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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岩土勘察和施工处理技术

王娜娜
浙江化工工程地质勘察院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325000

摘� 要：本文着重探讨了建筑工程中岩土勘察和施工处理技术的关键性。首先，介绍了岩土勘察的重要性及其主

要方法，包括地质测绘、地球物理勘探、钻探和取样等。然后，阐述了施工处理技术，如土壤改良、地基处理和桩基

技术等。最后，通过实际案例，说明了岩土勘察和施工处理技术在建筑工程中的实践应用。希望通过本文的探讨，能

为相关领域提供有力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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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和城市化进程的

加速，建筑工程正朝着更大规模、更高复杂性的方向发

展。在这一背景下，岩土勘察和施工处理技术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它们不仅是工程建设的基石，更是确保建筑

安全、经济高效的关键环节。本文将深入探讨岩土勘察

与施工处理技术的最新发展与应用实践，以期为建筑工

程领域的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1 建筑工程岩土勘察和施工处理技术的重要性

建筑工程岩土勘察和施工处理技术是确保建筑安

全、稳定、经济的基石，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性。第

一，工程安全性的保障。通过岩土勘察，工程师可以全

面了解建设场地的地质条件，如土壤性质、地下水位、

断层和滑坡等潜在风险。这些信息为工程师提供了设计

安全基础的关键数据，有助于避免或减小地质灾害的发

生。施工处理技术则确保了施工过程中的安全，如针对

软弱土层的加固、滑坡风险的防控等。第二，工程稳定

性的确保。岩土勘察能够揭示地基土层的分布、厚度和

性质，为地基设计提供准确依据。合理的地基设计能够

确保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的稳定性，防止因地质因素导

致的沉降、开裂等问题。施工处理技术如桩基、地下连

续墙等进一步增强了工程的整体稳定性。第三，工程经

济性的提升。岩土勘察的详细报告使设计人员可以根据

实际地质条件进行针对性的设计，避免了不必要的浪

费。同时，施工处理技术的合理选择和应用能够减少施

工难度和工期，降低工程成本。比如，对于某些地质条

件较差的场地，采用适宜的土壤改良或地基处理技术，

可以避免采用更复杂、昂贵的结构形式。第四，环境保

护与可持续发展。岩土勘察和施工处理技术不仅关乎工

程本身的安全和稳定，也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密切

相关[1]。通过合理的岩土勘察和施工处理，可以减少对环

境的破坏和污染，促进建筑与环境的和谐共生。

2 岩土勘察技术

2.1  地质测绘
地质测绘是岩土勘察的初步工作，通过地表观察和

描述，对建设场地的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等

基本情况进行初步了解。在进行地质测绘时，勘察人员

会首先对场地进行宏观的观察，包括地形的高低起伏、

地貌的形态特征等。这些信息能够反映出场地的基本地

质条件，为后续的详细勘察提供指导。接着，勘察人员

会对地表的岩石、土壤等露头进行详细观察和描述。他

们会记录不同地层的岩性、颜色、结构、构造等特征，

以及地层之间的接触关系。这些信息对于了解场地的地

层结构、岩石类型和性质非常重要。此外，地质测绘还

会关注场地内的地质构造现象，如断层、褶皱等。这些

构造现象可能对工程建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产生影响，

因此需要进行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地质测绘通常还会结

合一些辅助手段，如地质雷达、浅层地震仪等地球物理

勘探方法，以获取更详细、准确的地质信息。

2.2  地球物理勘探
地球物理勘探，简称物探，利用物理学原理和方

法，对地下岩土体进行无损探测，旨在了解岩土层的分

布、厚度和性质。相比于传统的钻探方法，物探具有非

破坏性、高效率、低成本等优点，因此在岩土勘察中得

到了广泛应用。物探方法多种多样，其中地震波法和

电磁波法是最常用的两种。地震波法通过人工激发地震

波，并接收和分析其在地下岩土体中的传播特性，来推

断岩土层的结构和性质。这种方法对于了解深层岩土条

件特别有效。而电磁波法则是利用电磁波在地下岩土体

中的传播和反射特性，来探测岩土层的变化和异常。这

种方法对于浅层和中层的岩土勘察效果较好。在进行地

球物理勘探时，通常需要选择合适的物探方法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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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场地条件和勘察目的来确定测线布置、参数设置

等。随后，通过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解释和分

析，可以得到地下岩土体的详细信息，如层位、厚度、

岩性、含水率等。

2.3  钻探和取样
钻探和取样是通过使用专业的钻探设备，在地下不

同深度进行钻探，从而获取岩土样品。这些样品随后被

送往实验室进行详细的试验分析，以获取岩土的物理力

学性质和水理性质。钻探过程中，工程师会根据初步的

地质测绘和地球物理勘探结果，选择合适的钻探点和钻

探深度。钻探设备包括旋转钻、冲击钻、振动钻等，它

们能够穿透各种不同类型的岩土层，获取连续的岩芯或

土样。这些样品直观地展示了地下的岩土结构和性质，

为工程师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取样后，岩土样品

会被送往实验室进行一系列的试验分析。这些试验包括

颗粒分析、密度测试、含水率测定、剪切强度试验等，

旨在获取岩土的详细物理力学性质，如密度、孔隙度、

渗透性、抗剪强度等。同时，还会进行水理性质试验，

如吸水率、膨胀性、崩解性等，以评估岩土与水相互作

用时的性状变化。

3 施工处理技术

3.1  土壤改良
土壤改良是施工处理技术中的重要一环，其目的是

通过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改善土壤性质，提高地基承

载力，减小地基沉降。在建筑工程中，地基的稳定性和

承载力是至关重要的，而不良的土壤条件往往会对工程

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土壤改良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

重要手段。物理方法主要是通过改变土壤的物理结构来

提高其工程性质。常用的物理方法包括振动、压实、换

填等[2]。振动可以通过施加外部振动力来改变土壤的密实

度和内摩擦力，从而提高其强度和稳定性。压实则是利

用重物或压路机对土壤进行压实，减小土壤的孔隙度，

增加其密实度和承载力。换填则是将不良土壤挖除，换

填为性能较好的土壤或石料，以改善地基条件。化学方

法是通过向土壤中添加化学物质来改变其工程性质。常

用的化学方法包括土壤固化、土壤稳定等。土壤固化是

利用固化剂与土壤中的水分和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形

成坚硬的固化体，从而提高土壤的强度和稳定性。土壤

稳定则是向土壤中添加稳定剂，改变土壤的水理性质和

力学性质，减小其变形和沉降。生物方法则是利用生物

作用来改善土壤性质。例如，通过种植植物或添加微生

物来促进土壤的固化和稳定。植物的生长过程中，其根

系可以固定土壤颗粒，增加土壤的抗剪强度；同时，植

物的枯枝落叶等有机物可以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改

善其水理性质。微生物则可以分解土壤中的有机物，释

放出对植物生长有益的养分，同时促进土壤结构的形成

和稳定。总之，土壤改良是一项复杂而重要的技术，它

涉及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方法。

3.2  地基处理
在建筑工程中，地基是支撑整个建筑物荷载的基

础，其稳定性和承载力对于工程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然

而，在实际工程中，常常会遇到各种不良地基条件，如

软弱土层、湿陷性黄土、膨胀土等。这些不良地基会给

工程建设带来很大的挑战，因此需要进行地基处理，

以提高地基的稳定性和承载力。地基处理的方法多种多

样，常用的方法包括换填、夯实、预压等。换填法是将

不良地基土全部或部分挖除，然后换填为性能较好的土

壤或石料。这种方法适用于处理浅层不良地基，可以有

效地提高地基的承载力和稳定性。夯实法是利用重物或

特制的夯实机械对地基土进行反复击打，使土壤颗粒重

新排列，达到提高土壤密实度和强度的目的。这种方法

对于处理可夯实的不良地基土具有较好的效果。预压法

是在建筑物施工前，对地基施加一定的荷载进行预压，

使地基在建筑物荷载作用下提前完成部分或全部的沉

降。这样可以减小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的沉降量，提高

地基的稳定性。预压法适用于处理深层不良地基和需要

严格控制沉降的工程。在进行地基处理时，需要根据具

体工程条件和地质环境选择合适的处理方法[3]。

3.3  桩基技术
在建筑工程中，当遇到承载力要求较高或地基条件

较差的场地时，桩基技术便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施工处理

技术。该技术主要是通过将建筑物荷载通过桩传递到深

层稳定土层，从而确保建筑物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桩基

技术有多种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灌注桩和预制桩。灌

注桩是在施工现场先钻孔，然后在孔内灌注混凝土形成

的桩。这种桩的优点是可以根据地质条件灵活调整桩长

和直径，同时桩身与周围土壤紧密结合，具有较好的承

载力和抗震性能。而预制桩则是在工厂预制好桩身，然

后运至施工现场进行安装的桩。这种桩的优点是生产效

率高、质量稳定，适用于大规模和标准化的工程建设。

在采用桩基技术时，首先需要进行详细的地质勘察和设

计分析，确定桩的类型、长度、直径以及布桩方式等。

然后根据设计要求，进行施工准备和桩的施工。施工过

程中需要严格控制桩位、桩的垂直度以及混凝土灌注质

量等关键因素，以确保桩的施工质量和安全。桩基技术

的优点在于能够充分利用深层稳定土层的承载力，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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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的沉降和变形。因此，在建筑工程中，桩基技术

被广泛应用于高层建筑、桥梁、码头等重要工程领域。

4 实践应用案例

工程案例：某高层建筑项目，该项目为一座60层的
高层建筑，位于地质条件极为复杂的山区。为确保建筑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项目团队进行了详细的岩土勘察。

4.1  岩土勘察数据
通过为期两个月的密集岩土勘察，经过岩土勘察，

我们获得了该高层建筑项目的关键地质数据。钻探结果显

示，最大钻探深度达到100米。土层分布方面，0-30米为
杂填土，30-60米为软弱土层，而60-100米则为硬质岩层。
地下水位位于地表下15米处。滑坡风险指数评估为高风
险，而地震烈度为7度[4]。这些数据为我们提供了全面的

地质信息，有助于我们制定有效的土壤改良和桩基技术方

案，确保高层建筑的地基稳定性和承载力满足要求。

勘察项目 数据

钻探深度 最大100米

土层分布
0-30米为杂填土，30-60米为软
弱土层，60-100米为硬质岩层

地下水位 位于地表下15米处

滑坡风险指数 高风险

地震烈度 7度

图1 岩土勘察数据表

4.2  问题与挑战
该项目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包括，软弱土层：该

土层承载力低，仅为150kPa，无法满足高层建筑的荷载
要求。潜在滑坡风险：场地地形陡峭，加上雨季的影

响，存在严重的滑坡隐患。地震影响：项目所在地处于

地震活跃区，需要特别考虑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

4.3  解决方案
为了解决地质条件带来的问题，项目团队实施了一

系列综合处理措施。首先，他们进行了土壤改良，通过

向软弱土层中注入高分子聚合物和固化剂，成功地将

土层的承载力提高到了250kPa以上。其次，团队采用了
桩基技术，使用了直径1.2米的钻孔灌注桩，这些桩穿
透了软弱土层并深入硬质岩层，从而确保了桩基的承载

力达到了设计要求的4000吨。除此之外，为了应对地震

风险，项目团队还采用了先进的抗震结构设计和隔震技

术，以降低地震对建筑物的影响。

在实施了土壤改良和桩基施工后，项目团队进行了

持续的监测，并记录了以下数据结果如图2：地基的最大
沉降量为10mm，这表明地基非常稳定；所有桩的承载力
均达到或超过了设计要求的4000吨，证明了桩基技术的
有效性；在滑坡情况方面，没有明显滑坡迹象，滑坡风

险得到了有效控制；至于结构抗震性能，在模拟地震试

验中表现良好，满足了抗震设计要求。这些监测数据充

分证明了项目团队所采取的综合处理措施的有效性和可

靠性。

监测项目 数据

地基沉降量 最大10mm

桩承载力
所有桩的承载力均达到或超过

设计要求的4000吨

滑坡情况
无明显滑坡迹象，滑坡风险得

到有效控制

结构抗震性能
在模拟地震试验中表现良好，

满足抗震设计要求

图2 实施与监测数据结果表

结语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工程实践经验的不断深化，

岩土勘察和施工处理技术在建筑工程中发挥的作用将更

加显著。为了确保建筑工程的安全、经济和高效发展，

我们必须时刻关注这些技术的进步与创新。展望未来，

我们应不断深化研究，提高岩土勘察的精度和施工处理

的效率，同时结合新兴技术，为建筑工程的稳健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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