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邻地铁超深基坑嵌岩地下连续墙施工技术

   

【摘要】 本研究主要对紧邻地铁超深基坑嵌岩地下连续墙施工技术进行了深入探讨与系统研究,如创新

使用的机械成槽施工技术,以及对地下连续墙所采取的防护措施等。实践证明,此技术的使用有效保障了

地铁隧道的安全。在本次施工过程中,BIM实况模拟技术的应用也为地铁隧道的安全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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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进程的不断推进,在我国

多数城市中都开始大力投入地铁工程的建设。在此

过程中,三维城市空间的开发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建

设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在此技术的支持下,基坑

工程的开挖深度也日渐增加。而在此过程中,由于

工程的日益复杂,所应用到的支护种类也日渐繁多,
再加上施工工艺的合并使用,使得当前对深基坑工

程的要求也越来越多。尤其是超深基坑项目,由于

在超深基坑开挖过程中,其地质中硬岩地层中存在

诸多嵌岩,这就为其地下连续墙的施工带来了诸多

困难。尤其是当此施工区域紧邻地铁项目时,更是

困难重重。本研究就通过结合分析某市紧邻地铁超

深基坑嵌岩地下连续墙施工项目,并对其施工过程

中的关键技术进行了分析。

1 工程概况
此工程项目占地1万余平方,项目规划建设1

栋层高为70层的超高层建筑,其中地上约高400
米,地下6层。项目设计基坑为矩形设计,深度为

43.26米,其中支护长约为375米,开挖面积约8600
平方米。在对基坑进行维护时,设计采用地下连续

墙、三重管高压旋喷桩以及隔离咬合桩的方式。此

基坑紧邻市地铁线,最近处距离地铁隧道外沿约为3
米。通过对施工所在地的土质进行勘察发现,其地

层组成较为复杂,同时在地下存在有较为坚硬的岩

石,场地条件较差。经测量计算发现,其地下连续墙

需要入岩石约30米。

2 施工重难点
结合实地测量结果综合分析后发现,在本次施

工项目中重难点主要集中在如下几方面:首先,由于

此工程紧邻地铁保护区,在进行地下连续墙施工时

由于会对周边的土体产生影响而致使土体出现形

变,或者在连续墙附近出现水位下降的情况,严重时

甚至会导致地铁隧道出现管片开裂的情况,这些都

将会影响到地铁的运行安全。因此,为确保施工过

程中不会对地铁隧道产生影响,应先在一侧进行隔

离咬合桩,以充分隔离开施工现场与地铁隧道,之后

再进行地下连续墙的施工。其次,由于基坑深度较

大,在地下又存在较多极其复杂的管线,施工区域内

岩方量也较大。经测算,此次项目中地下连续墙的

厚度约1.5米,并且最深已达40米。最后,则是在

此次项目中,单项工程量较大,并且施工工期较短。
再加上由于施工场地本身就较为狭小,同时又紧邻

地铁保护区,当施工开始后,随着进场重型设备以及

施工材料的不断增多,场地布置将面临诸多困难。

3 关键施工技术

3.1 紧邻地铁保护施工技术
由于项目紧邻地铁隧道,因此在项目施工开始

前就应当对基坑围护结构的相关特性进行确认,确
保其刚度、强度都符合要求,并且还应足够稳定,同
时还能有效避免对地铁隧道产生扰动。基于此,在
施工前尝试在紧邻地铁一侧使用隔离咬合桩,通过

使用全回转全套筒施工,在辅助钢套筒对桩孔进行

跟进支护,以此作为地下连续墙的护槽桩。与此同

时,在施工时应确保套筒始终超前咬合桩施工开挖

面超过2米,以避免在孔底出现涌砂的现象,从而就

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施工时对周围土体产生扰

动,进而避免对地铁隧道产生影响。当对隔离咬合

桩施工结束后,还应当使用三种管高压旋喷桩对地

铁侧以及地下连续墙的槽壁进行加固。在两者的相

互结合下,即可实现对地下连续墙槽壁的有效保护,
并能对地铁隧道的安全也形成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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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地下连续墙施工技术
3.2.1 地下连续墙成槽施工

在本项目中,地铁保护区范围内,其地下连续墙

厚度约为1.5米,导墙厚度约为0.3米,使用的钢筋

主要为φ12@200HPB400。通过结合前期勘察结果

与实际地质情况,在施工过程中首次创新使用了旋

挖机引孔、成槽机成槽与铣槽机铣槽结合的施工工

艺。具体施工工序为:旋挖机挖孔→液压抓斗成槽

机抓斗成槽→铣槽机铣削成槽→泥浆护壁成槽。其

中,挖孔间距为1.2米,抓斗成槽主要针对非入岩部

分,铣削成槽则针对入岩部分;护壁泥浆则需要使用

膨润土掺和重晶石粉拌制。
3.2.2 刚性止水接头

对于地下连续墙钢筋笼接头处,在此次施工过

程中则使用 H型钢接头,这样既能起到防止接头处

出现塌方、混凝土浇流,又同时可避免接头处出现漏

水的现象。再加上此类接头的制作通常都较为简

单,因此使用极为广泛。

3.3 BIM 技术方案优化
1)优化施工现场布置

在施工现场,通过对场地进行合理布置,不仅可

以确保施工的顺利性,还能有效提升施工效率。由

于地下连续墙项目本身工程量就较为巨大,在施工

过程中所需要使用到的施工工艺也较为繁杂,鉴于

BIM技术在实况模拟上的优越性,可使用此技术提

前对施工现场进行布置规划,以有效减少场地中机

械设备的运输路程,最大程度减少运输成本,同时还

能有效保障施工现场。
2)优化机械设备

通过BIM技术的使用,在对施工现场进行事先

模拟的情况下,可以对比多种施工机械,并最终选择

出最为适宜的机械设备。与此同时,还能在实际模

拟过程中提前对施工机械的相映成参数进行验证,
以检测其是否符合施工所需。
3)优化施工方案

在预先的模拟施工中,通过对施工方案的演练,
可以提前确定出方案是否可行,同时还能模拟分析

出所指定的施工场地是否可满足相应的空间需求,
并且还能验证出大型机械进出场时施工场地的交通

情况是否支持。此外,通过事先模拟,还能检测出管

线是否存在碰撞现象。

4 安全及质量保障措施
4.1 基坑安全检测

在进行安全检测的过程中,主要通过使用全自

动监测设备同步监测基坑与地铁的变形情况,当基

坑变形超出1公分时即可立即发出报警。

4.2 质量保障措施
首先是在隔离咬合桩施工过程中,必须要确保

使用全套筒全回转的方式,同时还应保证套筒与咬

合桩开挖面之间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

上避免对地铁隧道周围的土体产生人扰动;
其次,则是在成槽过程中,工作人员一定要时刻

关注槽段的垂直度。当此项施工结束后应当立即使

用相应的检测仪对特定部位如槽段工字钢及其中部

的槽壁的垂直度进行检测,一旦检测发现其中存在

偏差,就应当立即使用铣槽机进行纠正。
最后则是应对地下连续墙的混凝土强度进行检

验。在检验过程中,应当重点对墙底以及墙身进行

检测,检验时使用的仪器通常为超声波设备,同时还

应做抽芯试验。通常情况下,抽芯实验应不少于10
个槽段,而超声波检验槽段中得到孔时,其数量应大

于5个。

结束语:
在此项目的施工中,通过使用多种机械,并结合

使用多种新型技术,不仅有效缩短了单幅地下作业

的时间,还能使地下成槽的稳定性得到保障,有效避

免了施工质量问题,同时还能极大地减少因施工事

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并保障了地铁隧道的安全。
通过此项目中多种关键技术如BIM 技术的实践应

用,有效的解决了在地铁附近地下空间难于开发的

困难,并为我国现代化城市进程的不断加快提供了

诸多助力,同时也带动了城市中建筑物的多元化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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