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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区超大超深基坑群项目管理研究与实践

杨正鸿
中冶武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Ǔ湖北Ǔ武汉Ǔ430080

摘Ȟ要：归元寺片区系列基坑群支护项目（武汉归元寺综合体项目3#、4#、6#、7#、8#地块基坑）位于武汉市
主城区，项目占地面积35万㎡，基坑总面积19.74万㎡，基坑重要性等级为一级。项目周边紧邻学校、历史文保建
筑、城市轨道交通、城区主干道等重要构建筑物，施工环境复杂。本文介绍了中冶武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该项目

中的管理实践，通过超前策划、创新管理、精细施工，形成了一系列标准化作业文件，积累了丰富的超深超大基坑

群施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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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日益

增多，特别是在主城区进行超大超深基坑群施工已成为

常见现象。这类项目不仅涉及复杂的周边环境，如紧

邻重要建筑、交通干道、历史文保建筑等，还面临地质

条件多变、工期紧张等多重挑战。因此，如何有效管理

这类项目，确保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成为施工单位

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武汉归元寺综合体项目为例，

深入探讨了主城区超大超深基坑群项目的管理研究与实

践，旨在总结成功经验，为类似项目提供借鉴。

1��研究背景及工程概况

1.1  社会背景
归元文化片区项目位于武汉长江主轴，涵盖文化体

验、休闲旅游、高端商务和商业购物、居住等多个功

能，是一个超大型城市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与归元寺

共同打造为5A景区，成为武汉中心最具代表性的商业文
化旅游项目。

1.2  工程概况
归元寺片区系列项目总占地面积35万㎡，总建筑面

积240万㎡，基坑开挖深度6.55m~25.40m，基坑地下室总
面积19.74万㎡。项目涵盖高端健康住区、国际化服务式
公寓、低密度开放式商业街区、超甲级写字楼、豪华五

星级酒店等多种建筑类型。

2��管理重点及难点分析

2.1  管理重点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的核心在于提升管理工作的科学

性和规范性，确保人员、配置、资金和合同的合理安排

与利用，实现工程监督、风险防控，并促进建设工程的

可持续发展。

2.2  管理难点

一是技术难度大：归元寺项目基坑群连成一片，周

边环境复杂，包括历史文物建筑、城市主干道和地下商

业街等，对支护设计提出高要求。地层岩性多变，支

护桩设计复杂。此外，片区内存在大量废弃人防，增加

了施工难度和基坑安全风险。二是建设周期短：项目开

挖面积大，支护形式多样，工期紧张。需多个地块交叉

施工，协调难度大。同时，现场需同时进行多种工艺施

工，设备投入多，安全管理挑战大。项目紧邻学校，对

安全文明施工要求极高。三是其他施工难度：钢筋混凝

土内支撑增加了土方开挖难度，需精心组织开挖路线，

确保支护结构不受损坏。同时，现场周边环境与设计工

况不符，需多次调整设计，确保基坑安全和工期。这些

因素共同构成了项目管理的难点，需要采取针对性措施

加以应对[1]。

3��管理策划实施及创新特点

本项目管理策划全面，从规划大纲到应急预案，均

明确责任，严格控制施工全过程。管理创新体现在：

（1）设计创新：针对不同地块特点，采用不同支护方
式。如3#地块采用大直径钻孔灌注桩+钢筋砼内支撑，有
效保护铁佛寺。（2）技术创新：采用玻璃纤维锚杆、泡
沫混凝土充填处理等先进技术，解决施工难点，提高施

工效率，并获得多项专利。（3）管理创新：推行工地标
准化建设，强化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确保周边学校、

文保单位和道路正常运转。聘请专家研讨工期，编制交

叉施工计划，实现封闭化管理，确保安全无事故。（4）
成本创新：成本管理团队全程跟踪，控制材料使用，合

理安排工序，及时沟通变更内容，确保结算准确。（5）
社会效益：项目在保护文保建筑、保障周边居民生活方

面表现出色，获得广泛好评，提升了公司形象，产生了

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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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管理措施及风险控制

4.1  组织管理措施
建立三级质量管理保证体系，由项目经理领导，项

目总工中间控制，质检员基层检查。遵循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质量控制。各部门职责分明，项目经

理为质量第一责任人，质量经理具有一票否决权，项目

总工负责质量计划和阶段目标的制定与监督。技术部负

责图纸、方案等编制及质量控制；施工部严格按设计图

纸和规范施工，做好记录和交底；材料供应部确保物资

采购质量，组织验证。从图纸会审、方案编制到施工过

程监督、质量评定，再到物资采购与验证，各部门协同

合作，确保工程质量全程受控，降低风险。

4.2  施工难点的技术管理措施
针对归元片区项目场地有限的难点，采取以下技术

措施：在有限场地内合理规划办公区，集中设置并编制

临建方案，经监理审批后实施，确保高效利用空间。办

公区建设采用模块化箱房，满足办公需求同时注重采光

通风与绿化，绿化率不低于10%，确保办公环境舒适。主
次出入口大门进行专项设计，现代风格与项目融合，配

备门卫岗亭、实名制管理等设施，提升管理效率。施工

围挡采用连续、封闭的钢结构装配式围挡，高度不低于

2.5m，设置自动喷淋系统与电气桥架（图1）所示[2]。

图1��现代风格钢结构装配式围挡立面图

4.3  钻孔灌注桩施工质量控制措施
为确保钻孔灌注桩施工质量，采取以下关键措施：

（1）清孔控制：分两次清孔，首次用旋挖钻机掏挖孔底
泥渣，并用新鲜泥浆置换；第二次采用厚壁插入花键连

接式导管气举反循环清孔，确保孔底沉渣小于50mm，
泥浆指标达标。（2）砼灌注连续性：采用水下导管顶
托法，保持导管接头严密，管内清洁。开灌前做好充分

准备，确保浇筑连续。导管出口与孔底距离适中，首次

浇灌保证导管埋入砼面一定深度，随浇注面上升逐节提

升，保持导管埋深在2-6m之间。整体浇注时间控制在砼
初凝时间内。（3）钻孔垂直度控制：旋挖钻机操作时严
格控制钻桅垂直度、动力头与钻桅间隙、钻杆随动架中

心等，确保成孔垂直度偏差不大于1/200。（4）混凝土超
灌控制：组建专业班组，采用TS-CG30（A）智能桩顶超

灌监测仪控制超灌高度。该仪器通过监测泥浆、浮浆和

混凝土骨料的差异来判别混凝土灌注位置，当探杆接触

到混凝土灌注面时声光报警，达到设计灌注标高时立即

停止灌注，确保超灌控制精准。

4.4  地下人防充填措施
鉴于防空洞对施工安全和质量的潜在影响，项目部

成立专案小组，编制处理方案。经对比分析，决定采用

旋挖钻机开孔封堵配合低标号混凝土及泡沫混凝土填充

的方案。

4.4.1  封堵措施：使用旋挖钻机在拟封堵区域钻孔，
垂直于洞体走向施工3个钻孔，埋设长护筒护壁。钻孔揭
露防空洞顶板后，按洞体宽度平均布置，充填低标号混

凝土。浇筑过程中采用钢钎探查灌注效果，分次浇筑直

至人防完全封闭（图2）所示。

图2��地下人防封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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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填充措施：在已探查出人防的工程桩和支护桩
上打孔，采用机械钻孔并埋设钢护筒护壁。管壁与成孔

间用水泥浆灌缝，确保空洞垂直，便于后期施工。填充

前进行抽排水工作，多处同时抽水以保证填充质量。鉴

于人防洞内积水较多，采用泡沫混凝土填充，填充至底

板以上约2.5m，将洞内积水挤压到外部。使用泵管注入
泡沫混凝土浇灌封堵，确保密闭性。施工过程中随时观

察孔内灌注情况，采用长钢钎测量混凝土浇筑标高，确

保灌满。灌注顺序按防空洞坡度由低到高分层灌注，分

三层浇筑，降低施工难度和风险。

4.5  大直径嵌岩桩施工技术措施
针对本项目地层中大量硬质岩石带来的施工挑战，

项目团队对大直径嵌岩桩施工技术进行了创新改进，提

出“一种大口径旋挖桩嵌岩施工工艺”。此工艺有效解

决了桩底硬岩破碎难题，同时确保了成孔垂直度与孔径

质量，并兼顾了施工效率与成本控制。具体改进措施如

下：（1）场地准备：首先进行场地平整与测量放样，确
保旋挖钻机、吊车及混凝土罐车等施工机械能够稳定、

安全地进出施工现场。场地坡度控制在3°以内，地基承
载力特征值不低于200kPa。（2）引孔工艺：采用小口径
钻机进行重复引孔，形成蜂窝状孔结构，为后续旋挖钻

机碎石钻孔创造有利条件，降低了施工难度。（3）旋
挖成孔：利用旋挖钻机的强大钻掘能力，将桩基底部打

成符合设计要求的孔深。通过旋挖钻头向孔内注入携渣

泥浆，实现钻渣的有效捞取，确保孔径质量与垂直度。

（4）钢筋笼与导管安装：钻孔完成后，及时吊装钢筋笼
并安装导管，为后续的混凝土浇筑做好准备。（5）浇筑
完成：通过导管进行灌注桩浇筑，确保混凝土充分填充

孔内空间，形成稳固的桩基嵌岩结构，从而完成整个桩

基施工流程[3]。

4.6  周边地铁及历史文物建（构）筑物保护
对于地铁保护区施工，首先编写了轨道交通安全保

护施工组织设计，并通过地铁部门审查，签订了安全与

文明施工协议书。施工过程中，全面控制施工活动，严

格把关施工方案和安全措施，杜绝盲目施工。同时，采

用信息化施工手段，委托专业监测单位进行实时监测，

确保施工对地铁线路的影响可控。在临近地铁侧基坑开

挖时，采取“抽条式”分段开挖策略，及时施工底板垫

层封闭，确保地铁安全。对于历史文物建筑保护，在施

工准备阶段就与相关档案部门对接，了解建筑基础形式

及埋深。施工前进行现状测量和记录，并与产权单位书

面确认。在施工过程中，密切监测建筑沉降、位移情

况，一旦超过报警值，立即采取措施停止施工并进行必

要处理。同时，积极与地方主管部门沟通联系，定期召

开协调会，确保施工活动对历史文物建筑的影响降至最

低。在施工临近建筑时，更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

量加快施工速度，及时回填，以最大程度减少对施工周

边环境的影响。

5��管理过程检查和监督

本项目实施设计施工一体化，通过现场分析与专题

讨论，不断优化施工方案，解决技术难题，确保工程顺

利推进。同时，充分行使地下专业总包职责，制定并

严格实施施工进度计划，通过例会制度综合协调各方资

源，确保各专业分包单位按计划施工，并接受总包的全

面协调与监督。在项目管理中，注重目标分解与责任落

实，通过前期策划、方案交底和资源融合，层层压实责

任制，实行网格化管理。特别关注安全生产和质量控

制，加强风险识别与防范，提高施工队伍的安全意识和

技能水平，从源头上保障工程质量安全。

6��管理效果评价

归元寺项目通过精细管理圆满达成目标，总结形成

标准化作业文件，积累了超深超大基坑群施工宝贵经

验。项目成果丰硕：社会效应显著，项目质量优异，获业

主及各界好评，频受国家级、省市级媒体关注，成为行业

观摩典范，并荣获业主单位道德风尚奖。技术创新突出，

取得四项专利成果，包括桩基施工场地废弃防空洞充填装

置及方法、注浆充填装置、地下水观测井管结构及污染场

地水气一体监测系统等实用新型与发明专利。工程荣誉彰

显实力，8#地块与3#地块分别荣获冶金行业优秀勘察二
等奖，展现了项目团队的专业水平与卓越贡献。

结语

通过对武汉归元寺综合体项目超大超深基坑群施工

管理的深入研究和总结，不难发现，超前策划、精细化管

理、技术创新以及严格的风险控制是确保此类项目成功实

施的关键。中冶武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在该项目中的成功

实践，不仅为公司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为同类项目提供

了可借鉴的范例。未来，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推进，我们

期待更多创新管理理念和技术手段的应用，以应对更加

复杂多变的施工环境，推动建筑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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