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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项目中地下室基坑设计与施工技术

鲜　奎

513002199209074155　广东　河源　517000

【摘　要】研究表明，随着城市化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房屋建筑项目工程的数量与规模均处于不断扩大的趋势。在

此过程中，作为工程项目重要的组成环节之一，建筑项目地下室基坑的工程质量对于建筑项目的综合质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因此，为了在有效实现地下空间利用的避免基坑内外土地出现移动问题，从而实现房屋建筑项目综合质量的优化，研究人

员指出，施工企业应积极做好地下室基坑设计与施工技术的合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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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

质量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基于这一发展趋势，人民群众对于

房屋居住质量的要求不断提升，从而推动了建筑工程行业的

蓬勃发展。相关研究显示，为了有效推动房屋建筑综合性能

的优化，大量建筑施工企业在项目施工过程中积极对地下空

间资源进行了有效的利用，从而推动了地下室工程的开展与

建设。然而，在施工过程中，由于地下室基坑的环境条件相

对较为复杂，从而导致地下室基坑在设计与施工方面对于施

工企业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为了有效推动地下室施工质

量的合理优化，研究人员表示，施工企业应积极做好地下室

基坑工程的合理设计，同时合理做好施工技术的探索与优化。

1 地下室基坑工程概述

作为建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地下室基坑工程

对于工程综合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总的来看，基坑工程的

施工环境相对较为复杂，且工程涉及的空间相对较大，因此，

地下环境与水源等因素均有可能对基坑工程的质量造成不

良影响。此外，对于房屋建筑而言，由于其具有一定的规模

性，从而导致地下室基坑的规模相对较大，从而造成了基坑

工程设计与施工难度的增加，不利于工程安全性的合理维系

与保障。

2 地下室基坑工程设计要求

2.1 做好工程情况的全面分析

在基坑设计过程中，为了合理保障方案设计的合理性，

设计人员应积极做好工程情况的合理分析，在此过程中，涉

及的主要内容包括基坑开挖地点的环境因素、地质条件、施

工安全性以及资源条件。同时，设计人员应积极做好工程勘

探资料的有效分析，从而有效保障施工设计的合理性。

2.2 保障设计方案的合理完善

在设计方案完成后，施工企业应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

方案进行全面的评估与分析，从而对方案的科学性与实用性

进行有效评价，以便进一步保障基坑工程施工工作的顺利开

展与落实。同时，在工程施工阶段，施工企业应设置相应的

现场管理人员对工程施工情况进行管控，从而有效对施工环

节中出现的突发问题进行合理控制与有效解决，以便实现设

计方案的动态调整，对基坑工程质量的合理优化奠定基础与

保障。

2.3 落实施工管理与材料管控

在基坑工程设计环节中，设计人员应积极做好相关施

工技术的合理选择，以便确保施工技术合理性的优化。同时，

在设计方案中，应有效实现施工材料标准的有效明确，从而

确保建筑施工材料符合工程需求，为项目综合质量的提升奠

定基础与保障。

3 地下室基坑工程施工技术要点

3.1 土方开挖施工技术要点

在对基坑进行开挖前，施工企业应严格遵循“分层开挖”

的施工策略，从而有效实现基坑反压土的合理保留。当土方

挖掘到一定数量后，应采用素混凝土进行护坡处理，待混凝

土强度达到 80% 后再进行钢管的斜撑处理。随后进行其他

土方的挖掘工作。在此过程中，土方开挖工作应与土钉墙施

工作业交叉进行，从而有效避免基坑出现坍塌的情况。同时，

针对施工缝隙，施工人员应积极做好止水带的合理设置，以

便避免基坑出现位移的情况。

3.2 水泥仁搅拌桩施工技术要点

从类型上看，水泥仁搅拌桩施工技术主要可以分为汽

轴水泥仁搅拌桩施工与单轴水泥仁搅拌桩施工，其中，汽轴

主要采用浆喷式搅拌机在现场进行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搅

拌桩之间的垂直偏差应低于 1，且水平偏差应控制在 50mm

之内，水灰比应设置为 2.0。在施工环节中，相关人员应做

好搅拌桩位置、提升速度以及长度等数据的观察与激励，同

时对照作业端的合理分配。若施工间隔时间超出正常范围，

应采取补桩方式进行干预。在单轴水泥仁搅拌桩施工过程

中，应确保抗压强度大于 0.8MPa。此外，在施工前，施工

人员应对地面障碍物进行有效清除，若基坑存在石块，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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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做好挖除与素土的填充后再进行相关施工。

3.3 H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施工技术要点

在 H 型钢水泥土搅拌墙施工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应

根据工程情况做好 H 型钢的有效选择。在施工方法方面，

主要采用“插二跳一”的方式对其进行施工处理。在作业过

程中，为了有效保障施工质量，相关人员应积极做好技术交

底工作，同时，搅拌墙深层桩垂直度的偏差应控制在 1/250

之内。在对 H 型钢进行插入的过程中，应确保钢材垂直插入，

避免倾斜问题出现，同时，施工人员应对插入深度进行有效

控制，多数情况下，H 型钢的垂直偏差应低于 1/150。在对

H 型钢进行回收的过程中，施工人员应做好 H 型钢表面污

垢的有效清理并进行相关试剂的涂抹，以便实现 H 型钢摩

擦力的有效降低。

3.4 挂网喷浆施工技术要点

在地下室基坑施工过程中，针对面层土体松散的情况，

为了有效避免其在遇水后出现形变与塑化的问题，施工人

员应采用挂网喷浆技术对混凝土面层进行处理，从而有效实

现混凝土刚度的提升与优化，进而促进混凝土抗剪强度的

提升。在挂网喷浆过程中，施工人员应采用短钉进行钢筋

网的有效固定，其中，钢筋网规格选取 Φ6.5 250 mm×250 

mm，短钉直径为 16mm，在混凝土喷射方面，厚度应控制

为 100mm，等级应大于 C20，以便有效保障施工质量。

4 优化地下室基坑工程施工技术质量的策略

4.1 合理做好施工队伍专业能力的提升

在地下室基坑工程施工过程中，作为工程主要实施者，

施工人员的专业能力对于工程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就目前

而言，我国建筑施工队伍的综合能力相对偏低，部分施工人

员专业知识与能力水平相对较低，从而不利于施工技术的合

理应用。针对这一情况，施工企业应积极组织施工技术人员

进行培训工作，以便推动施工队伍综合能力的提升与优化，

从而更好地满足地下室基坑工程的施工需求。同时，通过培

训工作的落实，有利于引导施工人员建立正确的施工意识，

自觉遵守相关技术规范开展工程施工工作。

4.2 积极落实材料与施工设备管理工作

作为工程建设过程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建筑材料与施

工设备对于工程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相关研究显示，随着

房屋建筑工程的不断扩大，地下室基坑工程对于材料质量的

要求逐渐增强。因此，在施工过程中，施工企业应积极做好

工程材料的有效管理，严格落实建材质量标准，同时积极做

好材料的合理管理，以便为工程质量的提升奠定基础。同时，

施工企业应定期做好施工设备的保养与维修，从而确保相关

设备处于最佳性能状态，以便为施工工作的有效开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与保障。

4.3 做好监督管理工作的开展与落实

在施工过程中，为了有效保障工程质量，施工人员应

积极做好施工监管工作的合理开展，从而进一步实现对于施

工环节质量的监督，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采用相关方式对工

程潜在安全隐患进行合理解决。在这一问题上，一方面，施

工企业应积极做好监管队伍的合理建设，另一方面，企业应

积极做好技术标准与施工规范的制定，以便为监管工作的合

理开展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从而进一步保障地下室基坑施

工技术水平的合理优化。

5 结语

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与优化，建筑工程行业将会

持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在此过程中，为了合理实现房屋

建筑项目性能与质量的优化，施工企业应积极做好工程项目

地下室基坑的合理设计，同时进一步推动施工技术的合理发

展与有效完善。在地下室基坑施工过程中，由于其涉及的空

间较大且施工周期相对较长，因此，施工企业在确保结构稳

定性与安全性的基础上应急做好施工技术和合理选择与动

态监控，从而合理保障工程项目综合质量的优化，以便为项

目性能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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