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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基坑工程安全监测技术及工程应用
许恩明

上海市岩土工程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上海 201900

【摘 要】在深基坑施工中，由于施工周期长，周边地质环境的特殊性和不稳定因素，很容易造成深基坑塌方，

造成建筑物和道路倒塌，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在实际工作中要加强深基坑工程的安全监测，加强安全防范意识，提

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水平，科学施工，做好深基坑工程的安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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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1.1.项目简介

闵行区某地块标准厂房项目，位于闵行区东川路。

项目工程包括 22 栋塔楼，本工程地下室范围为项目北

侧 3～14 号楼及东侧 1、2 号楼范围。

1.2.工程地质条件

本工程 1、2、3 号基坑形状均呈四边形，1 号基坑

面积约 16416 平方米，2、3 号基坑面积均为 1731 平方

米。基坑周边路面标高为+3.85～+3.95，地块内部场地

标高为+3.4～+4.2，施工单位进场后应先平整二倍基坑

开挖深度范围内的场地至标高+3.5，再根据平整后的场

地标高施工围护结构。拟建项目为一层地下室，根据整

平标高+3.5，1 号基坑开挖深度约 6.6m，电梯局部落深

坑处深度约 8.1m，集水井落深坑处为 8.0m；2、3 号基

坑开挖深度约 3.7m，电梯局部落深坑处深度约 5.1m，

集水井落深坑处为 6.15m，基坑采用直径 650@400 型钢

水泥土搅拌墙作为围护结构，基坑采用对撑的钢筋混凝

土支撑体系，竖向设置一道混凝土支撑。

2.水文地质条件

该项目主要由粘性土、粉性土及砂土组成。场地自

上而下土层依次为：①层填土、②层灰黄色粘土、③层

灰色淤泥质粉质粘土、④灰色淤泥质粘土、⑤灰色粉质

粘土、⑤2-1 层灰色砂质粉土夹粘性土、⑤5-2 层灰色粉

质粘土、⑤5-3 层灰色粉质粘土夹粉性土、⑤3-1 层灰色

粉质粘土、⑤3-4 层灰黑色粘土、⑦2-1 层灰色砂质粉土、

⑦2-2 层灰色粉砂、⑧层灰色粉质粘土夹粉性土。

基坑涉地下水主要为浅部土层中的潜水，一般离地

表面 0.3～1.5m，勘察实测地下水稳定水位埋深介于

0.15～1.25m 之间。（微）承压水分布在 ⑤层及⑦层，

⑦层埋深较深，对本工程无影响。上海地区承压水水头

埋深一般在 3～11m，本场地⑤层承压水层顶埋深约

15.9m，当基坑开挖 6.6m 时，开挖后地基土抗承压水稳

定性满足规范要求。

3.监测等级、监测范围与监测内容

3.1.监测等级

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三级，局部二级;环境保护等级

为三级。在本项目监测期间，按照监测级别进行二级实

施和控制。

3.2.监测范围

结合上海基坑工程实践，结合基坑支护结构的设计

要求，提出了防止基坑失稳，减少基坑开挖对周边环境

影响的对策。在基坑开挖过程中，不要进行大范围的打

桩，并要加强对基坑变形的监测，做到信息化，保证周

边建筑物、构筑物和管道的安全。应以工程基坑施工区

域周围 2 倍基坑开挖深度范围内的建筑物、地下管线、

周边土体以及基坑围护结构本身作为本工程监测及保

护的对象。

3.3.监测内容

本工程基坑开挖深度较深，需要在施工过程中进行

全面的现场监测，充分了解围护结构及周边环境的情况，

根据监测结果动态调整优化施工参数，指导施工。根据

本工程露天施工的特点，在勘察周边环境、设计单位提

出的监测技术要求、业主招标文件的要求以及相关规范

的要求后，综合考虑监测设置。深层水平位移；坑外潜

水水位观测；坑内水位；支撑轴力；。②基坑周边环境

监测：主要是针对基坑周边二倍基坑开挖深度范围内的

地表、管线进行变形监测，监测内容如下所列：周边管

线监测；周边地表沉降；周边建筑物竖向位移监测。③



Universe
Scientific Publishing

Exploration of Engineering Technology, 工程技术探索(22)2022, 4

ISSN:2705-1242(Print)

-10-

支护体系、围护体系裂缝观察，周围环境的观察及巡视。

④支撑轴力监测。⑤维护墙顶部竖向及水平位移监测。

⑥立柱竖向位移监测：裂缝观察，周围环境的观察及巡

视。

4.监测控制网

4.1.平面控制点

4.1.1 埋设

为保证监测工作的简单、准确，消除站心误差，尽

量将水平位移控制点设置为强制对中观测墩，并采用精

密光学校准设备，使对中偏差小于 0.5mm。

4.1.2 联测

控制点定期进行联测，精度应满⾜《建筑变形测量

规范》观测精度等级为二级的相关要求，每月联测⼀次。

4.1.3 平差计算

观测数据可利用“南方平差易”进行严密平差，取

得控制点的坐标数据等。

4.2.沉降测量基准网

4.2.1 基准点与工作基点埋设

沉降测量基准点网由基准点和工作基点组成。基准

点应设置在施工区域影响范围外能见度较好的位置。基

准点数目应大于 3 个，基准点应稳定。根据现场情况可

采用混凝土普通水准标石或墙脚、墙柱上标志，最好采

用深埋式水准标石。

为便于监测工作布置⼀定数量的工作基点，基准点

与工作基点的布置应充分考虑测区覆盖范围、自身稳定

性校核等因素，在现场踏勘的基础上设计、布置、测量

和验收，确保监测、后期沉降测量期间稳定可靠。

4.2.2 联测

基准点、工作基点、甲供的高程控制点采用符合或

闭合水准路线进行联测，联测频率为每月⼀次，对有承

压水风险的区域加密联测，联测测量严格执行国家二等

水准测量技术要求，往返闭合差应不⼤于 1.0nmm。

4.2.3 平差计算

监测基准点高程通过“ADJUSTLEVEL”严密平差得

到。

5.监测信息反馈

确保监控进度的措施，在进入现场后，按业主要求

的时限提交监控报告。为了确保工程施工顺利地进行，

应采取⼀些措施。

①为满⾜监督要求，配备适当的检验仪器和监察⼈
员。

②所有监测⼈员对需要进行的监测项⽬都很熟悉，

并能熟练进行操作。

③可以对时间进行适当规划，并在监控计划中留出

⼀定的调整时间，以便出现不利的天气或其他不可预见

的状况时进行适当调整。

④按照项⽬的具体情况和客户的需求，制订监理工

作方案，保证项⽬的按期和质量。

6.结束语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深基坑工程日益增多，

施工难度也越来越大。为了保证深基坑工程的正常运行，

防止基坑周围结构的变形，相关监测机构应利用先进的

监测技术，开发综合监测系统，及时发现和处理这些问

题，从而达到信息化建设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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