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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建筑工程施工中深基坑支护的 

施工技术管理

张  斌

（中铁十二局二公司，山西  太原  030032）

摘要：当前土地资源面临着紧缺的状况，为了满足人们居住、生产等活动需求，建筑工程的建设
过程中需要以节约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为基本要求。基于此，高层建筑甚至超高层建筑，以及地下
工程的建设持续增加。为了确保这些建筑工程的安全及稳定，需要加深基坑的深度，由此延伸出的深
基坑支护施工也越加重要。合理、先进的深基坑支护技术及有效的管理，是保证建设工程施工过程中
安全的基础，也是提高施工效率、提升工程效益、增强建筑工程稳定安全的重要保障。因此，在深基
坑支护施工技术的应用过程中，一定要加强管理，确保支护技术能够发挥出预期的支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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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常用的深基坑支护技术
1.1.1 桩锚结构支护技术
桩锚结构支护技术主要的原理是，通过围

护桩与锚杆共同实现对深基坑的支撑和巩固作
用，将锚杆的一端固定在基坑中的稳定土层，另
一端与围护桩相连，避免基坑土体的移动下滑。
桩锚结构支护技术可以应用在较为恶劣的地质条
件下，并且能够有效地保障安全，具有应用成本
低、施工简便等优势。同时，桩锚结构体系与基
坑的土方开挖互不影响，能够在保障安全的情况
下提高深基坑施工的效率。

1.1.2 连续墙支护技术
连续墙支护技术是通过在深基坑周边利用

机械挖出一条沟槽，将槽清理干净后，放置钢筋
骨架并灌注混凝土，形成一道连续的钢筋混凝土
挡墙，起到阻挡、承重的作用。该技术能够起到
较好的支护效果，尤其在超高层建筑或地下工程
的施工中应用较多，并且也能够适用于较多的地
质条件，因此在深基坑支护施工中的应用越来 
越多。

1.1.3 挡土墙支护技术
挡土墙支护技术是通过将水泥砂浆与基坑中

的土壤进行充分搅拌，进而提高基坑土壤的强度
和承重能力，实现支护的效果。挡土墙支护技术
的适用范围也非常广泛，并且也能够起到较好的
支护效果。

1.2 深基坑支护技术的特性
深基坑支护施工的主要场地位于地下，因

此面临着各种条件的影响，如地质条件、水文条
件、土壤性质、地下管道线路、周边建筑物等，

导致深基坑的支护施工难度高、安全风险高[1]。总
体来说，深基坑支护技术主要有以下特性。

1.2.1 复杂性
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其

所面临的各项外在环境、条件的复杂性，也表现
在对这些环境数据信息收集的复杂性上。每一个
不同的深基坑支护施工现场的地质、水文条件、
周边建筑、地下管线等都有所不同，如果没有提
前进行这些信息的勘察、收集而直接进行深基坑
支护操作，那么很有可能出现支护技术不适用的
现象，不止不能起到较好的深基坑加固效果，甚
至还会给深基坑的施工过程带来严重的安全威
胁。因此，在深基坑支护施工前，必须对现场条
件进行调查，并尽可能确保调查数据、信息的准
确性，然后根据调查的结果制定相应的深基坑支
护施工技术应用方案。但是当前所应用的地质勘
测的方法并不能得出全面的地质水文条件信息，
导致深基坑支护施工中还是存在一些隐患。为了
消除这些不可预知的隐患，应当加强对地质条件
测量技术的优化、创新，为深基坑支护技术的应
用提供更加准确、全面的信息。

1.2.2 地域性
所谓地域性，是指根据不同的地域条件，

需要适用不同的深基坑支护技术，以最大化地发
挥出技术的效果。例如，我国幅员辽阔，包含多
种多样的土壤性质、地质水文状况，这主要受不
同地区的气候、位置等条件影响而导致的。基于
这种情况，在进行深基坑支护施工时，必须对施
工当地的土壤特性、水文条件等做全面、细致的
勘察，选择这种条件下最适宜的支护技术。同
时，要能够合理地利用当地的基础条件特性，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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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深基坑支护施工能够顺利进行，并取得较好的 
效果。

1.2.3 专业性
因为深基坑施工技术需要深入地下进行施

工，在施工过程中需要用到力学处理原理、建筑
工程施工相关专业知识以及地理、地质相关专业
知识等，涉及多领域、多专业，综合性和专业性
非常强，对施工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平也有非常高
的要求[2]。

2 现存问题分析
2.1 深基坑土体取样缺乏代表性和全面性
在进行深基坑支护施工之前，需要对深基坑

的地质条件进行勘察，其中一项勘察方式是对基
坑的土体进行取样然后化验，分析其成分组成以
及物理化学性质等，根据化验的结果来设置合理
的支护结构的力学指标。但是，有的建设单位基
于降低工程成本支出，或勘察人员为了减少勘察
工作量，不会设置过多的取样点，这就导致所取
的土质样本并不能代表全面的基坑地质情况，因
为地质条件是极其复杂的，尤其是越往深处，地
质条件越复杂。因此依据取样结果进行的支护方
案设计可能与实际的地质状况并不相符，进而影
响最终的支护效果。

2.2 在管理过程中较少引入先进的现代化 
技术

当前，信息技术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诸多
领域得到了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先进
的信息技术同样可以应用到深基坑支护技术的施
工管理中，能够确保地质条件各种信息数据收集
的全面、精准，为技术的应用提供基础，同时也
能加强对施工过程的全程动态监督，了解施工的
进展情况，及时发现问题。但是当前深基坑支护
施工技术的管理中，由于各种原因只能少量引入
这些先进的信息技术，主要表现在：第一，信息
技术应用所需的软硬件设备没有及时更新换代，
导致获取信息的效率低，精度不高，也不全面，
不能满足施工的需求，同时也不能实现对深基坑
支护施工过程的有效监督，不能及时预测并提前
预防各种施工过程中的风险。第二，管理人员对
信息技术的了解不足，不能够很好地掌握并应用
这些信息技术。

2.3 忽视地下水对技术应用的影响
地下水也是影响深基坑支护技术施工效果

的重要因素，是在施工前需要全面了解的重要信
息，并且需要采取措施有效地预防地下水对深基
坑支护施工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如果设计开挖
的深基坑的最底部距离最高地下水位不足1m，就
必须引起注意，并适当变更深基坑的设计。同时
还必须考虑到意外情况，如面对地下水位突然上

升，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应急措施，来保障深基坑
支护施工的安全顺利进行。但是当前施工单位和
建设单位在深基坑支护施工中较多地关注地质条
件，对地下水的情况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进行
深入的调查和制定应急方案，给深基坑支护施工
过程埋下了安全隐患。

3 管理措施分析
3.1 做好技术应用前的准备
首先，要对基坑的稳定性与强度进行确认，

必要时对其结构的稳定系数进行检测。其次，要
检查深基坑周边的基础设施以及地面，确认是否
存在设施倒塌、地面下陷、裂缝的现象，排除所
有可预见的施工安全隐患。最后，在施工过程中
注意保护环境，减少污染。

3.2 确保深基坑支护施工方案的合理性
要确保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的应用效果，需

要加强对深基坑施工技术各方面的管理，其中加
强对施工方案设计过程的监督管理，确保施工方
案的合理性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通过对设计过
程的管理，保证施工方案的合理性、完整性，包
括施工准备、应用程序、关键要点、应急处理等
内容，并对施工中的人力、机械等做出合理的安
排，调整需要交叉作业的内容，避免施工过程中的
混乱。方案设计完成后，要组织各方面、各专业负
责人进行审查，确保方案合理、安全、可行，如果
发现方案中存在不合理的地方，要提出意见并进行
讨论，确定最佳的修改方案。

3.3 完善管理制度，增加资金投入
完善的管理制度是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取得

良好的应用效果、提升施工质量的重要保障。要
完善管理制度，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
明确责任分配。制定专门针对深基坑支护施工技
术应用的管理细则，通过将各道技术应用工序尤
其是施工重点部分的责任进行划分，明确各施工
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的职权和责任范围，确保事
事有人负责。同时将责任的履行情况与奖惩制度
挂钩，明确奖惩的条件，督促并激励所有人员认
真履行职责。其次，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应用的
管理细则应当以国家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作为依
据，以此来提高管理细则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最
后，管理细则制定完成后，需要征求单位相关人
员的意见，以确保管理细则具备可执行性[3]。

3.4 合理选择支护形式，做好技术交底
当前较为常用的深基坑支护形式主要有桩基

结构、土钉墙结构、连续墙结构以及边坡支护。
在确定具体的支护形式时，必须结合施工现场的
具体地质条件、地下水位情况等，并考虑各种支
护形式的应用条件需求，来选择合适的支护形
式。如果有必要，可以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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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来达到较好的支护效果。确定好施工所用的
支护形式后，应当编制完整的施工技术方案，并
将技术方案中的技术向具体的施工人员和技术人
员做好交底工作，保证每位施工人员对自己所负
责的作业内容完全了解并能够熟练操作，能明确
具体的施工标准和要求，并掌握技术应用过程中
的重点。另外，针对技术应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风险、事故等制定好应急措施，一旦发生紧急状
况，应确保能够及时采取措施，尽力将影响控制
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3.5 在管理中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
将先进的信息技术应用到深基坑支护施工技

术管理中，能够有效地提高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使深基坑支护工程得以顺利开展。首先，对信息
技术应用配套的软件以及硬件设施要及时地进行
更新换代，以能够应用当前最先进的信息技术。
具体的信息技术的管理内容是，通过对深基坑支
护施工过程的实时监控，掌握各个阶段施工的进
展情况以及具体的施工过程。其次，提高管理人
员对先进技术的应用能力，通过对管理人员进行
信息技术应用的培训，使其能够将信息技术与深
基坑支护施工管理有效结合，利用这些技术掌握
施工条件的变化情况，并根据这些变化进行分析
和判断，据此提出有效的施工建议。

3.6 加强技术应用过程中的安全管理
首先，在进行深基坑支护施工之前，要对

施工现场可能对施工有影响的各种因素、条件等
进行全面了解。如果土质条件良好，可以有效地
利用现场的有利条件与边坡支护措施相结合，确
保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面对地质条件较为恶劣的
情况，需要选用效果较好的支护施工技术。进行
深基坑支护施工时，还必须考虑周边建筑物的情
况，如果相距很近，则在施工过程中必须时刻关
注基坑土层的变动情况是否稳定等，避免基坑坍
塌造成相邻建筑物地基下沉的事故发生。

其次，在进行深基坑支护施工时，必须做
好安全防护措施，时刻关注基坑的稳定性。在支
护工程施工过程中，深基坑周边的机械设备、车
辆等必须按照设计要求的地点进行停放，车辆、
人员也必须按照设计路线行进，对这些预留好的
停放地点、行进路线要做好加固措施，避免因车
辆、机械的重力导致超出基坑周边土层的承受力
而引发基坑的塌陷。深基坑的周边和支护结构的
周边必须设置安全栏，并在施工现场预留安全 
通道。

再次，对深基坑的变动情况展开实时监测，
并密切关注监测的信息，变动幅度超过预警范围
时要及时地调整施工方案；根据应急方案及时采

取应急措施，合理地解决安全隐患、规避风险，
全力保障深基坑支护施工过程中的安全。

最后，加强对深基坑支护施工过程中的安
全检查。对施工现场是否按规定做好安全防护措
施，施工人员是否穿戴安全防护设备，对支护施
工过程是否严格按照规范进行操作等进行严格的
检查，例如支撑梁最底部的垫层是否完好、粘连
紧密，是否存在脱落的隐患等，避免因垫层脱落造
成的安全事故。总之，通过严格的现场安全检查，
确保能够及时地发现安全隐患，并采取措施予以消
除，保证深基坑支护施工过程中的安全。

3.7 关注地下水变化情况，消除水的不良影响
首先，要注意地下水的变化对深基坑支护施

工产生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深基坑
底部的土层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并且含有承压水
层的，必须确认承压水的稳定性是否在标准范围
之内。如果超过标准，必须采取措施进行降水。
通常使用较多的降水措施有管井降水和井点降水
方式，具体操作起来非常简便，并且能够有效地
减少基坑结构的变形风险，保证深基坑支护施工
的安全。其次，针对地表水如降雨、河流等，要
设置合理的排水措施及时排除基坑内的地表水，
避免过多水的积存降低基坑的强度和稳定性。较
为常用的排水方式有设置排水沟、集水井等方式。
另外，还必须预防由于地下水位下降造成的土层下
陷的风险，对此种情况，可以应用回灌的原理通过
排水井向土壤中注水，确保地下水的水位始终保持
在合理的范围之内[4]。

4 结束语
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在当前建筑工程施工中

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应用也逐渐频繁。与以往的
基坑施工相比，深基坑支护施工通常面临着更加
复杂且高风险的情况和条件，为此必须加强对深
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的管理，确保深基坑支护技术能
够得到有效应用，并且发挥出较好的加固地基的效
果，进而为深基坑施工的安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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