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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对建筑工程的相关要求和标准日渐增高，建筑工程地质勘察与建筑工程基础设计作为重要基础环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

本文以当前建筑工程地质勘察与基础设计中存在的问题为开篇，提出了相应优化改进策略，以期为相关研究与工作提供一点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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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施工区域进行地层结构、地质演变规律、气候环境等

信息的详细勘查，通过勘查得到勘查报告与勘查结果进行分析施工

区域的地质情况，以此设计基础施工方案的工作就是建筑工程施工

前的地质勘查与基础设计工作。因此地质勘查与基础设计之间协同

合作、及时沟通，是保障建筑工程安全的重要工作。 

一、建筑工程地质勘察与基础设计中的问题 
一方面，当前在地质勘察与基础设计工作中，地质勘察相关技

术与配套仪器、设备在不断优化更新，整体市场呈现科学化、全面

化趋势。但是由于勘察工作基本已形成市场化，部分勘察单位存在

低价竞争的现象，成本的降低导致了勘察工作不到位、方法不当等

现象。 

另一方面，存在人员因所受教育、专业训练不足，导致其思想

较为局限性，缺乏对勘察报告研究、了解的专业视角，往往只看参

数与剖面图，基础设计方案与地质勘查结果无法形成有效互补关

系；同时还有部分相关人员受环境恶劣的影响导致外业工作不扎

实，甚至是勘察报告水平不足。 

值得注意的是，建筑工程地质勘查与基础设计的工作内容较为

复杂，不仅需要相关人员有较高的专业性，还需要一定的工作周期。

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有部分建筑工程周期较短，使得未合理分配工

作时间，人员若专业技术不够扎实，很容易出现地质勘探不全面、

基础设计额资料不足等现象，最终导致工作出现疏漏、错误等严重

问题。 

二、建筑工程地质勘查与基础设计完善措施 
（一）健全市场机制 

建筑工程地质勘察与基础设计已进入市场化模式，因此完全可

以通过行政控制手段来进行相应调节与控制，利用市场特有的准入

机制，对于为达到合格标准的团队、人员进行遏制。如建立相应准入

市场条例，由相关部门进行统一监督管理；在进行建筑工程地质勘查

工作招标时，设定详细的竞标标准与详细要求，保证公平、公正与公

开，提高资质较高、技术水平优秀的团队中标几率；在进行地质勘查

期间，邀请专家进行勘察数据对比，并对勘察团队进行专业技术与勘

察质量测评，杜绝地质勘察过程中出现偷工减料的现象[1]。 

（二）提升人员专业素质 

一方面，对于聘用人员应进行地质勘查与基础设计相关专业技

术、业务水平、综合素质等全面测试，并且制定具有针对性地培训

计划；对于在职人员，应定期举行专题讲座，及时更新专业技术储

备量，并尽快将新技术、新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成立健全的考

核与激励制度，不仅可以有效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还可以

增加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对整体地质勘察与基础设计团队进行结

构优化，去除传统管理、协作模式，探索、创新一套更加适用于自

身团队的结构体制。 

另一方面，应加强对于地质勘察与基础设计工作的重视，相关

地质勘察人员应进行实地勘察，与施工人员就施工现场进行认真、

深入地交流了解，避免建筑工程因地质勘察与基础设计工作的不

足，而产生质量、安全隐患。而企业自身也应杜绝出现“表面功夫”，

对于地质勘察与基础设计应加强重视。 

（三）合理结合地质勘察与基础设计 

地质勘察与基础设计之间相辅相成，地质勘探是基础设计的重

要依托，基础设计是地质勘探的必要结果。在地质勘察开展前，应

先制定合理、科学的执行计划，综合考虑施工场地地质、水文条件、

项目要求等因素，并对此次勘察工作的目的、原则、方法、费用等

进行预算，为稳定推进勘察工作提供保障。在地质勘察结束后将详

细勘察评价，针对建筑总平面布置、主要建筑物地基位置、不良地

质防治工程等方案出具工程地质报告，为接下来的基础设计方案打

下坚实基础。而在建筑工程基础设计环节，基础设计人员应对工程

地质勘察结果进行详细、全面、深入研读，及时与相关勘察人员沟

通报告中的疑点、难点，同时保证基础设计内容中勘察资料、试验

资料、设计说明、设计图纸等项目全部通过外业验收与设计文件内

审，进而保证接下来建筑工程施工的顺利进行[2]。 

（四）案例简析 

某 特 种 改 造 工 程 ， 拟 建 区 地 势 较 为 平 整 ， 地 面 标 高

149.90~151.60m 之间。有五项不同的拟建建筑物，其中包括主炼钢

车间、电气室、除尘设备处、水处理设施以及煤气柜，采用的桩基

础为泥浆护壁钻孔桩，桩长在 25m，桩径在 800mm。 

按照工程建设区域的具体地质勘探报告可得，第⑤层细砂在密

度上是稍密－中密，第⑥层砾砂在密度上顶部要保持中密－密实，

第⑥中 1 层细砂的密度为中密，第⑥中 2 层中砂的密度为中密，因

此会出现滞桩现象，预制桩不能够达到理想深度，不适合使用混凝

土预制桩，可更换为泥浆护壁钻孔桩，第⑥层下部被选择做桩端持

力层，桩长在 10m 到 20m 之间，桩径为 0.6m 或 0.8m，桩型具体选

择为摩擦端承桩吗，且砾砂层本身比较稳定，厚度也较厚，内部没

有胶结层或者孤石，密度为稍密－中密，能够进行沉桩。若煤气柜

或者炼钢车间，需要的荷载力很大，同时在进行基础埋置时要求较

深，约在一般在 2.0m 到 7.0m 之间，那么炼钢车间基底的压力为则

为 400kN/m2，煤气柜基底压力为 300kN/m2，因此对于炼钢车间与煤

气柜，建议选用桩基础，桩端持力层的选择为第⑥层的下层砾砂。 

针对以上数据可得在基础设计的过程中，对于桩基础方案的选

用，需要结合施工地区的具体岩土条件、建筑物本身用途、可承受

荷载等应进行适宜的选择。例如，如果使用天然地基浅基础，在设

计过程中应避免出现不均匀的或者不平衡的沉降，如施工的部位局

部有很厚的杂填土，那么在施工开始后，一定要对杂填土层全部进

行清理，同时进行替换的土垫层；如果选择使用采用桩基础，在施

工前就需要针对单桩，从竖向层面进行静载和动载两个层面的单桩

承载力的试验等。 

结束语：总而言之，建筑工程勘察和基础设计的工作应与建筑

施工现场情况相结合，制定完善的勘察设计方案，出具专业的勘察

结果与指导意见，提高整体勘察测试技术水平，继而保证建筑工程

基础设计工作的有序开展，才能为后续施工提供全面、科学的指导

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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