Ａ５００（１００） －１４１５ａ ７８５ P２９ [１３００ 趑２９００ 噜③５、６、８层粘土

单身公寓 ４６３３６ 上部：剪力墙核心筒
下部：框架核心筒

ＰＨＣ －Ａ５００（１００） －１３１４ａ ６３２ ２７ １２５０ ２８５０ ③５、６、８层粘土

4　试桩检测结果
试桩检测结果见表 ３。

表 ３　试桩检测结果表

项目
名称

桩
号

桩长
／ｍ

管径／壁厚
／ｍｍ

单桩极限
承载力／ｋＮ

极限承载力对应
下的沉降量／ｍｍ

单
身
公
寓

１ 梃３２ 吵５００／１００ 乔３１５０ N２０ PP畅２１
２ 梃３２ 吵５００／１００ 乔２５２０ N９ PP畅８４
３ 梃３２ 吵５００／１００ 乔２８３５ N１５ PP畅７４
４ 梃３２ 吵５００／１００ 乔２８３５ N１６ PP畅２９
５ 梃３２ 吵５００／１００ 乔３１５０ N１８ PP畅４１
６ 梃３２ 吵５００／１００ 乔３１５０ N１７ PP畅０２

三
星
级
宾
馆

１ 梃３５ 吵５００／１００ 乔２８３５ N１５ PP畅７４
２ 梃３５ 吵５００／１００ 乔３１５０ N１６ PP畅２７
３ 梃２９ 吵吵畅５０ ５００／１００ 乔２８３５ N１５ PP畅１３
４ 梃３６ 吵５００／１００ 乔２８３５ N１４ PP畅７６
５ 梃３５ 吵５００／１００ 乔２８３５ N１５ PP畅０４
６ 梃３４ 吵吵畅２３ ５００／１００ 乔３１５０ N１９ PP畅４８
７ 梃３３ 吵吵畅２７ ５００／１００ 乔３１５０ N１７ PP畅０１
８ 梃３５ 吵吵畅４ ５００／１００ 乔２８３５ N１６ PP畅４９

　注：试桩顶平施工作业面，三星级宾馆有 ４ 根截桩。

5　工程桩检测结果
２００７年 １０月工程桩施工完毕，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承

台土方开挖，宾馆和公寓预先各抽取 ２ 根桩做静载
荷试验。 检测数据见表 ４。
根据检测结果，初步判断已发生浮桩，但具体上

浮数据不详。 根据土方开挖情况，对宾馆中压桩力
高（≥３０００ ｋＮ）但又未达到设计桩顶标高的 １７３ 根
桩进行实测。 实测数据见表 ５。

6　浮桩原因分析
因为场地处于饱和中软土层之上，在施工中，土

体被压缩，产生挤土效应，而引起浮桩。
挤土应力的释放，是一个看不见的、缓慢的过

程。 地层内的孔隙水被挤压后，会产生超孔隙水压
力，孔隙水压力的释放也是一个看不见的、缓慢的过
程。 如果挤土应力和孔隙水压力被约束，得不到释
放的空间和通道，易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

表 ４　工程桩检测成果表

项目名称 桩号
桩长
／ｍ

压桩力
／ｋＮ

预估
／ｋＮ

最大加荷
／ｋＮ

最大沉降
／ｍｍ

单桩竖向极限
承载力／ｋＮ

极限承载力对应
下的沉降量／ｍｍ 判断结果

单身公寓
１５６ 揪２７  ３３００ 创２９００ %２０３０ 栽４６ \\畅７６ １７４０ �５ ??畅７５ 已破坏

７７ 揪２７  ２８７５ 创２９００ %２０３０ 栽６１ \\畅２４ １７４０ �５ ??畅９０ 已破坏

三星级宾馆
５７６ 揪２９  ２８６０ 创２９００ %１４５０ 栽４４ \\畅５８ １１６０ �４ ??畅９７ 已破坏

４９１ 揪２９  ２８６０ 创２９００ %１４５０ 栽４４ \\畅４３ １１６０ �８ ??畅５６ 已破坏

表 ５　浮桩情况统计表

序号 上浮数值／ｍｍ 桩数 所占比例／％

１ D＜１００ *２０ ǐ１１   畅６
２ D１００ ～２００ 骀５０ ǐ２８   畅９
３ D２００ ～３００ 骀３０ ǐ１７   畅３
４ D３００ ～４００ 骀１８ ǐ１０   畅４
５ D４００ ～５００ 骀１０ ǐ５   畅８
６ D５００ ～６００ 骀１７ ǐ９   畅８
７ D６００ ～７００ 骀５ ǐ２   畅９
８ D＞７００ *５ ǐ２   畅９

　说明：实测总桩数 １７３ 根，其中 １８ 根数据有误。 浮桩率 ＝（１５５／
１７３） ×１００％ ＝８９畅６％。

（１）对已经施工的桩产生推移作用，导致桩被
挤偏，桩位偏移超出规范，根据另 ２ 个工地的实测，
桩位偏移达 ７畅４ ～８畅０ ｃｍ；

（２）超孔隙水压力使已施工的桩上浮，桩的端
阻力丧失、摩阻力损失，导致单桩承载力显著降低，

达不到设计要求，影响到整个基础的稳定，另外将导
致桩顶标高超出规范范围；

（３）对已经放好的桩位产生挤动和推移，使桩
位偏离原来的位置，增加了施工难度，施工质量不易
控制；

（４）对周边建（构）筑物、路面形成破坏。
本工程产生挤土效应造成浮桩的原因主要有以

下几个。
6．1　施工速度过快

本工程每天施工桩数见表 ６。

表 ６　平均每天施工桩数表

项目名称 施工桩机／台 平均每天施工桩数／根

公寓 １ 亮２０ 1
宾馆

前期 ２ 亮２ 台 ×２０ 根／台 ＝４０ b
后期 １ 亮２ 班 ×１５ 根／班 ＝３０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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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间，桩孔内普遍涌水，施工作业面隆起达
１ ｍ多。
6．2　施工顺序不合理

按常规，打桩施工顺序应该：（１）先打送桩深的
桩，后打送桩浅的桩。 公寓核心筒部位有 ７ 种桩顶
标高，最大相差 １畅５ ～１畅９ ｍ；宾馆核心筒部位有 １１
种桩顶标高，最大相差 １畅７ ～２畅１ ｍ；（２）先中间，后
周边；（３）桩位较密的承台与承台、桩位与桩位均应
实行跳打。

宾馆的施工作业面是在一个深 ４ ｍ左右的基坑
中进行，由于雨季，甲方未铺路，桩难以运到预定工
作面。 所以施工规划很难实施，只能是桩运到什么
位置，就从什么位置施工，无法保证按打桩顺序施
工。
6．3　设计的桩间距过小（１畅５ ｍ），桩数过多、过密

公寓中承台与桩数较密集区的统计见表 ７，宾
馆中承台与桩数较密集区的统计见表 ８。

表 ７　公寓中承台与桩数较密集区统计表

序号 承台数 桩数 １６ 个承台的形状 １６ 个承台的范围／ｍ
１  １６ N１６５ *正方形 ２６ 侣侣畅５ ×２７ 创畅５
２  １６ N１６５ *正方形 ２６ 侣侣畅５ ×２７ 创畅５
３  １６ N１６５ *正方形 ２６ 侣侣畅５ ×２７ 创畅５

表 ８　宾馆中承台与桩数较密集区统计表

序号 承台数 每个承台的桩数 承台形状 １５ 个承台的范围／ｍ
１  １ :６１ PＬ形 ２４ ×８４ 葺
２  ３ :２０ P４ ×５ x
３  １ :１０６ PＬ形
４  １ :１３９ P正方形

５  １ :３６ PＬ项
６  １ :２２ P长条形

７  ３ :９ P正方形

８  ４ :１０ P正方形

6．4　未打砂袋井和钻孔取土
统计结果显示，压入地层中桩的体积为 ７８１９

ｍ３ ，即相当于地层中有 ７８１９ ｍ３
的土体被压缩。 而

施工中未打砂袋井和钻孔取土。

7　处理方法
根据施工经验，所施工的工程桩仍然具有利用

价值。 重新进 １ 台静压桩机，对所有桩进行复压。
若送桩深度超过设计标高 ０畅５ ｍ，而压力还未达到
２８００ ｋＮ，则进行补桩。

8　方案实施
单身公寓由于 ７０％的承台已浇筑垫层，并砌筑

砖胎模，所以在施工范围内全部用编织袋装满砂子
后，用砂袋铺垫，以便于桩机行走和压桩。
对于宾馆，在距离设计桩顶标高 ０畅８ ｍ的位置，

用大挖机进行开挖，高出开挖面的桩头，在低于开挖
面 ０畅１ ｍ的位置全部用切割机锯除。 然后再用小挖
机挖出其余桩头。 在桩机的施工范围，则用土袋铺
垫。 桩头不予覆盖，预先堆码空出，以便于压桩。
由于切割后的桩顶未含端盖板，若送桩器直接

送桩，会导致桩头破碎、劈开，无法完成送桩。 刚开
始时，用 １０ ｃｍ厚橡胶垫铺在桩头上，可以有效保护
桩顶，完成送桩。 一个垫子 １２０ 元，买 ４个垫子才压
３０个桩头就已消耗完。 垫子消耗量大，成本高。 根
据多年的施工经验，笔者提出用 ２ 个编织袋装满湿
土（开挖承台的桩间土），扎紧袋口，铺垫在桩头上。
当送桩时，湿土受压，在桩顶与送桩器之间自然形成
找平层。 这样既完成送桩又保护了桩顶。 该方法既
经济又实用。
经过 ４０ 余天的施工，所有桩全部压完。 共有

１５根桩压力 ＜２８００ ｋＮ，其中宾馆补桩 １２ 根，公寓
补桩 ３根。 此次复压预计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５０
余万元。 补桩情况见表 ９。

表 ９　补桩情况表

项目
名称

桩号
桩长
／ｍ

到设计桩顶标
高压桩力／ｋＮ

送桩（设计桩
顶标高下） ／ｍ

送桩对应压
桩力／ｋＮ

单身
公寓

补 １ d２７ d１９２０ &１畅５ １９２０ c
补 ２ d２７ d１７６０ &１畅０ ２５６０ c
补 ３ d２７ d１７６０ &１畅１ ２７２０ c

三星
级宾
馆

补 １ d２９ d２４００ &
补 ２ d２９ d２５６０ &
补 ３ d２９ d２２４０ &

补 ４ ～１２ 档２９ d３０４０ c
　说明：（１）单身公寓：桩压到设计桩顶标高，甲方、监理和设计说压
桩力太低，要送到压力提起来为止；（２）三星级宾馆 ４ ～１２ 号补桩：
截桩 １畅３ ～５畅７ ｍ。

（１）公寓的 ３根补桩，桩送到设计桩顶标高，压
桩力比较低，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再往下送，因为在压
桩的瞬间，摩阻力已被克服，只有端阻力，等于说当
时压桩力就是端阻力，等到土体恢复后，端阻力和摩
阻力共同发挥作用，承载力肯定要达到 ２９００ ｋＮ。

（２）查阅公寓、宾馆的施工记录，补桩附近工程
桩的压桩力≥３０００ ｋＮ。 为什么工程桩的压桩力很
高，而补桩时压桩力却很低呢？ 笔者认为：工程桩施
工时，发生挤土效应，土体被挤压，等挤土应力和超
孔隙水压力释放后，土体得到恢复，所以补桩时压桩
力已相对降低。

（３）宾馆补桩１２根，其中有９根截桩（未能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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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设计深度）。 原因是当时工程桩施工时，补桩附
近的挤土效应相当强烈，土体已完全被挤密实，即使
土体恢复期过后，也很难恢复到原状，土体仍然处于
密实状态。 所以压桩力仍然很高。

9　复压后检测结果
小应变检测结果见表 １０，静载荷试验结果见表

１１。 小应变检测和静载荷试验结果表明，复压完全
达到了预期效果。

表 １０　小应变检测结果表

项目
名称

序
号

桩数
／根

Ⅰ类桩
／根

所占比例
／％

Ⅱ类桩
／根

所占比例
／％

判定
结果

公
寓

１ 梃４５ 哌４１ �９１   畅１１ ４ 怂８   畅８９ 合格

２ 梃１２６ 哌１１６ �９２   畅０６ １０ 怂７   畅９４ 合格

３ 梃１１１ 哌１０３ �９２   畅７９ ８ 怂７   畅２１ 合格

４ 梃１３０ 哌１１７ �９０   畅００ １３ 怂１０ **畅０ 合格

５ 梃１２２ 哌１１０ �９０   畅１６ １２ 怂９   畅８４ 合格

６ 梃３６ 哌３２ �８８   畅８９ ４ 怂１１   畅１１ 合格

７ 梃５７ 哌４７ �８２   畅４６ １０ 怂１７   畅５４ 合格

宾
馆

１ 梃８０ 哌７５ �９３   畅７５ ５ 怂６   畅２５ 合格

２ 梃１６６ 哌１５４ �９２   畅７７ １２ 怂７   畅２３ 合格

３ 梃７３ 哌６８ �９３   畅１５ ５ 怂６   畅８５ 合格

10　结论
（１）静压桩单桩承载力高，整个基础部分成本

相对较低，施工质量可靠，施工速度快，效率高。 粘
土和粉质粘土层是比较理想的持力层。 但施工过程
中未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小挤土效应和孔隙水的危
害，最终导致成桩浮桩。

（２）甲方考虑成本，未打砂袋井和钻孔取土，导
致浮桩，致使桩的端阻力丧失，摩阻力损失，是承载
力不能满足设计要求的主要原因。另外桩孔涌水，

表 １１　静载荷试验结果表

项目
名称

序
号
桩号

桩
长
／ｍ

预
估
／ｋＮ

最大
加荷
／ｋＮ

最大
沉降
／ｍｍ

单桩竖向
极限承载
力／ｋＮ

极限承载力
对应下的沉
降量／ｍｍ

判断
结果

单
身
公
寓

１ 　４９９ w２７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２１ ((畅３５ ２９００ 靠２１ 貂貂畅３５ 未破坏

２ 　５１９ w２７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２０ ((畅３４ ２９００ 靠２０ 貂貂畅３４ 未破坏

３ 　４ －９ 寣２７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１９ ((畅５３ ２９００ 靠１９ 貂貂畅５３ 未破坏

４ 　１６１ w２７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１９ ((畅６９ ２９００ 靠１９ 貂貂畅６９ 未破坏

５ 　２１５ w２７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２０ ((畅５６ ２９００ 靠２０ 貂貂畅５６ 未破坏

６ 　３２７ w２７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１９ ((畅２４ ２９００ 靠１９ 貂貂畅２４ 未破坏

７ 　３３９ w２７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２０ ((畅０５ ２９００ 靠２０ 貂貂畅０５ 未破坏

三
星
级
宾
馆

１ 　７１３ w２９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１６ ((畅０３ ２９００ 靠１６ 貂貂畅０３ 未破坏

２ 　４３８ w２９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２０ ((畅４４ ２９００ 靠２０ 貂貂畅４４ 未破坏

３ 　６３５ w２９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１７ ((畅８１ ２９００ 靠１７ 貂貂畅８１ 未破坏

４ 　１６７ w２９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２２ ((畅１２ ２９００ 靠２２ 貂貂畅１２ 未破坏

５ 　５７４ w２９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１９ ((畅５２ ２９００ 靠１９ 貂貂畅５２ 未破坏

６ 　１８６ w２９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２２ ((畅６３ ２９００ 靠２２ 貂貂畅６３ 未破坏

７ 　４５１ w２９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１９ ((畅５５ ２９００ 靠１９ 貂貂畅５５ 未破坏

８ 　５４８ w２９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１７ ((畅５０ ２９００ 靠１７ 貂貂畅５０ 未破坏

９ 　３ －８ 寣２９  ２９００ 葺２９００ *２４ ((畅７９ ２９００ 靠２４ 貂貂畅７９ 未破坏

桩底、桩侧被水浸泡，桩底端阻力和桩侧摩阻力也有
损失。

（３）设计图中应建议采取打砂袋井和钻孔取土
等措施减小挤土效应和孔隙水危害的措施。

（４）打试桩时，挤土效应不明显，压桩力也较
小，桩的承载力高。 但打工程桩时，挤土效应强烈，
压桩力相对于试桩时要增高，但桩的承载力会普遍
降低。 这在以后的施工中要引起高度重视。

（５）若桩间距小，桩数过多、过密，在设计时必
须考虑群桩效应。

（６）此方法适用于沉管灌注桩、静压桩的浮桩
处理。 可行，有效。 同类事故处理值得借鉴。

北京三一重机公司成立 ＶＩＰ俱乐部
　　本刊讯　２００９年 ３ 月 ２７ 日，北京三一重机公司在北京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成立国内首家桩基础施工行业 ＶＩＰ客
户俱乐部。 同时，该俱乐部向全行业人士发出邀请，所有参
加北京 ＶＩＰ俱乐部的人员，都能通过该平台与同行进行信息
的互通交流。 并且享有俱乐部推出的购机优惠积分政策。
此举在国内工程机械行业尚属首次。

北京三一重机公司总经理黎中银表示，此次成立的 ＶＩＰ
俱乐部拥有非常广泛的信息渠道和资源优势，俱乐部的成立
将使三一重机在工程信息方面达到覆盖面广、信息链长、反
应快速的效果。

通过成立 ＶＩＰ俱乐部平台，北京三一重机聘请各领域的
专家进行合作。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桩工机械分会秘书长陆学文表

示，北京三一重机成立 ＶＩＰ 俱乐部，在国内工程机械行业是
一次创举，产、供、用三者有机结合，将对我国桩工机械行业
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北京三一重机是国内桩工机械行业
最大的制造商，其旋挖钻机产品的销量一直名列前茅。 俱乐
部的成立，有利于北京三一重机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在俱乐
部平台上，实现所有资源最大化共享。

北京三一重机 ＶＩＰ俱乐部将投人 ５０００ 万元用于会员积
分兑换配件项目，凡在 ２００９ 年后购买北京三一重机产品的
客户，即可自动成为 ＶＩＰ俱乐部会员（包括普通会员、银卡会
员、金卡会员、白金卡会员）。 同时，客户消费额度的 １％将
自动作为客户的积分存入，并以 １ 分＝１ 元的方式进行配件
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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