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6

Road Engineering, 公路工程(4)2022,4
ISSN: 2661-3514(Print); 2661-3522(Online)

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地铁车站的建设总量也在

不断的增加，其中一些中大型城市地铁已经成为了居民

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但是，我们目前大多的地铁都是

建设的于地下，并且地铁车站相对较大，因此会涉及到

众多的深基坑作业，而这些深基坑作业大多存在极大的

安全风险，并且进行施工的难度也较高。而在进行地铁

车站施工的过程中往往施工的环境较为复杂和恶劣，因

此地铁车站的施工作业对于深基坑支护的技术要求非常

高[1]。近几年我国的深基坑支护技术已经有了显著的发

展，并且日渐成熟，在进行施工建设的时候可以根据施

工的具体环境情况去选择合适的支护施工技术，有效的

提升了地铁车站的施工安全性。1

1　地铁车站深基坑的支护特征

地铁现在已然成为了当下一些城市的主要交通方式，

相比于普通的交通工具来说其运输量更大，并且出行的

效率也更高，极大的缓解了这些城市的交通运输压力，

避免了因为公路桥梁上红绿灯或事故所导致的通行限制。

另外，地铁建设的主要目的是为人们提供便捷的交通，

因此这些地铁站大多处于人流密集的繁华区域，这些区

域内遍布高楼大厦、交通线路、水电管网等，因此地铁

车站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往往需要对众多的因素进行协

调[2]。在这种环境下，其在进行深基坑施工的时候，会

存在极多的安全隐患，这就需要对周围的环境和施工的

情况进行详细的分析，并科学合理的设置深基坑支护方

式，从而降低地铁车站基础与主体结构施工时面临着较

大的安全风险，降低各种安全事故出现的概率。地铁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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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深基坑的支护特征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结构组成

复杂。地铁车站主要的作用是为了帮助乘客乘车和换乘，

在整个地铁线路中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为出行人员

提供便捷，地铁车站会设置多个出口，以便乘客进行乘

车，并且还会设置一些换乘的通道。因此地铁车站的环

境实际是较为复杂的，而进行深基坑支护的时候，也应

考虑到地铁车站内的实际结构，从而进行深基坑支护的

设计和选择；第二，地下管网遍布。地铁车站会建设在

人流量大的区域，这些区域会有大量管网，这些管网为

城市的居民工作和生活提供保障，但是也给地铁车站的

深基坑施工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有关的施工和

技术人员在进行施工的时候要将这些管网考虑在内，并

根据管网的分布其情况去进行施工和支护[3]；第三，施

工的技术难度大，地铁车站的基坑深度相对较大，并且

由于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更加便捷的出行，因此

其周围会分布许多的构建物，这些构建物可能是办公楼，

可能是名胜古迹，这些情况都会给地铁车站深基坑的支

护造成影响。

2　地铁车站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

2.1土方开挖技术

土方开挖技术是地铁车站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之一，

施工人员要注重对深基坑开挖环境的勘查，对施工环境

内的地质、管网、建筑物等进行全方位的检测，然后根

据各项数据进行土方开挖[4]。在开挖的过程中，尽可能

的缩短挖掘的时间。以此来避免基坑出现变形的情况。

在土方开挖到一定的程度是就需要安全支撑的结构，在

这个过程中要确保工程的进度不会受到影响。在地铁车

站深基坑进行横向开挖的时候，可以进行分段作业，每

个开挖区域要尽量均匀。另外还要对土方开挖工序进行

控制，在进行土方开挖的过程中需要在区域内的中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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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进行施工，在逐渐向周围扩展，最后进行地下围护桩

面的开挖施工，这种施工的方式可以减少桩面的暴露时

间，从而保障施工过程中支护结构的稳定性，为施工安

全提供保障，这就要求有关的技术人员对施工的具体环

境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调查，然后对施工进行科学合理的

规划。

2.2支护施工技术

支护桩是深基坑支护结构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目

前我国的地铁车站深基坑常会用的支护技术是围护桩施

工技术，这种技术的支护桩式是利用浇筑一排钻孔桩来

实现的。而在开展地铁车站的深基坑支护时，需要技术

人员根据实际的施工环境去选择合适的支护方式。这种

围护桩施工时需要注意的是设计人员和技术人员要对地

下的深度进行充分的了解，以此去确定的桩基的深度和

位置。在施工后还要选择合适的设备对桩体进行检测，

确保其密实度和完整性符合要求，从而为支护结构的稳

定性奠定坚实的基础。当进行钻孔桩浇筑作业时也同样

要对其开展测量和检测，并做好记录，避免出现难以弥

补的问题，对工程质量和安全性造成影响。

2.3深基坑施工中排水与降水法

地铁车站深基坑施工的时候会对土地进行挖掘，在

挖掘的过程中会出现地下水，而地下水会导致施工的进

度、技术、设备都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地下水的压力和

地下水位等都会对地铁车站中的深基坑的施工质量产生

影响。所以为了保障深基坑施工的正常开展，必须对施

工地点的地质条件、水文条件进行深入的了解研究确定

其水位和水压情况，结合有关的数据在进行深基坑施工

的时候采取排水或是降水的施工技术解决施工过程中遇

到的地下水问题，从而规避施工地点的水文地质对深基

坑施工造成进度和质量造成的影响，保障市政工程后续

施工的质量，降低工程中因为水位和水压造成的经济损

失。在完成车站的排水结构工程后，还要用活动钢丝螺

栓将盖板、橡胶垫、法兰等连接地下管道的主要部件全

部拧紧，一些设置的临时排水井，井口部位要用材料将

其封住。

3　地铁车站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的具体应用

3.1土层锚杆支护技术

这种支护技术是在深基坑土层未开挖的环境内进行

钻孔，当挖掘到一定的区域后，在孔内放入钢筋等，这

种支护的技术较为稳定，但是其在应用到厚壁墙时不可

以进行侧向支撑。地铁车站的土层锚杆支护技术在进行

使用的时候，需要技术人员对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

详细的了解，然后根据了解到的信息去确定施工的方式，

包含灌浆成孔检查方法、灌浆质量参数等。另外，在进

行支护锚杆时需要对施工区域进行调查，防止在施工的

过程中锚杆出现变形和漏水的情况。

3.2土钉墙支护技术

土钉墙支护技术应用到地铁车站深基坑施工时，是

通过钻孔、插筋、注浆进行土钉墙设置的，由于地铁车

站施工环境的复杂，因此需要注意土钉墙的具体布置形

式和施工工艺中的各项参数。在土方开挖的过程中会出

现基坑塌陷的情况，因此要注意支护的强度，以及施工

的速度。这种施工方式的优势就是不会占据较大的空间，

并且施工简单、效率高，其产生的噪音、振动相对较小，

不会影响到周围人员的正常生活。同时，土钉墙支护技

术的应用不会对周边的建筑物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这种

技术是当下地铁车站深基坑施工中常用的支护技术之一。

3.3地下连续墙加内支撑支护技术

这种支护技术相对上面两种来说较为复杂，但是其

抗水能力更好，并且强度、刚度更强。对于地下水丰富

的地区或者是黑砂土地区，常常会应用到这种技术手段，

并且支撑的效果也更好。不过其建设的资金投入会更大。

排桩加内支撑技术也是经常应用在地铁车站深基坑支护

的重要技术之一，这种技术大多会应用在地下水较少或

者地质条件较为简单的环境中。西安地铁10号线红旗站

采用的是围护桩+钢支撑体系，从施工实践来看，该支护

体系选择较为合适，但建议缩小桩间距后更为安全可行。

4　结束语

我国社会在不断进步的同时，地铁车站的建设工程

项目也在逐渐增多，其建设的水平和质量随着现代化技

术的应用在不断提升，地铁车站在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

大量的深基坑施工，但是其在整个施工的过程中会受到

众多外界因素的干扰，因此其建设施工的难度相对较大，

这就需要施工的单位要根据施工的具体环境选择合适的

支护施工技术，为地铁车站的建设提供保障，确保施工

安全的同时，提升地铁车站的施工质量，促进城市交通

建设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路林海，孙红，王国富，等.地铁车站支护与主

体结构相结合深基坑变形[J].中国铁道科学，2021，42

（1）：9-14.

[2]周晓军，刘建国.地铁车站明挖深基坑近接既有

建筑物基础的预应力锚索施工技术[J].施工技术，2022，

51（1）：77-84.

[3]高笑娟，雷居强，马志强.地铁车站半幅盖挖深

基坑混凝土支撑轴力分析[J].科学技术与工程，2021，21

（30）：13054-13060.

[4]郑翔，汤继新，成怡冲，等.软土地区地铁车站

深基坑施工全过程对邻近建筑物影响实测分析[J].建筑结

构，2021，51（10）：128-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