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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建筑施工中基础施工技术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

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对此，如何提升基础施工技术

水平，持续优化施工建设质量不仅能够解决人们的住房

问题，还能够有效保障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建

筑企业要针对当下民用建筑基础施工技术存在的难点进

行分析，从难点出发做好相应的优化，实现民用建筑施

工水平的提升。

一、基础施工技术难点

1、地下水影响地基

随着民用建筑的楼层不断加高，地基就要相应的加

深，保障建筑物的稳定性。当下很多高层民用建筑都会

建设地下车库，或者是地下商城，导致地基向下挖掘的

深度也在不断加深。目前很多民用建筑的基础深度已经

到达了地下水深度，甚至更深，这就给施工造成一定的

难度，要求施工技术人员充分考虑地下水对地下土质的

影响，尤其是不同季节不同地区的地下水量会有不一样

的变化，对于地基基础造成不同程度的压力。如果在地

基施工过程中没有从分考虑该因素，必定会影响整个民

用建筑的地基稳定性，进而影响上层建筑稳定性，让人

民居住的环境出现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容易对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

2、冻土的不稳定性

当地基到达一定深度就会出现冻土地基，冻土地基

与地下水一样不具备稳定性，一旦冻土不处于冻结状态

就会让原本冻结的泥土松散，不断增加基础施工建设时

建立的桩基压力。而桩基不仅要承受上层建筑施加的压

力，还要承受冻土松散给予的压力，一旦超过建筑设计

的地基承受能力就出现各种问题，比如裂痕、断裂、倾

斜等现象，直接影响到上层建筑的质量。在民用建筑投

入使用之后出现该现象就严重威胁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由于冻土地基的不稳定性存在也就加大了基础施工

技术开展的难度，需要技术人员深入地了解地基情况，

基于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建筑设计，保障地基施工质量处

于最优质的情况，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3、桩基础质量问题

上面提及的地下水、冻土都属于客观因素，需要施

工技术人员认真应对，而桩基质量问题受建筑企业施工技

术水平高低影响，属于主观因素。随着建筑技术的提升、

科学技术的提升，近些年民用建筑水平也更高，但在桩基

建设上仍旧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民用建筑长期使用当中会

出现断裂、破损等情况出现，让整体的建筑基础稳定性出

现问题，承受能力出现问题。而桩基修复、后期的保养是

很难的，就目前的技术来说并没有实现良好的后期桩基修

复工作，一旦桩基出现质量问题就难以进行修缮，影响后

续的民用建筑使用。如果不注重这个问题就会导致后续民

用建筑使用出现倾斜、倒塌现象，这不仅对建筑企业是极

大的负面影响，影响着企业经济效益，降低企业的行业竞

争力，而且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的隐患。

二、基础施工技术分析

1、提升勘察技术，强化个性基础施工

民用建筑施工中基础施工技术开展的好坏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前期的勘察技术。通过建筑企业针对每一个项

目的细致勘察才能够有效地促进基础施工技术的提升。

对此，建筑企业应当建立专项勘察小组，针对每个项目

开展详细的勘察工作。首先，在接到民用建筑项目的时

候针对项目的规模考虑、结合实际的情况设立出具体的

勘察方案。如需要多少人、哪些人负责哪些项目，勘察

的周期是多长，需要用到的勘察工具等等。通过科学合

理地规划能够让整体的勘察工作开展顺利，有效地促进

后期基础施工技术的开展。然后，进入项目现场进行勘

察，并做好不同深度的勘察方案，了解民用建筑项目所

处的理解状况，做好地势分析，并了解土质、地下水、

冻土等各种客观的因素。同时，还要拓展了解民用建筑

项目所在地的气候变化、雨水情况、气温情况、四季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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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性等等。通过全面的客观因素勘察了解能够更好地奠

定基础施工技术的开展，对于地基规划、施工建设有着

促进作用。最后，通过勘察的数据、资料进行总结分析，

利用大数据、计算机技术进行优劣势分析。然后，设立

技术施工技术方案策划小组，融入建筑企业管理人员、

设计人员、勘察人员、地质专家、技术实施等人员进行

全面的施工技术分析探讨，并制定出个性化的基础施工

方案，让每一个民用建设项目能够拥有更好的建筑质量，

促进建筑企业综合实力提升以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制定施工方案，加强地基基础施工

经过勘察之后设定的施工技术开展方案的建设后就

要进行具体的施工方案设定，落实好每一项基础施工技

术的实施。首先，针对软土施工建设要做好换土工作，

根据具体的软土层情况计算出具体的砂石数量，并配备

好砂石比例，将软土层替换掉，进而实现地基的加固工

作，避免软土地基在雨水较多的季节出现下沉现象。其

次，做好地下排水固结来强化地基。一般是通过排出的

方法进行地基水分的减少，尽可能地避免土壤出现松散

状态。基础施工技术人员可以设立砂井、排水带来实现

地下水分排出。或者引进先进的加固物质进行地基多余

水分的吸收，可以结合绿色环保的理念将多余水分吸收

到民用建筑内部使用，既可以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也

能够有效地实现建筑基础加固作用。这一部分技术仍需

要技术人员持续地进行探究，争取实现更好的效果，将

绿色理念有效地融入到民用建筑当中。最后，地基水分

减少必定会出现相应的下沉现象，基础施工技术人员还

需要考虑好地基的加固以及填充，保障地基的稳固性。

一般来说在此可以开展分层加固的方式，在水分排出的

时候进行实时的监控，了解具体地基的下沉情况，做好

泥土回填，并在回填的泥土当中实现分层加固，防止回

填泥土在遇到气候变化的时候出现水土流失的现象。通

过具体的施工流程，全面推动基础施工技术的开展与落

实，保障地基拥有稳固的质量。

3、采用先进设备，促进基础施工开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让各种先进的设备进入到各行各业

当中，为各行业的建设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对于民

用建筑施工来说也不例外，先进设备可以良好的辅助各

项施工，尤其是利用好实时监测、计算机技术、智能技

术能够有效地提升精准程度，促进基础施工的实质质量

提升。首先在碾压的时候采用机械化碾压，土壤实现最

大程度的压缩，保障其拥有良好的承载能力。通过采用

先进设备进行碾压的时候能够实时地进行土壤压缩度的

监测，保障其能够符合基础施工标准，而且一般民用建

筑的面积较大，大型施工机器设备能够有效地提升施工

进度，客观的提升整体的施工技术水平，保障地基建设

的稳固性。其次，通过先进设备来进行化学加固，通过

科学研制出加固化学浆液，并在基础施工过程中将化学

浆液与泥土进行融合，保障土质的稳定，能够抗衡各种

气候、地下水增多的现象，保持地基处于稳定状态。最

后，做好联网工作，对基础施工技术的落实进行监测，

保障每一项技术的开展都能够按照标准实现，提升基础

施工技术的应用水平。

4、重视桩基质量，保障地基施工质量

桩基可以说是目前民用建筑施工中基础施工技术的

重点，直接影响着民用建筑的稳定性，保障民用建筑的

使用安全性。对此，在基础施工当中首先要针对项目的

情况设立出针对性的桩基建设方案，是采用振动沉桩还

是静力压桩都要做好具体的规划。其次，在打桩的过程

中要做好各项因素的分析，并保障打桩所用到的机械处

于最佳的工作状态，保障其能够精准的按照打桩方案进

行基础施工技术落实。最后，做好桩基的实时质量监控，

并做好打桩后的质量验收，保障每一个桩体都有质量保

障，拥有良好的承载能力。在此，需要针对桩基材料进

行严格地把控，设立专人专项进行辅助基础施工技术的

开展，能够将责任具体落实，切实加强质量监督与管理。

三、结束语

总之，为了满足人们对于住房的需求，强化民用建

筑基础施工技术是重要的方向，能够有效提升民用建筑

的质量，提升其安全性与稳定性。首先，建设企业要清

楚当下所存在的问题，了解并分析好施工技术难点。然

后建立出全面细致的施工技术数据库，持续的优化基础

施工技术，进而奠定民用建筑的施工基础，为人民带来

更优质的住房资源和科学合理的生活环境规划，提高人

们对住房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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