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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在深基坑支护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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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我国各个一线城市的建筑越来越向超高层建筑的方向发展，

对于岩土工程中的基坑施工部分，工程特点涌现出“紧”“近”

“深”以及“大”的现象。深层次的挖掘施工是高层、超高层以及大

型岩土工程里十分关键的环节，其中深基坑支护技术则是保障

高层及大型建筑起始基础工程以及后续工程能够顺利进行的关

键一步。对于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来说，是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建

设而出现并被进一步发展的，属于综合性的岩土工程项目，因其

涉及众多学科，同时又存在诸多不确定的影响因素，目前在诸多

实际施工过程中，多采用“理论导向”，同时结合“量测”进行定量

以及“实际经验”判断为主的方式来完成对深基坑支护工程的施

工与设计。

1 深基坑支护的施工特点
深基坑支护方式的选择要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参考现场的地

下水状况、土质以及基坑的深度来选择，从而选用最经济化的施

工方式。

相交于普通基坑，对于深基坑的支护施工技术主要有以下特

点，首先对于深基坑，它普遍要比普通基坑的深度要大。①深度
方面：对于基坑工程来说，它是所有施工过程中最为基础的关键

环节，它的作用在于能够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工程的最终质量

和今后的使用安全。且当建筑物的高度或者建筑类型不同时，实

际当中用到的基坑深度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变化。目前我国的

城市化建设多以高层建筑为主，建筑本身自重较大，其在单位面

积上所需的荷载值也相应增加，因此，在施工过程中，也要进一

步加深深基坑的深度。②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种类方面：随着我国
建筑行业的发展及其他相关领域的进步，基坑的支护技术手段

及类型也在不断增加，这与我国建筑类型及建筑复杂程度的增

加有密不可分的关系。③施工难度方面：对于高层建筑来说，其
深基坑的支护工作要比传统基坑的施工难度明显增加，高层建

筑本身会要求所处地基土层承载力及结构方面达到更高标准，

且在支护过程中多采用几种支护技术配合施工，这也加大了施

工难度。深基坑施工如图 1所示。

2 岩土工程深基坑常用的支护结构
2.1 土钉支护技术方案
相关施工管理工作人员在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过程当中，在

基坑的内部会设置大量的长杆，而且这些长杆的长度和粗细都

需要进行调整，使其能够在基坑内部密度较高的插入。在这个基

础上，施工技术人员还会借助钢筋网设置在深基坑当中，主要目

的在于提升深基坑整体的土质稳定性，来确保整体工程的安全

稳定。在使用土钉支护施工技术的过程当中，相关的施工管理工

作人员需要对其施工环节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加以明确，其中主

要是要保证基坑支护工程的场地排水要确保流畅，而且要确保

使用的土钉的位置合理，其稳定性也需要符合实际工程的标准。

除此之外，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水和泥浆的比例也要根据工程的

实际情况进行合理的设计。相比其他的深基坑支护技术，土钉支

护技术的优势在于其成本较低，而且能够实现与多种深基坑支

护技术同时使用相辅相成。但是土钉支护技术最主要的缺点在

于其施工环节繁多，工程量较大，对于土钉的插入情况和土钉本

身的数据都需要进行精准的测量分析，较为烦琐。

2.2 地下连续墙支护施工技术
在使用地下连续墙深基坑支护技术的过程当中，施工技术人

员需要在有泥浆护壁的基础上来对深基坑进行分槽段施工。该

摘 要：为了更好地提升我国岩土工程的质量水平,相关建筑施工管理工作人员需要对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的发展
和完善给予一定的重视,并且对于现阶段该技术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明确和分析。 本文以贵州某项目为例,对岩土工程深基
坑支护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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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深基坑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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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主要适用环境在地下水位相对来说较高的软黏土和砂土

的地层条件下。现阶段已经成为我国深基坑支护工程的主要技

术，而且在国际岩土工程施工当中也得到了十分广泛的应用。地

下连续墙深基坑支护技术的应用，实现了施工环境对周围交通

情况的影响，对于深基坑施工当中的基础工程的安全稳定性有

很好的积极作用，是现阶段我国所有深基坑支护技术当中效果

最好的。

3 深基坑支护的应用
3.1 工程案例
贵州某项目，来自“鲁班奖”团队精雕细琢，高于国家标准，以

未来雕刻现在，科学规划八大商业高层住宅与商业，把城市精神

与区位环境定制，隐藏政治文化地标———丽苑山庄，国家级景观

国际定位项目，创造更舒适、更创新的品质区域，勇创城市。可享

受四座小桥和三位一体交通。现场基坑开挖周长为 476.50m，开
挖深度为 10.5~23.3m，开挖面积 12385.4m2。

3.2 场地地质、水文条件
在进行深基坑支护工程的过程当中，相关的施工管理工作人

员一定要对实际施工环境进行地质条件以及土壤结构的数据收

集和数据分析。根据地质勘察的结果，以及根据主要成分和土壤

条件，下层土壤分为粘土层和颗粒状层。黏土土壤层由粉砂和沙

质粘土组成，土壤质量从软到硬不等。颗粒状的土壤层由粉砂和

黏土砂组成，土壤的质量从松散到稠密不等。含水量为 15％~
22％，沙子含量为 60％~70％，淤泥和粘土含量为 30％~40％，地下
水位在-1.7~-5m之间。
3.3 该项目深基坑支护技术方案分析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的不同，所使用的方案也不尽相同。由于

实际施工环境的地质条件以及土壤结构的不同，在设计施工方

案时，需要对其进行数据分析和整理，来选择科学合理的深基坑

支护方案。在岩土工程施工的过程当中，相关的施工管理工作者

需要对深基坑支护技术科学合理的选择，才能够有效地保证岩

土工程项目的质量水平，如表 1所示。

3.4 围护接缝渗漏水
当可能有危险或危险正在发生时，项目部门的紧急工作小组

需要如实反映情况并向上级部门报告监理、设计和其他相关单

位，此外，要立即做出正确的决定去调整工程的紧急情况，减轻

事故带来的影响损失。

本项目使用了 CSM止水帷幕，在挖土坑时，如果观察到搅拌
桩塔接接缝处有渗水漏水现象，要立即停止基坑开挖施工，在坑

中使用稻草捆来防止坑外无目的的溢出，并且在坑外使用双重

流体来掩盖。在一个地下洞的挖掘中，如果他们在墙上的洞里被

发现的话，如果洞很小，就必须在泥的形成中挖出一个洞———清

理后固定的几何形状，混凝土连接，修理，如果洞很大，钢板（1~
2cm厚）可以用来连接，然后混凝土可以用来连接，然后在坑外可
以使用高压转子注入和加固。

由于地下地层承受着巨大的地下水压力，为了确保维修质量

和未来的防漏结构，墙壁的连接是一个人工切割和修复与快速

水泥，修复渗漏表面以恢复注射器吸收过程。

恢复进程结果：对于泄漏裂缝不断渗出量水先去除污垢的下

表面泄漏检测裂缝，裂缝钻头 45°沿两边的 10~12cm距离裂缝、
孔洞为 13mm，深洞和裂缝重叠 14~17cm，然后筛针放进洞，连接
聚氨酯密封泵和引进。

当泥浆从缝隙中流出并逐渐变硬时，洞就会发生变化，泥浆

粘液没有凝固，双层快速水泥被用来暂时阻塞。当线圈完成后，

取出线圈针，取出密封和连接，用快速干燥的水泥清洗表面。

主要原料是：35.6种普通硅酸盐和硅酸钠（模块 3.6~4.2，密
度 1.318~1.342g/cm3）。原料质量比：水泥:硅酸钠:水=1。每立方溶
液 375kg，250kg硅酸钠，水 560kg，结构必须根据溶液系数调整，
5%挥发灰，10%的硅酸钠土壤。
4 结语
现阶段，我国城市建设工作在不断发展，城市的规模在不停

扩大的同时，城市建筑密度也越来越高。而现阶段我国的岩土工

程行业已经逐渐向高层岩土工程的领域不断靠近和发展，在岩

土工程施工过程当中，其中深基坑支护施工对于工程的质量水

平来说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深基坑支

护技术在岩土工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关键。在深基坑施工过程

当中，要严格落实国家的相关标准和规范，对于其中的相关工作

环节给予监督和审核工作，在施工之前，对于项目所涉及的各个

方面影响因素进行考虑和分析，设计科学合理的施工技术方案

来确保深基坑施工的稳定性以及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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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面 支护形式 剖面长度/m 备注

1-1 放坡+旋挖灌注支护桩（φ1800@2100）+长螺旋搅拌桩
（φ600@350）+三道钢筋混凝土内撑 86.2

2-2 放坡+旋挖灌注支护桩（φ1800@2100）+长螺旋搅拌桩
（φ600@350）+二道钢筋混凝土内撑 66.3

3-3 放坡+旋挖灌注支护桩（φ1500@2100）+长螺旋搅拌桩
（φ600@350）+二道钢筋混凝土内撑 16.3

4-4 放坡+旋挖灌注支护桩（φ1200@1600）+长螺旋搅拌桩
（φ600@350）+二道钢筋混凝土内撑 77.1

5-5 放坡+旋挖灌注支护桩（φ1200@1600）+长螺旋搅拌桩
（φ600@350）+三道锚索 40.1

6-6 放坡+旋挖灌注支护桩（φ1500@2200）+长螺旋搅拌桩
（φ600@350）+四道锚索 21.0

7-7 放坡+旋挖灌注支护桩（φ1500@2200）+长螺旋搅拌桩
（φ600@350）+六道锚索 18.6

8-8 放坡+旋挖灌注支护桩（φ1500@1800）+长螺旋搅拌桩
（φ600@350）+七道锚索 43.2

9-9 放坡+旋挖灌注支护桩（φ1500@1800）+长螺旋搅拌桩
（φ600@350）+七道锚索 71.8

10-10 放坡+旋挖灌注支护桩（φ1500@1800）+长螺旋搅拌桩
（φ600@350）+三道钢筋混凝土内撑+一道锚索 30.6

表 1 基坑支护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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