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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基坑支护在房建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薛旭云

云南省 曲靖市 655000

【摘 要】随着高层建筑数量逐年增多，这对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和施工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基坑支护

技术作为高层建筑施工中一项重要的基础施工技术，其在保证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实

际工程施工过程中，必须做好深基坑支护技术应用工作，切实做好深基坑支护技术的应用要点研究，提高深基坑支

护技术的应用水平。本文分析了深基坑支护存在的问题，对深基坑支护技术在项目中的应用要点进行了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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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高层建筑已

成为城市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高层建筑施工是一

项复杂的工程，需要考虑到的因素很多，而且建筑施工

作业面较小、工程量较大、施工周期较长等都是影响建

筑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重要因素。在建筑工程施工过

程中，深基坑支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施工技术，其在

保证建筑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

在实际工程施工过程中，必须做好深基坑支护技术应用

工作，切实提高深基坑支护技术的应用水平，不断提高

深基坑支护技术的应用质量。

1 深基坑支护的概念

深基坑支护主要是指在地下建筑工程施工中，对地

下结构物的基础、围护结构以及墙体等进行加固，以达

到保证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的目的。由于地下结构的建造

需要对地下土体进行开挖，这就会导致周边土体失去支

撑力，从而引起地层塌陷、地面沉降、周边建筑物（构

筑物）及设施处于不安全状态等问题。为了确保施工的

安全和周围环境的稳定，深基坑支护工程尤为重要。

2 深基坑支护的主要形式

2.1 排桩支护

排桩支护是一种常见的基坑支护形式，它由支护桩、

支撑或锚杆以及防渗帷幕等组成。根据不同的施工情况，

可以采用不同的支护结构，如悬臂式支护结构、拉锚式

支护结构、内撑式支护结构和锚杆式支护结构。同时，

根据桩的类型，排桩支护可以分为钢管桩、预制混凝土

桩、钻孔灌注桩和挖孔灌注桩等。排桩支护的优点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无需在基坑内安装支撑

结构，方便土方开挖作业。其次，排桩支护具有挡土和

止水的双重功能，并且比较经济。此外，在施工过程中，

排桩支护几乎无振动和噪音，对环境污染较小，挤土效

应也相对较小。然而，排桩支护也存在一些缺点需要注

意。首先，支护位移相对较大，特别是在基坑长度较大

时更难控制。其次，排桩支护的整体支护厚度较大，因

此只有在项目用地红线位置和周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

才能采用。此外，在进行水泥土搅拌桩施工时，还需注

意防止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综上所述，排桩支护适用

于可采用降水或截水帷幕的基坑，并适用于一级、二级、

三级基坑。对于其他类型的基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选

择适合的支护形式。

2.2 土钉墙支护

土钉墙支护是一种常见的基坑支护形式，它是通过

在土体中预埋土钉，并与钢筋网和喷锚材料配合使用，

形成一个整体的土钉墙结构，来达到支护的目的。土钉

墙支护具有以下几个优点。首先，施工比较简便快捷，

不需要进行大量的土方开挖和支撑结构的安装，节省了

时间和成本。其次，土钉墙支护具有较高的刚度和强度，

能够有效地抵抗土体的侧压力，稳定基坑。此外，土钉

墙支护还可以适应不同的地质条件和基坑形状，具有较

强的适应性。然而，土钉墙支护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注

意。首先，土钉的数量和布置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设

计，否则容易导致支护结构的不稳定。其次，土钉墙支

护在抗倾覆和抗震方面的性能相对较弱，需要进行合理

的设计和施工控制。另外，在施工过程中，还需要注意

土钉和钢筋网的质量控制，以及喷锚材料的使用和施工

技术。土钉墙支护适用于较小规模的基坑，特别适用于

土质较好、壁面平整的基坑。对于较大规模或者特殊地

质条件的基坑，则需要综合考虑其他支护形式的使用。

2.3 钢板桩支护

钢板桩支护是一种常用的基坑支护形式，它通过将

钢板桩垂直插入土体中，形成一个连续的挡土墙结构，

实现基坑支护的目的。钢板桩支护具有以下几个优点。

首先，施工简便快捷，不需要大量土方开挖和支撑结构

的安装，节省了时间和成本。其次，钢板桩支护具有较

高的刚度和强度，能够有效地抵抗土体的侧压力，稳定

基坑。此外，钢板桩支护适用于各种地质条件和基坑形

状，具有较强的适应性。然而，钢板桩支护也存在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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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需要注意。首先，钢板桩的长度和间距需要根据具

体情况进行设计，否则容易导致支护结构的不稳定。其

次，钢板桩支护在抗倾覆和抗震方面的性能相对较弱，

需要进行合理的设计和施工控制。另外，在施工过程中，

还需要注意钢板桩的质量控制，以及桩与桩之间的连接

和密封处理。钢板桩支护适用于各种规模的基坑，特别

适用于土层较软，水位较高的情况。对于土质较硬或者

基坑较深的情况，可以采用加密桩或者组合支护形式。

综上所述，钢板桩支护是一种有效可行的基坑支护形式，

但在设计和施工中需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确保支护结

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2.4 锚杆（索）支护

锚杆（索）支护是通过将锚杆（索）插入土体中，

利用锚杆（索）与土体之间的摩擦力和张力来抵抗土体

的侧压力，从而实现基坑支护的目的。锚杆（索）支护

具有以下几个优点。首先，锚杆（索）支护施工简便，

不需要大量土方开挖和支撑结构的安装，节省了时间和

成本。其次，锚杆（索）支护具有较高的刚度和强度，

能够有效地稳定基坑，尤其适用于较深的基坑。此外，

锚杆（索）支护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锚杆（索）的

长度和角度，以适应不同的地质条件和基坑形状。锚杆

（索）支护适用于各种规模的基坑，特别适用于土层较

软，水位较高的情况。对于土质较硬或者基坑较深的情

况，可以采用增加锚杆（索）数量或者组合支护形式。

2.5 地下连续墙支护

地下连续墙支护通过在地下开挖时，在土体周围建

立连续的墙体结构，以抵抗土体的侧压力，从而稳定基

坑。地下连续墙支护具有以下几个优点。首先，它能够

提供较高的支护刚度和强度，能够有效地抵抗土体的侧

压力，适用于各种地质条件和基坑形状。其次，地下连

续墙支护施工相对简单，只需进行土方开挖和墙体结构

搭建，节省了时间和成本。此外，地下连续墙支护还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墙体的形状和厚度，以适应不同的

地质条件和基坑需求。然而，地下连续墙支护也存在一

些问题需要注意。首先，墙体结构的设计和施工需要考

虑土体的力学特性和墙体与土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以确

保支护结构的稳定性。其次，地下连续墙支护在抗倾覆

和抗震方面的性能相对较弱，需要进行合理的设计和施

工控制。另外，在施工过程中，还需要注意墙体的质量

控制和连接点的处理，以确保墙体与土体之间的良好连

接。地下连续墙支护适用于各种规模的基坑，特别适用

于土质较硬，水位较低的情况。对于土质较软或者水位

较高的情况，可以采用加固墙体结构或者组合支护形式。

此外，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周边环境的影

响，如邻近建筑物、地下管线等，以确保支护结构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

3 结论

综上所述，建筑工程深基坑支护技术作为一项复杂

的工作，需要大量的经验积累和不断总结才能真正掌握

其施工技术要点，并且深基坑支护技术具有很强的技术

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工程施工过程中必须

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和创新深基坑支护技术，

切实提高建筑工程深基坑支护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性，

以此促进我国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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