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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基坑支护施工过程中的应用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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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在开展建筑工程施工的过程中，深基坑支护施工作为最为重要的施工环节直接影响建筑结构的安全性

以及稳定性。为进一步提升基坑支护施工质量，设计人员决定引进信息化技术，并将其应用于施工全过程之中，以此保证

施工全过程的规范性与流程性。在开展基坑支护施工的过程中，包含众多施工内容，不仅对后续建筑结构稳定性造成影

响，同时也对施工过程的安全性造成影响，此时在信息化技术的支持下，可获取各项信息参数，为施工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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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基坑支护施工来说，其是一项综合性施工环节、

存在隐蔽性工程，其也是岩土工程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施工

内容，整体施工存在难度，且施工强度比较大。针对此情

况，在实际开展工程施工的过程中，工作人员可采用信息

化技术开展施工以及管理等工作，并对施工全过程中进行

跟踪、监控，获取施工全过程产生的各类信息，对其进行

处理与分析，同时还具有预测功能，提前制定预防措施，

解决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以此保证建筑工程经济

效益以及综合效益。

1　研究背景

我国在开展基坑支护施工的过程中，施工技术越来越

成熟，工程业绩丰富，技术人员提出了多种支护结构，并

利用多项施工工艺开展支护施工。在实际开展基坑支护施

工的过程中，理论知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同时也需要依靠施工人员以及技术人员的工作经验，此时

为进一步提升支护结构稳定性、施工质量引进并应用信息

化技术尤为重要。因此，在实际开展基坑支护施工的过程

中，需将信息化技术落实在施工的全过程中，进一步提升

基坑支护施工的安全性，将信息化技术获取各项数据参数

应用在施工之中，将其与理论知识进行融合进行计算，可

有效降低发生安全事故的概率。

根据调查研究显示，基坑支护施工的开展涉及到多种内

容，对其应用进行讨论，存在支护结构失效或者是部分失

效的情况，最终导致发生安全问题以及环境问题，此类问

题占比相对来说比较多，占总问题的10%~15%左右。基坑支

护是临时性工程，需保证经济与安全性之间的和谐性，但

是由于整体施工难度与施工强度比较大，无论是管理还是

施工都存在一定的问题，此时需积极应用信息化技术。

2　建筑基坑支护施工中信息化技术功能应用

基坑支护施工存在较强的难度，此时信息化技术在其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将其用于信息的跟踪与采集之

中，随后利用计算模型开展计算与数据分析、处理，将其

与预测结果进行对比，可进一步提升建筑基坑支护施工中

相关数据参数可靠性与精准性，同时也为下一阶段工程施

工的开展提供保障，进一步提升支护结构的安全性与稳定

性，降低对相邻工程与环境造成的不良影响，及时对计划

与施工进行调整。在应用信息化技术的过程中，可从以下

两方面入手：

2.1  信息采集

信息采集是建筑基坑支护施工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工程内

容，用于支护结构、土体以及邻近建筑信息参数的采集之

中[1]。技术人员在开展信息采集之前需利用计算机技术建立

监测系统，对土体变形、作用力以及基坑周围环境变化等

数据参数进行监测，通过分析确定土体与支护结构之间相

互作用，以此确定基坑结构是否稳定与安全。为进一步提

升信息采集的全面性与可靠性，需提前确定监测内容，包

括：（1）基坑周边土体位移与沉降量；（2）支护结构形

变；（3）土体与支护结构应力变化；（4）地下水高度变

化；（5）支护结构上土体压力变化；（6）临近建筑与支

护结构形变量；（7）基坑基底回弹量数据变化；（8）自

然环境变化情况；（9）支护结构试验的结果采集。

在开展信息采集的过程中，需将信息化采集技术与各项

采集设备进行有效融合，保证信息采集效率与质量，保证

第一时间获取信息参数，并保证信息参数的全面性与可靠

性，按照信息参数对施工与设计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与优

化，提升支柱结构安全性与稳定性。

2.2  信息分析与处理

在完成信息采集之后，需及时开展信息分析与处理，

信息采集是一项动态性工程项目，获取动态化信息参数

之后，需及时进行数据分析与处理，并提交最终处理结

果，将其上传至总系统平台之中，可在第一时间确定施工

是否存在问题，制定解决措施。在实际开展工程施工的过

程中，需给出更为全面的分析成果，包括支护结构位移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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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结构内力和弯矩变化曲线、挡土压力分布曲线、结构

位移曲线、开挖深度变化曲线以及沉降水平位移曲线等，

同时还需对气候变化以及相邻建筑变化情况进行分析，给

出最终曲线。

3　信息化技术在建筑基坑支护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应用

对于建筑基坑支护施工来说，施工内容较多，施工流程

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整体施工以及管理存在一定难度，此

时在信息化技术的支持下，可保证施工流程的规范性，提

升支护结构的稳定性，并保证施工全过程的安全性[2]。信息

化技术具体应用如下所示：

3.1  施工方案

在开展施工之前，可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施工方案进行复

核，为后续支护施工的开展提供保障，保证整体施工的安

全性与稳定性。在开展信息化监测的过程中，利用传感器

技术，建立在线监测系统（如图1所示），将采集器安装在

边坡、桩顶、桩体以及地下水关键位置，获取动态化数据

参数，以此为基础对施工方案进行核准，包括基坑边坡土

体变形、相邻结构扰动以及地表沉降等情况，并在信息化

技术建立信息化施工技术方案，实现施工过程中安全问题

与质量问题预测的目的[3]。

在施工方案中，地基沉降的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大，需利

用计算机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所示，进一步提升施工

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FqKS /•=                                  （1）

在公式（1）中，S表示地基沉降值（单位：m）；K表

示地基沉降系数（m/t）；q表示基础表面单位荷载（t/m2）

；F表示基础表面积（单位：m2）。

3.2  支护结构桩体位移监测

在利用信息化技术开展建筑工程基坑支护施工的过程

中，信息化监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利用相

关监测设备对桩体位移进行检测，监测并收集水平位移数

据，绘制水平位移曲线图。

在开展桩体位移监测的过程中，重点针对基坑开挖第二

层桩体施工深度进行检测，同时还需对相近建筑结构的水

平位移进行监测，确定最大与最小水平位移值，并将其与

支护结构位移标准值进行对比，判断是否存在超出位移阈

值的情况。此时建立告警系统，当出现此种情况及时发出

预警，由工作人员进行勘察，明确出现此种问题的原因，

制定解决措施，控制水平位移情况，进一步提升支护结构

的安全性与稳定性。

3.3  桩顶位移监测

对于基坑支护结构来说，支护桩不仅是保证基坑周围

建筑的安全性，同时也可保证支护结构的稳定性。在信息

化技术的支持下，利用监测系统确定桩顶位移数据，判断

其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位移情况，同时在监测设备的支持

下，还可确定建筑物沉降情况，并制定位移控制措施，进

一步降低不安全因素对支护结构稳定性造成的不良影响，

保证满足建筑规范要求。

3.4  地下水位动态观测

信息化技术地下水监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和价值，基

坑施工会受到地下水的影响，对地下结构的稳定性与安全

性造成不良影响。此时，应用信息化技术在规定位置安装

监测设备，明确地下水高度，以此为基础开展计算，计算

公式如下所示：

hyww =σ                                    （2）

在公式（2）中， wσ 表示水压力；y
w
表示水的单位容

量；h表示地下水高度。通过计算之后可明确基坑区域内实

际水压力，以此为基础判断其对地下结构稳定性的影响，

同时根据动态化检测，可确定地下水位具体深度，此时还

需对降水情况进行观测，为基坑支护施工的顺利开展提供

保障，保证施工质量。

结语：综上所述，在开展建筑工程基坑支护施工的过

程中，危险性较强， 且直接影响建筑机构的稳定性与安全

性，此时决定引进信息化技术，开展信息采集、数据分析

与处理，以此为基础制定施工方案，并开展支护结构桩体

位移和桩顶位移监测以及地下水位动态观测，进一步提升

施工规范性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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