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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近年来我国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城市建设中建筑工程的数量也在不断提升,作为高层建筑中的基础工程,深基

坑工程项目的开展除了能对高层建筑施工质量进行保障,对于高层建筑稳定性和牢固性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和意义。

但是在传统施工理念和方式影响下,很多施工单位并没有意识到深基坑工程的重要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建筑工程的顺

利开展。基于此,本文就将对建筑深基坑工程技术问题进行详细研究,希望能对我国建筑行业稳定发展提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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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中,深基坑工程的涵盖范围十分广泛,比如建

筑物、道路桥梁、人防工程和地铁隧道等等,虽然很多建筑

中深基坑工程属于临时性工程,但是基于技术复杂性较强,

因此如果工程技术中存在问题,很可能对建筑工程发展产生

直接影响,甚至引发严重的经济损失。此外,深基坑工程建设

中往往需要众多技术参数,但是在开挖过程中受到各种外界

因素限制,如果仍然使用传统设计方式很难对问题进行有效

处理。在此种背景下,工作人员更需要加强对实践经验的有效

总结,按照深基坑工程的实际需求,构建全新工程理念和技术

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建筑深基坑工程技术优势。 

1 工程实例 

本文研究过程中以某工程作为案例分析对象,该建筑主

体的总占地面积为 9540 平方米,施工面积在 60700 平方米,

基坑边线与居民楼之间 近位置为 7米左右, 远位置在 15

米以上,工程基坑设计安全等级属于一级标准。由于基坑北

侧为施工场地,西侧为公路,所以实际施工场地比较有限,

要想进一步提升和保障施工安全性,就要有效进行基坑安

全支护[1]。 

2 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 

在建筑工程深基坑方案明确之前,施工单位需要指派工

作人员提前到施工现场进行水文地质情况的研究,在对工程

进行准确分析后,构建更为全面和有效的深基坑支护施工方

案。在此工程案例中,需要使用钢管桩超前支护、预应力锚

索控制基坑位移等综合支护技术。在建筑工程开展过程中,

如果存在场地广阔的优势,就应该在放坡处采用合理的应对

手段,从而选择更为科学和有效的支护方案,保证施工方案

的有效开展[2]。如果施工区域与群众生活区域距离接近,就

需要对工程方案进行合理调整,比如应用桩锚支护手段实现

工程建设。 

3 支护施工技术 

3.1 土钉和锚索的设计参数 

首先,在基坑工程的北部边坡采用工程放坡的形式进行

开挖处理,保证坡度大小控制在 1:0.4 比例中,剩下的三坡则

要采用垂直支护的手段。保证工程开挖深度在 8 米以上。其

次,支护施工中采用的施工材料也要保证性能的合理性,比如

锚索型号为 2×7φ5,锚固段要在 20 米以上。 后,施工人员

在工程建设中也要对基坑边线周围进行研究,确保工程开展

中不受到杂物影响,确保施工工程建设的稳定开展[3]。 

3.2 主要施工方法 

3.2.1 搅拌桩施工 

由于建筑工程中往往会有较大的砂层厚度,因此工作人

员如果进行单排搅拌桩施工不仅会对工程止水效果产生影

响,同时也需要花费众多时间和精力,不利于工作效率的提

升。工作人员在对问题进行分析后,认为双排搅拌桩施工方

案的应用更为合理。所谓双排搅拌桩就是对深层搅拌桩和水

泥搅拌桩进行融合的重要施工手段,针对各种搅拌桩手段,工 

 

用12钢筋制作长约2m简易活动直爬梯10个供人员上下。 

在壁上预埋－300*100*12@300 预埋件,焊接 25@300 钢

筋作为人员上下固定爬梯,爬梯使用时应在护壁砼达到

25MPa 后使用,具体见下图示： 

3.6 其他要求 

3.6.1 倒挂护壁分为 9层,从-0.6m 至-15.1m。第一层～

第八层每层层层高 1.7m 左右, 后一层高 0.9m。 

3.6.2 护壁厚度 0.45m,护壁内采用双层双向 14@150 钢

筋,双层钢筋之间采用￠8@600 拉结钢筋。 

3.6.3护壁用16@1000水平钢筋打入土中,钢筋长0.9m,

呈梅花形布置。 

3.6.4 二层护壁之间应浇捣密实,在环向@2m 用￠48.3

钢管留设排水孔,排除坑壁外侧地下水至坑内积水坑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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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参数标准也存在显著差异。比如深层搅拌桩工程开展中工

作人员还需要利用功率较大的搅拌桩机进行搅拌,确保搅拌

桩在砂层中发挥更大的优势。而水泥搅拌桩工作中则需要借

助32.5R硅酸盐水泥进行配浆,将水灰比控制在0.55-0.6范

围内,在提升搅拌速度的同时,更好的满足施工要求,在严格

管控过程中,对转速问题进行有效控制,避免设备对搅拌效

果产生负面影响。工程开展前,施工人员还需要对施工图纸

问题进行详细研究,合理进行标志桩与控制线的控制,这对

于施工顺利开展也将提供更为显著的积极影响[4]。 

3.2.2 土方开挖和边坡修整 

在搅拌桩施工工程完成 10 天左右后,才能继续开展基

坑开挖和支护工程。基坑开挖过程中工作人员也要详细进行

工程特征的研究,利用分段分层的方式进行工程开挖,保证

每层开挖深度与锚杆之间的距离得到有效控制,只有这样才

能避免出现工程的各种问题。当开挖工作完成后还应该对注

浆体强度问题进行研究,只有强度超过百分之七十,才能继

续开展后续工程的开挖。 

3.2.3 土钉和锚索施工问题 

在进行成孔项目开展过程中,允许出现相关误差。在工

程项目开展过程中,根据实际工程要求需要对成孔位置进行

准确标记,这对于后续工程项目开展也将提供更为显著的便

利性优势。按照该工程要求,需要将土钉位置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确保孔深位置和实际设计宽度的合理性,只有这样土

钉产生的倾角才能充分满足工程建设要求[5]。 

4 施工项目中的监测手段和应急预案 

4.1 支护施工监测的主要内容 

其一,加强对支护结构顶面位移变化情况的分析。其二,

加强对支护结构周围建筑物分布情况的研究,进一步分析沉

降情况的发展。其三,工作人员要加强对基坑地下水位变化

的有效分析,实时进行工程监控。其四,在进行基坑开挖项目

发展中,施工人员需要每天进行工程监测,在开挖项目完成

后,间隔几天进行全面监控,确保得到的监测数据和结果的

准确性,从而针对工程实际情况及时进行监测时间的调整和

管理。其五,施工单位也需要针对工程情况进行观测点的有

效设置,保证每个地下水位监测孔的合理性,只有这样才能

对工程沉降情况进行有效监测。 后,如果在工程建设中出

现不良气候,就需要定期进行工程监测和气候监测,只有这

样才能对相关预防工程进行有效开展。 

4.2 应急预案的处理对策 

建设单位还应该在工程建设中组建紧急预案组织机构,

在这项机构中,工作人员也要保证自身专业性,加强对工作

责任制度的有效落实,按照施工中容易出现问题的情况提出

合理的解决对策[6]。在这项工程项目开展过程中,由于大部

分施工区域都具备砂层,因此在实际开展支护工程中很容易

引发渗水问题,在此种背景下工作人员也要对问题进行积极

处理。在工程开展前,施工人员也需要在工程现场准备相关

的注浆设备,如果工程中出现渗水问题,工作人员就应该及

时进行土壤添加,对渗水问题进行控制,此外,还应该加强对

注浆设备的应用,对注浆设备进行必要的封堵处置,只有渗

水问题得到有效处置,才能进行后续工程项目的开展。同时,

施工人员还需要在工程现场准备大量沙宝袋或是型钢材料,

必要时借助这些材料进行基坑变形处置,避免出现严重的基

坑变形问题。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我国整体发展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

但是在建筑工程项目开展中仍然存在很多不完善的情况,特

别是在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如果不能及时进

行问题处理,必然会对工程建设质量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在今后建筑工程开展中,我们更需要加强对支护施工项

目的关注,通过对各项技术手段的合理应用,进一步控制工

程中出现的沉降、变形问题,这对于后续建筑整体施工效果

的提升也将起到更显著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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