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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岩土工程深基坑勘察目的和任务

岩土工程深基坑勘察中，需要探明勘察施工现场的

地形地貌、埋藏物分布情况、地质作用地影响、地下水

埋藏情况以及周边环境。

（1）勘察施工现场的地形地貌。准确探明现场的原

始性地貌，例如岩土层的分布、特性等，基于勘察数据

对地基的稳定性作出准确判断。

（2）埋藏物分布的勘察。注重对各类埋藏物的勘察，

例如暗藏的河道、防空洞、孤石等，确定内容和分布范

围，合理协调，最大限度减少对工程施工的干扰。

（3）地质作用的影响。不良地质、特殊土均会对建

筑物的稳定性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勘察阶段要掌握

情况。不良地质包含泥石流采空区沉降场、危岩和崩塌

等，特殊土则包含多年冻土、湿陷性膨胀红黏土等，需

要确定各自的分布范围、危害程度，在此基础上采取防

治措施，规避对岩土工程深基坑施工的不良影响。

（4）地下水埋藏情况的勘察。水文条件对施工的干

扰作用较强，掌握地下水埋藏情况具有必要性，具体体

现在埋藏类型、补给条件、水位变化幅度等方面，还需

考虑到地下水对建材造成的不良影响（如：腐蚀性）、水

压及浮托力的作用、发生管涌事故后的危害程度等。经

过全面的分析，提出防治措施，以可行的方法降水，提

高结构的防渗水平。

（5）深基坑周边环境的勘察。从现场岩土参数出发，

评价开挖作业可能会对基坑边坡造成的影响（部位、范

围和深度等），进而确定合适的支护类型，通过支护结构

的设置维持基坑边坡的稳定性。针对降水对基坑的影响

也需重点考虑，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

二、岩土工程中深基坑支护设计问题

岩土工程施工具有系统性特征，以深基坑为例，则

需要着重考虑支护技术和勘察技术的应用，充分发挥各

自的优势，给工程质量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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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确具体特征。从工程实际条件出发，通过与

其他工程的对比分析，发现其存在的特殊性。作为工程

技术人员，应准确掌握地层、水文的分布特点，对现场

的总体施工情况形成准确的认识，绘制出具有可行性的

施工图纸，给施工提供引导。

（2）在针对现场环境展开分析时，除了明确施工场

地的环境特征，还需要将目光延伸至周边环境，综合考

虑。在环境分析环节，施工单位需要与电力、水利部门

取得联系，并勘察现场已经敷设的管道、电缆线等设施，

采取保护、迁移等方法加以处理，以免因工程施工导致

既有设施无法正常使用。

（3）在应用勘察技术时，需要明确勘察点位，准确

掌握现场实际条件，于合适的部位组织勘察工作，部分

地层的岩石偏软弱，需严格依据施工标准开展工作。在

确定勘察深度时，工作人员需要准确掌握现场的地质条

件和各项关键指标，基于掌握的数据客观评估项目施工

后具备的承载性能。

（4）勘察工作的布置应具有可行性。工作人员明确

现场的限制条件，若施工现场及其周边不具备布置大型

仪器的条件，则要结合实际环境合理优化勘察方案。

三、岩土工程中深基坑支护设计策略分析

该项目是某一金融营业大楼，建设地址设在市中心

区，东面是市艺术中心，南侧是规划路，西侧与北侧皆

是河道。项目的总设计土地面积为 11285.78m2，总面积

为 52501.24m2，当中，地上总面积为 35667.61m2，地下

室总面积为 16833.63m2，由十五层的塔楼和三个裙楼构

成，并包括两个地下室，总建设长度约 69.20m。地基大

致为椭圆形，东西边长约 122m，南北边长约 79m，地基

最大挖掘深为 9.7m，局部 11.8m。

（一）施工前准备工作

施工准备工作主要包括施工现场的清理工作、平台

搭设工作、埋设钢护筒以及测量放样等。在施工时必须

确保施工现场不存在其他杂质，确保地面平滑、干净，

如有软地面则必须采用换填方法进行换填处理，然后将

换填的土推平夯实；平台绑扎必须严格地按照规定进行，

确保平台能接受在施工中产生的所有负荷；安装钢护筒

时必须严格按照桩径来对护筒长度的内径加以控制，在

该施工时，当钢护筒的埋深超过了 2m，在护筒长度顶部

超过了地面水平线展护筒桩的经放样，经过 31cm 的施工

井放样后，该放样主要是按照施工图纸进行并开展验槽

作业，坑的长度一般均在护筒长度直径以上，验槽完毕

后便进行吊作业，在吊挂时还必须注意尽量将护筒中心

和桩的中间出现的误差降低，一般应在 3cm 之内，并且

保证倾斜度在 1%，以确保护筒稳定。

（二）基坑支护方案

根据工程场地的环境条件特点，选择不同的支护型

式时，对整个地基分部工程的工期、费用以及技术措施

等均会产生各种影响，故应针对各种支护型式的技术特

点、应用要求，合理地选用基坑支护方法。另外，地基

的支护方法还应根据水文地质条件、基坑施工深度、地

基周边环境要求、地下水状况等因素因地制宜地进行，

切不可盲目地选用。

（1）支护桩

支护桩是开挖灌注桩的一个成熟的方法，具有施工

工艺简便、安全易于管理、开挖后对周围影响较小的优

点，应用于软土领域。支护桩冠梁高度向自然地面降低

约 1.46m，其目的是使冠梁兼做为第一道支护围檩，也可

减少支护时间、改善的效果，又不能使第一阶段悬臂挖

土时的太大影响。

（2）内支撑系统

地基支撑结构中的水平压力一般有坑内支承和坑外

拉锚二种形式来承受，鉴于该项目附近地质较差、河流

纵横交错且地下管道丰富，坑外拉锚具有相当的风险，

所以选择坑内支承的形式比较稳妥。内支承按照材质的

不同分成水泥支柱和钢材支撑 2 种。钢支撑施工速度快、

拆除简单、且可回收使用，可有效抑制支撑体系变化，

但相对深大地基，其支撑量须适当增大，从而提高了成

本，并相对加大了挖土困难。钢筋砼结构支撑钢度较大，

对降低支护桩的高低变化、保证支撑构件质量的稳定性

有着积极影响，此外砼基础有很大的施工适应性，更适

用于复杂地形、超大规模的地基施工。

该项目的支撑体系布局包括：在沿地基竖向布置二

个水平方向的砼基础，保证地基结构变形不大于周边路

面桥梁的使用条件。第 1 道支柱顶面处高程为 -2.000m，

用桩顶冠柱兼做第 1 道支柱围檩。第 2 道支柱顶面处高程

为 -6.750m，用第 2 道工序支柱的围檩与钻孔桩相接，并

扒开当前钻孔灌注桩的钢筋保护层，再使用二条宽度均

为 22.5mm 的 HRB400 钢筋混凝土与管径各自的钻孔桩纵

筋满焊搭设，焊缝尺寸均不低于 310mm，用于联接第 2

道施工支柱的围檩。

（3）立柱和立柱桩

坑区水平支护体系的竖向支护结构，为格构的井字

型钢构支架和柱下钻孔灌注桩。格构式井字型钢构柱缀

板和角铁的连接方式采用围焊，顶端伸入预应力砼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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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支座中 500mm，下部伸入立柱桩中不低于 3m。标准立

柱桩使用长度为 805mm 钻孔灌注桩，并尽可能采用工程

桩代替以减少费用。

（4）止水帷幕

止水帷幕使用的双轴运动混凝土搅拌桩，在实施前

应做好工艺试桩结果，通过试桩可以了解施工区域的地

质情况，并设定钻孔深、灰泥结合比、喷浆实施下沉和

上升速率、喷浆速度、喷浆施工压力等建筑施工技术参

数，以确保止水序幕的建筑品质。此外，还可采用套接

一孔法施工，搭设较饱满，止水质量也可达到本工程对

止水的要求。

（5）加固被动区

为了减少地基变化，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冲击，在

地基下方的支护桩的一侧设置有混凝土搅拌桩对被动

区混凝土体的强化，同时还可以降低支护桩的内部力量

进行配筋，但总成本却不会提高多少。加固的混凝土搅

拌桩长度为 500mm，桩顶高程为 -10.500m，桩底高程

为 -15.100m，混凝土的掺量为 15%。

（三）施工工况

该项目基坑结构为地下二层，基坑结构底板结构面

高程为 -9.350m，底板垫厚底高程为 -10.350m，电梯井

已挖掘至 -12.600m。基坑开挖总深为 9m，整个地基的总

施工规模大约为 9000m2，土方总量大约为 85000m3。但

因挖掘深大、地质条件较差和施工的天气条件等因素，

土方施工方式是按照“分层、分块、小空间、对称施

工”的原则，总体分成 2 区、6 个块、3 道工序进行建设。

主要在施工工况下做到以下几点：

（1）当支护桩到达所设置高度后，平整场地并将其

高度限制在 -0.50m 以内。

（2） 从 第 一 层 挖 土 至 第 一 道 水 平 基 础 底 高 程 约

为-2.900m，开挖至第一道基础、围檩（兼支护桩冠梁）。

（3）当第一道基础和围檩混凝土超过总施工高度的

80% 时，当施工至第二道工序的基础高度为 -7.750m，进

行施工至第二道基础和围檩。

（4）当第二道基础的围檩混凝土超过了工程高度的

80% 时，施工至底板处的垫层底高度为 -10.350m。

（5）电梯井、集水井等局部或超深部分混凝土体必

须先用机械带挖掘至 10 ～ 20cm，之后用人力挖掘，同

时砼基层也必须随挖掘随浇混凝土，即基层混凝土必须

在现场施工 24 小时内全部浇筑完毕。

（6）浇注水泥底板并延长至支护桩边。

（7）当底板钢筋超过设计抗拉强度的 80% 时，将第

二道钢筋混凝土基础拆除。

（8）建筑地下室面层模板；待地下室第一层楼板混

凝土超过设计强度的 80% 后，再拆掉第一道钢筋砼基础。

（9）进行地下室其余基础部分的浇筑，回填土面的

夯实。

三、结束语

深基坑开挖不可避免的污染周围环境，怎样把污染

减少到最少，这是岩石工程界一直以来研究的课题。本

文根据某项目现场现状，首先依据前期水文地质数据和

项目本身特征，并兼顾安全与经济效益选定地基支撑措

施，然后开展施工工况分析，最后有针对性地开展基坑

检测，在观测成果上证明了该项目采用深基坑支护工艺

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为今后各类项目深基坑支护实施工

艺提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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