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在现代城市建筑中，深基坑支护技术的应用越来越

普遍，尤其是在土木工程房屋建设项目中。随着城市化

进程的加快以及建筑规模的不断扩大，基坑的深度和复

杂性显著增加，这对基坑支护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深基坑支护技术不仅涉及到结构设计，还包括施工工艺、

材料选择以及施工管理等多个方面，其规范应用对确保

工程安全和施工顺利具有重要意义。

1　深基坑支护规范解析

1.1国内外深基坑支护规范概述

国内外在深基坑支护规范方面已有广泛研究和实践，

制定了一系列标准和规范，以确保支护工程的有效性和

安全性。

在国际上，例如，欧洲和美国的深基坑支护规范

主要集中在设计计算、施工工艺及材料使用上。欧洲的

《欧盟建筑结构设计规范》对基坑支护设计提出了详细

的要求，包括荷载计算和结构稳定性。美国则有《深基

坑支护和开挖设计指南》，重点关注工程施工中的风险管

理和应急措施。

在中国，相关规范包括《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范》

（GB50330-2015）和《城市基坑支护设计与施工规范》

（CJJ116-2012）。这些规范对深基坑的设计、施工、监测

等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强调了对土体和周围建筑物的

安全保护。中国的规范还特别考虑了本土的地质和气候

条件，以确保技术应用的实用性和安全性。

国内外规范的共同目标是通过科学合理的设计和施

工方法，确保深基坑支护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然而，因

地制宜的应用这些规范，并结合实际工程条件进行调整，

是实现成功支护的关键。

1.2规范的内容和要求

深基坑支护规范涉及设计、施工、监测等多个方面，

目的是确保支护工程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在设计方面，

规范要求对基坑的地质条件、荷载情况、周边环境进行

详细分析，选择适合的支护结构类型，例如土钉墙、地

下连续墙或支撑系统，并进行结构稳定性计算。规范强

调在施工期间必须进行实时监测，监测内容包括基坑变

形、周边建筑物的位移等，以便及时调整施工方案，防

止意外发生。

1.3规范在房屋建设中的应用

在房屋建设中，深基坑支护规范的应用至关重要，

直接关系到工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些规范提供了详

细的指导，涵盖了基坑设计、施工和监测的各个方面，

确保支护系统在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有效性。通过严格遵

循规范，工程师能够合理设计支护结构，选择合适的材

料和施工方法，从而控制基坑的变形与位移，避免对周

边建筑物和地下设施造成不良影响。在实际应用中，深

基坑支护规范还要求进行实时监测和定期评估，以应对

施工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2　深基坑支护技术的问题与挑战

2.1技术限制及其影响

首先，技术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对复杂地质条件的适

应能力不足。在一些特殊地质环境下，如高水位或不稳

定土层，现有的支护技术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稳定性，

从而增加了坍塌的风险。其次，支护结构的设计和施工

过程对施工精度和材料质量要求极高。任何偏差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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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土木工程领域，深基坑支护技术是确保地下建筑安全的重要手段。随着建筑工程规模的扩大和深度的增

加，传统的基坑支护方法已难以满足现代工程的复杂需求。因此，合理应用深基坑支护技术，对确保施工安全、保

护周边环境和提高工程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国内外对深基坑支护技术已有一系列规范和标准，但在实际应用

中，技术的规范性和执行力仍存在差异。通过分析当前的技术规范要求，本文将为规范化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助力于工程项目的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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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支护系统的失效，进而影响基坑及周边建筑物的安

全。此外，深基坑施工过程中难以预测的地下水位变化

和地质不均匀性也可能对支护效果产生负面影响。

2.2安全风险与管理

首先，深基坑的开挖和支护工作可能导致周围土体

和建筑物的不稳定，增加了坍塌、滑坡等事故的发生风

险。这些风险不仅威胁到施工人员的安全，还可能对周

边建筑物和地下设施造成严重损害。其次，支护结构的

失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如地下水位的变化、地质条件

的不均匀性等，进一步加剧安全隐患。施工过程中，支

护系统的质量控制和监测不足也可能导致支护效果不佳，

增加了事故的发生概率。

3　深基坑支护技术的改进方法

3.1技术创新与发展趋势

当前，支护技术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材料科技、施工

工艺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上，这些进展极大地提升了支

护系统的性能和施工安全。在材料方面，新型高强度、

轻质复合材料的出现，改变了传统支护结构的设计思路。

例如，纤维增强聚合物（FRP）和高性能混凝土的应用，

显著提高了支护结构的承载能力和耐久性。这些材料不

仅具备优异的抗拉和抗压性能，还能有效抵御恶劣环境

下的腐蚀，从而延长了支护系统的使用寿命。施工工艺

方面，自动化和机械化技术的应用也在不断推进。先进

的施工设备，如自动化钻孔机和高效的支护架设系统，

提高了施工精度和效率 [1]。与此同时，新兴的施工方法，

如盾构施工和连续墙技术，优化了施工流程，减少了对

周边环境的干扰，提升了工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2新型支护材料的研究与应用

近年来，复合材料和高强度钢筋混凝土等新型材料

的引入，为支护系统提供了显著的性能提升。特别是纤

维增强聚合物（FRP）材料，由于其优异的抗拉强度和

耐腐蚀性能，已在深基坑支护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些材

料不仅增强了支护结构的整体稳定性，还提高了其耐久

性，有效延长了支护系统的使用寿命。与此同时，钢筋

混凝土复合结构通过将高强度钢筋与混凝土结合，显著

提升了支护系统的承载能力和抗变形能力。这种复合材

料在承受大荷载的情况下表现出优异的稳定性，能够更

好地应对深基坑施工中常见的复杂地质条件。新型合成

材料的应用还包括改进的注浆材料，这些材料具有更好

的流动性和填充性能，有助于提高支护结构的密实度和

强度 [2]。

3.3数值模拟在支护设计中的应用

通过建立基于实际地质条件和支护结构的数值模型，

可以精确模拟基坑开挖及支护系统的响应行为。该技术

能够有效预测支护系统在不同施工阶段的变形、应力分

布和稳定性，进而优化设计方案，减少实际施工中的不

确定性和风险。在数值模拟过程中，工程师利用先进的

计算软件和模型，对地质体和支护结构进行详细的建

模。这些模型能够考虑土体的非线性行为、地下水变化

及施工过程中的荷载变化，从而提供更加准确的模拟结

果。通过对比不同设计方案的模拟结果，可以评估各种

支护措施的效果，选择最适合的设计方案。数值模拟技

术还允许对复杂地质条件下的支护系统进行深度分析 [3]。

对于土体特性复杂、荷载变化大的情况，数值模拟能够

揭示潜在的安全隐患，并帮助调整设计参数以提高系统

的稳定性。此外，模拟技术还支持施工过程的动态调整，

能够实时反映实际施工中的变化，从而进行及时的优化

和调整。

结语

深基坑支护技术的规范应用对于保障土木工程房屋

建设中的安全性和施工质量至关重要。通过对支护结构

设计和施工工艺的深入研究，本文揭示了在规范应用中

应注意的关键环节和实践中的常见问题。规范的执行不

仅能够有效防止基坑变形及其对周边建筑物的影响，还

能够优化施工流程，提高工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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