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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建筑基坑支护和地基基础选型的适应性分析

张雪健
中国雄安集团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河北�保定�071700

摘�要：根据雄安新区水文地质情况、规划建设标准和既有项目经验，做了建筑基坑支护和地基基础选型的适应

性分析，供后续项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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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区域腹地，在

京津冀区位中位置优势明显，交通较为便捷，地质条件稳

定，生态环境良好，环境资源承载能力比较强，现有开发

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很大，具备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开发

建设的基本条件。[1]目前，雄安新区容东片区已经基本建

成，容西、雄东、昝岗等多个片区已经进入稳定开阶段，

启动区、起步区部分重点项目正在有序建设。结合雄安新

区规划要求和既有项目经验，总结建筑基坑支护和地基基

础选型在本地区应用情况，为后续项目建设提供参考。

1 区位水文地质介绍

雄安新区大地构造板块处于冀中台陷，现代地质活

动微弱，近千年来未发生过Ⅵ级及以上的地震灾害。全

境内地势西北较高，向东南依次降低，地面高程多在

5-26m，属堆积型平原地貌。第四系地层多以冲洪积、
冲湖积、冲积为主，形成了较大厚度的松散覆盖层。地

表以下100m内工程地质条件良好，但该区域也存在砂土
液化、软弱土、地面沉降、地面裂缝、水土腐蚀性等5类
不良地质作用。地下水类型以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为

主，主要分为浅层地下水和深层地下水两大类，其中大

部分地区浅层地下水的水位埋深在5-20m，单井涌水量在
1000-3000立方/天。[2]

图一 区域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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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保定平原河流图

雄安新区建筑基础所处地层主要以粉土、粉质黏

土、粉细砂为主，以雄安新区容东片区某项目地质情况

为例，主要参数取值如下。

主要岩土参数建议值一览表

地层
编号

岩土名称

地基承
载力特
征值fak

（kPa）

土钉极限
粘结强度
标准值qsi

（kPa）

桩的极限
侧阻力
标准值
qsk(kPa)

桩的极限端
阻力标准值

qpk(kPa)

①2 粉土素填土 / 10 / /

②1 粉质黏土 100 30 30（30） /

②2 粉土 110 35 35（40） /

②4 粉质粘土 120 40 40（45） /

②5 粉土 130 40 45（50） /

②7 粉细砂 140 45 45（50） /

④1 粉质粘土 150 45 50（55） /

④2 粉土 160 55 55（60） /

④4 粉细砂 180 55 40（45） /

⑤1 粉细砂 220 / 65（70） 800（1500）

⑤4 粉质黏土 160 / 55（60） 550（1100）

⑤5 粉土 180 / 65（70） 650（1300）

⑥1 粉质粘土 170 / 60（65） 750（1400）

⑥2 粉土 200 / 65（70） 800（1500）

⑥4 粉细砂 240 / 70（75） 900（2000）

⑦1 粉细砂 250 / 70（75） 1000（2200）

⑦4 粉质黏土 190 / 65（70） 900（1500）

⑦5 粉土 200 / 70（75） 950（1600）

⑧1 粉质黏土 210 / 70（75） 1000（1700）

⑧2 粉土 220 / 75（80） 1050（1800）

⑧4 粉细砂 260 / / /

续表：

地层
编号

岩土名称

地基承
载力特
征值fak

（kPa）

土钉极限
粘结强度
标准值qsi

（kPa）

桩的极限
侧阻力
标准值
qsk(kPa)

桩的极限端
阻力标准值

qpk(kPa)

⑨1 粉细砂 270 / / /

⑨4 粉质黏土 220 / / /

⑨5 粉土 230 / / /

注：（1）土钉土体与锚固体的极限粘结强度标准值qsk，按
照《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2012）相关要求提供，
为一次常压灌浆施工工艺情况下的标准值，设计时应根据具体
采用的设计条件、工程经验及施工工艺综合取值。

（2）表中桩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qsik及桩的极限端阻力标准
值qpk系根据《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按泥浆护壁
钻（冲）孔桩并结合工程经验提供，括号外参数为泥浆护壁钻
（冲）孔桩参数，括号内参数为干作业钻孔桩参数。

2 其他背景介绍

雄安新区抗震基本设防烈度为Ⅷ度，学校、医院、生

命线系统等关键设施按基本烈度Ⅷ度半抗震设防，应急指

挥中心、避难建筑等城市要害系统按基本烈度Ⅸ度抗震设

防。抗震设防烈度高于保定、石家庄等周边城市。

随着白洋淀治理和持续补水，根据正在施工和已完

成项目的地下水位监测结果显示，雄安新区地下水位正

在逐年上升。容东片区新建项目的抗浮设防水位取值普

遍在绝对标高6.5m-9.5m区间，远远高于原三县建筑的抗
浮设防水位。

3 建筑基坑支护

3.1  基坑支护形式介绍
3.1.1  放坡开挖
放坡开挖是一种最为经济、便捷、简单基坑开挖方

法，适用于基坑深度较浅、周围建筑物不太密集的情

况。在雄安新区，由于地质条件较好，地下水位较低，

场地普遍开阔，周围建筑物少，因此在一些单层地下室

的建设中放坡开挖得到了广泛应用。

目前在雄安新区部分项目中，有一些应用绿色装配

式护坡的案例。绿色装配式边坡安装简洁快速、材料环

保无污染，无需大型机具设施，可以减少安装人员数

量，降低整体工程能耗，综合成本低，较于传统的挂网

素喷坡面，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护坡形式。

图1 绿色装配式护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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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土钉墙
土钉墙是一种经济性较高、施工简便、连接性能稳

定可靠且工期短的基坑支护方式，它是以间距排列较密

的土钉体作为主要受力构件，加固边坡原位土体，并

较大限度地发挥土体自身强度的一种复合式挡土护坡结

构。通过土钉和土体之间相互作用，边坡土体被加固成

一个整体，提高了边坡整体稳定性。

3.1.3  PC工法桩
PC工法桩是由拉森钢板桩和钢圆管组合的打入式

基坑支挡结构，抗弯能力较强。将拉森板桩和钢圆管打

入土体中，通过锁口相互连接咬合，形成连续的钢结构

墙，可以阻挡水土。且工法桩往往与内支撑、锚索等配

合使用，可以取得较好的支护左右。

3.1.4  搅拌桩
搅拌桩是一种通过机械将水泥与土搅拌形成水泥土

桩，利用水泥当做固化剂的主剂，通过深层搅拌，在深

部地基土中就地将软弱土层和固化剂强制拌和，产生一

系列物理化学反应，使土体硬结成具有良好整体性、水

稳定性和一定强度的完整桩体。搅拌桩往往在软弱土层

中使用，在雄安新区几个项目应用表明，紧密土层中施

工存在一定难度。

3.1.5  钻孔灌注桩
钻孔灌注桩是指通过钻孔或挖孔，在地基土中形成

桩孔后放置钢筋笼后灌注混凝土而成。钻孔灌注桩适应

性强、承载力高、工艺和技术成熟，可以实现任意长度

的施工且无接头、材料造价高等特点。

3.2  基坑支护措施适应性评价
雄安地区工程地质条件良好，地下可见水位普遍较

低，建筑的正负零设计标高普遍高于现状地面标高。根

据场地情况和成本优先的原则，单层地下室基坑支护根

据成本优先可选用放坡开挖、土钉墙、PC工法桩、钻孔
灌注桩等支护形式。两层及以上深基坑工程，可采用分

级放坡、桩+锚索、桩+内支撑等支护形式，同时根据地
下水位情况采用相应止水或排水措施。

若采用放坡开挖，应充分考虑回填土的压实措施，

避免因工后沉降造成质量隐患。若采用锚索，应充分考

虑对周边地块影响。

4 地基基础选型

4.1  CFG地基
4.1.1  CFG地基
CFG复合地基是由水泥、粉煤灰、砂子、碎石等加

水拌和形成具有一定黏结强度和压缩性的半刚性桩体，

桩、桩间土和褥垫层一起承力形成复合地基。

4.1.2  预制桩
预制桩的生产成本较低，配筋率比较小，空心桩直

径小且比表面积大，单位体积的混凝土承载力很大，施

工技术难度比较低。但由于存在挤土效应，预制桩施工

过程中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大，且往往会造成已施工桩体

上浮。此外，在雄安已使用的项目中，存在较厚粉细砂

层难以穿越的情况。

4.2  地基基础适应性评价
在雄安新区成立前，本地区建筑地基主要采用CFG处

理。新区成立后，随着抗浮设防水位与抗震设防烈度提

高，往往会出现抗浮、砂土液化等问题。可根据项目情况

选用CFG、CFG+柱锤冲扩桩、预制桩、灌注桩等地基基础
形式。选用柱锤冲扩桩时，需注意土层中是否含有大尺寸

建筑垃圾、孤石等，并复核施工期地下水位，采取相应措

施；选用预制桩时，需注意穿越粉细砂层的适用性，必要

时可进行引孔；选用灌注桩时，根据桩长可采用长螺旋或

旋挖钻等工艺进行施工，但均应保证钢筋笼定位质量。

结束语

以上为雄安新区已建项目建筑基坑支护和地基基础

选型的选择和适用性分析，供后续项目建设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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