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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施工中深基坑支护的施工技术管理探讨

于江涛 吕 凯
济南四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 济南 250000

摘� 要：为优化建筑施工深基坑支护效果，要落实全过程管理机制，提升具体环节管理水平，依据标准化控制工

作要求落实管理内容，从而提高建筑施工基坑支护方案的安全性。文章结合建筑深基坑支护施工管理的具体内容展开

讨论，首先简要分析了建筑工程深基坑支护的注意事项，然后对建筑工程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对

建筑工程中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类型进行探讨，最后提出了相关施工管理建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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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深基坑支护结构能够防止基坑土体产生明显

的位移，对于保证开挖基坑施工过程安全、消除基坑沉

降的风险、预防建筑基坑渗漏等都具有实践意义。工程

技术人员应当视情况选择基坑支护的类型，确保建筑基

坑的荷载强度。并且，建筑施工人员对基坑土壤结构的

渗漏、沉降与安全风险展开实时的监测管理工作，做好

建筑深基坑的安全监管及使用维护工作，节约深基坑支

护的施工成本资源[1]。

1 建筑工程深基坑支护的注意事项

（1）深基坑的支护结构在满足建筑的稳定性和强度
要求的前提下，必须从整体上确保地下空间及周围环境

的安全性，把“安全第一”的思想贯彻落实于深基坑工

程的建设过程中，对原有施工规章制度进行细化，完善

责任制，以此促进深基坑施工的安全与标准化。（2）
进行深基坑开挖作业前，不仅要考虑设计结构的规划

性，还要保证整体支护结构的稳定性。另外，深基坑作

业时经常会出现噪音、尘土等环境污染，对施工场地周

围居民的工作和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基于此，在施工过

程中，必须重视对周边环境的有效管控，采取综合措施

尽可能减小噪声及尘土等环境污染问题所带来的负面影

响。（3）在保证基坑工程质量和施工人员安全的前提
下，严格把控工程的施工周期，加强对施工各个环节的

监督，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并合理运用技术以及机械设

备予以针对性处理。

2 建筑工程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问题分析

2.1  结构设计难度较大
安全性能是基坑支护结构设计的重点。深基坑支护

结构的安全性能与土体压力大小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大

部分建筑工程的地质条件比较复杂，在设计深基坑支护

方案时需要考虑诸多参数，必须确保土地物理力学参数

符合相关要求后才能开展后续的设计与施工。其中，黏

聚力、含水率、内摩擦角是深基坑支护结构设计的重点

参数，但这三个参数的具体数值也非常难以确认，加大

了深基坑支护结构受力计算的难度。

2.2  开挖空间效应严重
施工单位在施工的过程中，经常会碰到基坑四周向

内侧水平位移的问题，这一问题会引发基坑中间大于两

侧的现象，使基坑边坡的稳定性降低，对深基坑支护的

施工质量产生一定影响，反映了深基坑开发后存在严重

的空间效应问题。

2.3  基坑土体难以确认
施工区域的地基土质与深基坑支护的施工质量有着

密切的关系。大部分建筑工程的覆盖面积相对较大，施

工单位在调查施工区域土质时，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抽

样分析的形式进行调查。这意味着土层抽样结果可能无

法反映施工区域的真实地质情况，可能会出现深基坑支

护设计不符合施工区域地质条件的问题[2]。

3 建筑工程中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类型

3.1  土钉墙支护施工技术
作为土钉墙支护的核心，增固墙体能够有效增加混

凝土的面层厚度。建筑工程深基坑施工作业过程中，施

工人员务必深入探究土体和土钉之间互为牵制的机理，

对可能引起土体变形的风险因素予以管控。深基坑作业

期间，施工人员要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土钉拨拉试

验，确定钻孔深度适宜，再钻孔、注浆，注浆期间严格

管控水灰比，保证泥浆凝结后能够与土体有效相融，充

分发挥深基坑结构的支撑作用。土钉墙支护施工工艺流

程为：周边放样→土层开挖→修坡面层→支护内部排水

系统施工→初喷混凝土→土钉制作及成孔→安装土钉、

注浆、焊连接件→编制钢筋网→复喷混凝土面层→地表

排水、基坑排水系统施工。周边放样作业前，需要根据

土钉墙的实际施工方案提前进行放样调控，尽可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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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偏差，一旦发现偏差，及时开展专项探究。土层开

挖作业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把控开挖的深度与施工设

计方案的要求一致。支护内部排水系统施工前，首先需

要根据设计图纸、基坑上下口线之间的距离要求，对积

水沟、积水坑开展开挖作业，如地下水位低、底层松

软，可借助微型栓组成超前支护；如地下水位高，则可

通过增加隔渗帷幕的方法进行施工。土钉制作及成孔要

进行精确测量，使土钉规格规范化，并对深基坑进行实

地勘察，选择孔径一致，且有质量保证的土钉。土钉打

入前，确定入钉位置的精确性，打入时注意角度，然后

根据施工要求开展注浆、焊连接件作业。与此同时，土

钉锚管注浆时，注浆管应插至孔底，有序注入，拔管操

作需要与注入同步进行，采取口部高压注浆，然后予以

封孔操作。进行编制钢筋网时，施工人员需要在技术人

员的指导下绑扎或点焊双向钢筋网，控制钢筋网的误差

≤ 20mm，由此保证土钉墙支护施工的整体质量[3]。

3.2  土层锚杆支护施工技术
土层锚杆是一种受拉杆件，它一端（锚固段）锚固

在稳定的地层中，另一端与支护结构的挡墙相连接，将

支护结构和其他结构所承受的荷载（土压力、水压力及

水上浮力等）通过拉杆传递到稳定土层中的锚固体上，

再由锚固体将传来的荷载分散到周围稳定的地层中去。

岩土锚杆能充分发挥岩土能量，调用和提高岩土的自身

强度和自稳能力。土层锚杆的支护施工技术关键在于确

定钻孔位置，锚杆钻机是机械化的辅助钻孔设施。施工

人员要将水泥浆准确注入钻孔深部，直至浆液全部灌入

锚固段（位于土体结构中），并且满足指定的凝固强度

指标。施工单位应对张拉锚固的操作实施过程给予重

视，运用钢绞线来完成张拉锚固施工。

3.3  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
钻孔灌注桩施工技术的应用工艺相对简单且成本较

低，技术成熟的应用优势使此项技术在实际中可以更好

地对深基坑支护施工中的各种地质条件进行有效的处

理，提升地基整体的承载能力，且钻孔灌注桩能够作为

地基结构的组成部分后续使用，由钻孔灌注桩所构成的

支护结构可以作为复合地基来分担上方构筑物的荷载，

此项施工技术在深基坑支护中的应用有着较高的施工效

益。在深基坑支护中，钻孔灌注桩的主要工艺包括钻

孔、清孔、放置钢筋笼、浇筑这几个环节，在技术应用

中要严格按照技术规范与施工标准进行运用，保证深基

坑支护质量[4]。

3.4  地下连续支护墙技术
在进行地下连续支护工程时，应沿基坑边缘进行机

械开挖，并将相应的钢筋笼与混凝土一起放置。测量墙

体的厚度，并做好相应的防渗工作。在地下连续支撑墙

工程中，应按建筑的要求进行施工。按照相关的技术规

范和标准，对建筑噪声进行有效地控制。在采用连续支

护技术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地质环境的变化，并对其进

行持续支撑。在施工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开挖导向墙的

位置，并对其外形进行分析。在深基坑开挖过程中，采

用泥浆进行护墙加固，采用水泥砂浆进行防护，保证基

坑的安全。

3.5  护坡桩支护施工技术
护坡桩是沿基坑边打的防止边坡坍塌的桩，通常是

在边坡放坡有效宽度工作面不够的情况下采用的措施，

护坡桩可以避免临近的原有工程基础位移、下沉，护坡

桩基坑放坡可以使坡比最小化。技术人员应按照指定顺

序展开桩基放样、护筒埋设及钻机旋转成孔的各个环节

的施工。护坡桩的具体施工工艺要点为桩基放样、埋设

护筒、钻机旋挖成桩，旨在避免工程基础发生沉降或者

位移。施工工艺优势为，运用护坡桩的工艺方法手段能

促进成桩效率的明显提高，整个施工开展过程非常快捷

与简便，不会占据过多的施工时间。

3.6  水泥挡土墙支护
采取重力式水泥土挡墙支护技术，可以在搅拌桩基

底和软土加固的基础上，全面提高建筑工程的整体质

量。受自身的重力作用影响，搅拌桩能够维持良好的侧

向力，对整体结构的抗滑移能力和防控多种墙体变形问

题均具有积极意义。水泥挡土墙支护技术的环保性和平

稳性较强，防渗透性良好，支护效果显ǵ，在实际运用

时需要进行Ƕ学规划，并对可能影响支护效果的因素进

行综合ǷǸ。水泥挡土墙支护施工质量的整体提升可以

从以下几个ǹ措进行：（1）测量方向细分为3个环节进
行，首先，将工程线放出，等Ǻ工程建设负责人以及相

关单位的确认；其ǻ，根据工程Ǽ线，将加水泥搅拌桩

墙的Ǽ线放出，并等ǽ确定Ǽ线与水泥土Ǽ线之间的距

离；最后，根据Ǿ确认的Ǽ线，确定水泥搅拌桩施工沟

ǿ的具体方位。（2）水泥土搅拌桩需要进行工艺化试桩
操作，保证搅拌机械设备的钻孔下沉，精准把控喷浆Ȁ

度、下沉Ȁ度与增Ȁ的有效ȁ合，由此提高施工的整体

效率。（3）一旦发现Ȃ入浆液管ȃȄȅ，必须ȆȇȈȉ
处理，处理完Ȋ后上提或下沉搅拌钻具，搅拌钻具的移

ȋ距离约为1m，Ȍ后ȍ续开展浆液Ȃ入作业。（4）严格
按照操作要求插入型钢，非必要情况下，型钢表面的摩

擦Ȏȏ使用量应适当减Ȑ。此外，插筋作业必须在桩ȑ

运行完成后ȇȒ进行，且施工人员需要确保插筋ȓ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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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及探出深度均Ȗ到规划方案中的要求。（5）水泥土
搅拌作业完成后，需要进行型钢起ȗ，并ȁ合专业化设

备对其Ș直度予以精准调整，以规范型钢的插入深度[5]。

4 加强建筑工程施工深基坑支护管理的建议分析

4.1  考察工程地质情况
基坑施工单位人员应当充分考察工程地质条件，ș

则Ț会影响深基坑支护的结构ț能发挥。深基坑支护的

工程体系结构较为复杂，支护施工开展过程需注意结合

地质环境。如果在砂层地质Ȝ设支护结构，ȝȞ关键在

于加ȟ桩体ȟ度或者将桩体Ƞ入坑底；如果ȡ到砂层较

厚的位置，则应增加Ȣ合厚度，对于其他位置也应适当

增加桩体进入的ȟ度。

4.2  完善基坑设计方案
基坑设计方案应确保可ȣ安全，运用简便的施工工

艺手段，合理控制基坑工程造Ȥ，避免对于周边环境产

生明显的影响。基坑支护的工程设计方案直接ȥ定基坑

施工效果，因此应当确保基坑支护设计满足可ȣ性的要

求。由于到基坑地质条件有差Ȧ，并且软土层与ȧ土层

存在厚度差Ȧ，因此进行基坑方案设计时，要运用分段

支护的技术。Ȩ基坑周边存在建筑物，应当防止基坑变

形，方案设计时需要考虑到基坑ȑ部的土体变形控制。

4.3  加强基坑监测
基坑监测是深基坑支护施工过程中的重要步ȩ，对

于保Ȫ基坑施工安全以及施工质量效果有着积极作用，

基坑施工监测要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ȫ加强对于基坑

施工过程中，支护结构以及土体变形情况的监测，并根

据监测结果及时进行施工进度和方案调整，确保围护结

构以及周围环境安全。Ȭ加强对于周围ȭ有建筑物沉降

情况的监测，避免由于支护施工对周围环境造成不良影

响。Ȯ明确监测ȯ段，在挖Ȱ施工之前，需要对周围环

境情况、建筑物沉降情况以及地下管线分Ȝ等进行ȱ细

调查，明确周围环境的初Ȳȳȴ。在基坑支护施工过程

中，需要ȵȶ对深层部位的位移情况进行测量，一旦发

现位移变化Ȁ率大ȷ增加，需要及时Ȉ止施工，并查ȸ

位移发生原因，然后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以

此全面保Ȫ深基坑支护施工安全、顺ȹ。

4.4  确保周边地层稳定
确保周边地层的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Ȩ要保证

施工时周边地层稳定，在基坑四周均要采用旋挖Ȣ合桩

与水平混凝土内支撑的支护结构，在ȺȻȼ与基坑内高

差变化部位采用 1Ƚ0.3 地放坡比处理，将喷层（喷锚
网）应当Ȝ置在坡面部位。施工期间Ⱦ止对地下水进行

大量的抽取操作，保证地层周边区域的稳定性[6]。

结ȿɀ：Ɂ着工程方施工技术水平的持续提升、居

民ɂ体安全意Ƀ的不Ǹ提高以及建筑行业的发展，ɄɅ

在基础工程建设施工方面取Ɇ了ɇ大成Ț，相关Ɉ究成

果不仅带ȋ了建筑业发展ɉ式的转变，同时也为Ɋ来经

ɋ发展提Ɍ了良好基础设施条件。Ɂ着建筑的发展，ɍ

期Ɋ关注到的工程质量问题Ɏ步受到重视，包括施工中

混凝土基坑结构ɏɐ、渗漏问题等。针对此方面问题，

施工方需要结合工程实际，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工程ɑɒ

进行预防。对于深基坑支护技术应用Ȍ言，工程方首先

要提高对建筑物的保护意Ƀ，完善对项ɓ安全的管理制

度。并且要有专业人员对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等方面进

行ɔ确的分析和Ɉ究，在具体实践中也要充分发挥专业

人员的作用，保证施工后ɕ入使用的建筑可以Ȗ到Ʌɖ

质量验ɗ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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