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路桥工程 

 29 

建筑施工管理 
第 2 卷◆第 1 期◆2020 年 1 月 

路桥工程施工中的软土地基处理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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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农村向城镇发展的步伐也进一步加快，沟通人与世界的公路桥梁也进一步发展开来，路桥工程建设
逐步推进，路桥所涉及的地区越来越广，工程量也不断的增加。在路桥工程的具体施工中，软土地基问题处理方式方法不合理，会直接导
致工程质量受到影响，并且伴随安全隐患出现。所以，软土地基的处理技术研究是施工单位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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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软土地基对路桥工程施工所带来的影响分析 

1.1 路面硬化问题的频繁出现 
由于软土地基结构的特殊性，稳定性和强度上存在很大的也

对，并且基本的抗压能力太差，软土地基的这些缺陷，致使路面出
现硬化的现象。目前我国的路桥建设中，常规使用的材料多为混凝
土和沥青，但是混凝土由于原材料的不同会有很多不同的规格，从
而性能也千差万别，沥青质软，以上两种常规材料所具有的稳定性
并不高，从而对路桥工程施工质量受到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稳
定性。路面出现开裂以及硬化现象，与路面建设材料有不可分割的
关系。 

1.2 阻碍路桥工程稳定性发展 
软土地基之所以各种性能差，是因为软土地基是由沙砾、泥炭

和松质土壤经过充分混合形成的。软土地基形成的成份，也让软土
地基具有抗压性弱、对水的吸收能力差、本身含水量高和轻易被压
缩的一系列缺陷。基于这些缺陷，在路桥工程的实际工程实施中，
往往存在压实施工，软土地基虽然很容易被压缩，但很难做到让压
实充分进行，这样，软土地基的实际使用稳定性就会被破坏，那么
路桥的整体质量就会受到严重影响，阻碍其稳定性的提升。由于我
国地形的复杂性，雨天开展的压实工作，难以对雨水进行渗透，导
致路面受到雨水的严重侵蚀作用，这些问题都会是工程整体质量受
到严重影响。 
2 路桥工程施工中软土地基处理技术 

2.1 表层处理技术 
软土地基的处理技术有很多，目前我国路桥施工中的选择很

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施工单位技术人员应该首先由表及里，先
对表层土壤监测工作做充足，发展问题后，要及时采取处理措施及
时补救，提高土壤抗压能力。仔细划分，表层处理技术包括以下几
点： 

（1）表层排水法：软土地基的土壤里储存着大量的水分，但
是这些水难以排出，怎么能够排出表层的水，减少土壤中的水，是
当务之急。通过实验发现，在表层中加一层砂砾层，可以增加硬实
度，这样可以有效提高路面的承载力。 

（2）粉喷桩加固法：无论在什么场地施工，必须保证施工环
境的整洁，粉喷桩加固法会提前设计好图纸，根据现有图纸，施工
人员开始进行施工，用这种方法来留住软土地基的最表层的土壤。 

（3）垫敷材料法：常见的软土地基强度不均匀，可能是在软
土地基内部某一部分有不规则的下沉现象所致，这样的问题，施工
操作中一般采取垫敷材料法解决，所用的材料多选用土工布、化纤
无纺布、玻璃纤维格网等具有剪切力强度高、拉伸强度高的材料。
不仅填充了缺陷，还有效使基础承载力提高。 

（4）添加剂法：一般的土壤粘接性不高，但在实际施工中，
会出现黏性较高的土壤，黏性土壤的含水量高，而石灰是一种高吸
水材料，将石灰石灰掺杂进高粘度土壤中，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表层容易塌陷和断裂的问题解决了，施工场地就可以使用大型的工
程机械，可以使工程在预期的时间内完成，保质保量。 

2.2 强夯处理技术 
强夯处理技术主要是利用重力作用，将重物从一定的高度落

下，对软土地基进行强有力的夯实，增加软土的密实程度，进一步
可以是软土地基强度得以改善。强夯处理技术是目前发现操作工艺
简单，效果显而易见的处理方法，这种处理方法的优点可简单总结
为：操作工艺简单；改善软土地基的孔隙率；提高软土地基的压缩
性；夯实 10.5cm 左右的软土地基深度；将软土地基的强度提升至
原来的若干倍。此外，软土地基经过强夯实工艺后，土壤的密实性
增强，其自身强度也大大提升，结构的稳定性也会大大提升。低廉

的成本、简单的操作，使得强夯实处理技术在建筑领域改善软土地
基中被广泛应用，当然，夯实处理的方法也有很多的弊端，其中最
为突出的就是夯实的声音较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人的正常工作和
学习。在人群较为集中的地带，并不建议使用强夯处理技术来解决
软土地基问题。很好的技术需要技术人员的进一步开发研究。 

2.3 砂垫层处理技术 
软土地基中，有些地区土壤的含水量较高，而且软土层较薄，

这种情况，施工团队往往采用砂垫层处理技术，这也是软土地基处
理方式中常用的方法。砂垫层不仅可以对软土地基起到加固的作
用，还提供了上层排水的支持，通常仅需要垫 0.5-1.2 米的厚度即
可达到明显效果。砂垫层的存在，有效的降低了填土水位。施工过
程中使用的设备一般为质地较重的大型机械，在实际施工中，必须
留有机械运行空间，杜绝机械设备因自身重量而使软土层发生形变
问题。当然，砂垫层的厚度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加以调节，或增加或减少，只要达到预期效果即可。砂垫层的施工
中，必须保证平整均匀，不能使排水工程受到砂垫层的影响。除此
之外，挤淤砂石处理技术可以有效的互补砂垫层处理技术，二者的
有效结合，大大提升了工作的质量。因为挤淤砂石处理技术可以处
理表层没有硬壳以及地下水位较高的特殊施工地段。基础工程的建
设必须做到牢固，为后续工程的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2.4 加载与置换技术 
据调查现有的软土基地处理技术原理主要是从软土下降和沉

降等角度作为考虑的出发点，而加载处理技术，的不同之处在于，
变被动为主动，促使地基层主动沉降，直到达到地基层不再下沉。
无论使用哪种处理首先做的都是对地基稳定性进行检测，但加载处
理技术，在检测完成后，需要在表层铺一层防水薄膜，将土壤最大
限度的添加进去，增加地基强度。在软土地基处理技术中，置换技
术也可以解决其他处理方式解决不了的问题。比如，将软土层挖出，
用优质土填进去，这样从根源处解决问题的办法，可以彻底根除软
土地基带来的麻烦。由于现实的施工场地面积很大，工作量巨大，
要实现置换处理技术，就要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如果不是万不得
已，置换处理技术使用也需要选择优质的置换土，优质的粗颗粒土
是目前的置换首选，置换完成后，压实工程要做到位。 

2.5 反压护道处理技术 
软土地基缺少的是稳定性，将护道垒筑在路桥主路两侧的反压

护道处理技术有效解决了稳定性差的问题。要达到把路基稳定性提
高的效果，道路两侧填筑层的高度在三分之一或者二分之一左右为
最佳状态，并且这种填筑层高度可以让施工进度加快。另外的，路
桥工程中存在通道和涵洞，这些设计的存在，使对建筑的稳定性要
求更高，砂柱、粉喷柱、或者旋喷柱可以进一步增强稳定性，多种
技术相结合，使路基稳定性更强。总之因地制宜使用不同的技术处
理相应的问题。 
结论 

软土地基处理作为路桥工程施工中的重要环节，不仅能使安全
性能有效提高，还能保障公路质量的优质，软土地基处理中，加固
地基能够避免塌陷和下沉现象。在实际的施工中，施工技术人员要
因地制宜，选择适合软土地基处理技术，诸多的软土地基处理技术
中，总有一种方式可以解决问题，或者采用多种方式互补的形式，
做到活学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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