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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高速发展，对于工程施工技术及监测质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文中重点探讨了在工程基坑施

工过程中，基坑监测的重要性及加强基坑监测技术运用的建议，保证监测数据为基坑安全提供有效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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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he requirements fo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monitoring quality are constantly improving. In this paper, the importance of foundation pit monitoring and suggestions for 

strengthening the application of foundation pit monitoring technology are mainly discussed in the process of foundation pit 

construction,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 monitoring data can provide an effective basis for the safety of foundation p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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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建设密度越来越大，基坑离周边建筑、管线、道路等越来越近，基坑的开挖对周

边环境影响已然不可避免的，而且基坑工程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特别是一些特殊的大中型项目，通常很难借鉴以

前的经验，从理论上也难以进行预测，所以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对基坑结构本身及周边环境的变化监测，来判断基坑的

安全性已成为工程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环节。 

1 基坑监测的重要性 

基坑监测是指在基坑施工过程中，利用监测设备对基坑工程的各个关键部位的施工指标进行监测的技术手段，在

监测过程中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判断出基坑的安全性及施工的合理性。基坑工程涉及范围广（含地下、地上、周边环

境等），施工技术复杂，危险性大，因此在施工过程应进行必要的监测。首先，基坑监测通过现场采集数据分析来了解

基坑的稳定性，确保施工的作业的安全。通过对监测数据的分析来了解设计的强度，以便设计单位能够及时对设计进

行调整，施工单位能够及时改进作业方法，从而达到节约工程成本的目的。第二，基坑监测可以让我们动态的了解基

坑及周边环境——基坑支护结构、周边建筑、周边地表、地下管线等在施工过程中的变化趋势及影响的程度。第三，

通过监测数据分析还可以让我们提前的预知险情，以便我们能第一时间采取有效措施阻止事故的发生。 

2 基坑监测技术及运用 

基坑监测以仪器监测为主，现场巡视为辅，本文主要论述竖向位移、水平位移、深层水平位移、地下水位、锚索

内力、倾斜、裂缝等监测。 

2.1 竖向位移和水平位移 

竖向位移监测是通过水准测量的方法，测出监测点与控制点的高差。水平位移是通过全程仪对监测点进行坐标测量。

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和控制支护结构在基坑开挖施工过程中变形过大，带动周围地层、建筑物、地下管线等的变形。 

2.2 深层水平位移 

深层水平位移是通过测斜仪直接获取土体内部各深度处的水平位移，确定支护结构及土体在施工过程中的最大水

平位移值及其发生部位；验算支护结构的变形量，评估支护结构的可靠性和安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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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地下水位 

地下水位是通过水位计直接测出水位的深度，并求出水位的高程。目的是了解基坑周边地下水的位置，判断基坑

开挖对其影响的程度，分析是否适合进行降水施工等。 

2.4 锚索内力 

锚索内力是通过读数仪测出张拉锚索的频率，进而求出锚索受力。通过对锚索受力情况的观测来评估支护结构的

可靠性和安全程度。 

2.5 倾斜 

倾斜监测应依据实地观测条件和要求，采用不同的方法，如激光垂准仪观测法、投点法、吊垂线法、前方交会法

和差异沉降法等。通过对监测数据分析，及时了解建筑的倾斜情况，以便及时发现设计和施工中的问题，保证建筑施

工的安全。 

2.6 裂缝 

裂缝主要通过巡查发现，用游标卡尺测量裂缝的宽度，用钢尺测量裂缝的长度，用超声波法和凿除法测裂缝的深

度。裂缝监测是为了了解裂缝的现状及发展情况，以便能够及时制定有效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 

3 加强基坑监测技术运用的建议 

3.1 提高相关人员专业素养 

建筑工程的施工监测离不开人的参与，不仅要培养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更要提高监测人员的专业素养。人员管

理是保证基坑监测技术有效运用的关键，实现施工活动按照进度安排有序进行，降低人为因素对施工监测的影响，规

范施工监测步骤。要求监测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及监测经验，利用现代化监测设备及先进管理理念，实现工程施

工的科学化监测
[1]
。 

培养水平过硬的监测人员，采取切实有效的宣传措施，结合企业实际施工经验，加强对监测人员的专业化水平能

力培养，强化施工监测人员的个人素养，完善建筑工程施工监测工作。强调监测人员的责任意识，企业要提高建筑工

程监测工作的宣传力度，确保从业人员能够充分意识到建筑工程监测的重要性，并了解工程监测对整体建筑项目完成

的重要意义。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安全意识防范培训工作，提高施工人员的自我安全意识，降低施工现场的安全隐患，

减少施工监测工作量。从管理层到一线员工都要给予重视，清楚每个岗位人员的具体职责，保证相关工作的完工效率

与安全质量。 

3.2 绘制完整施工监测计划 

在项目工程施工前，绘制一个完整合理的施工监测计划，能为基坑监测的运用提供良好基础。考虑到施工项目的

各方面条件，从多个方向深化现场施工监测计划，提高工程安全质量，为后续工程监测工作提供支持。根据施工环节

的具体要求，加强对施工地区的实地调查及情况了解，精准掌握当地气候及地质条件。实现科学化的工程施工，避免

在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质量问题，制作工程施工计划表。 

在进行现场施工计划安排时，要根据施工现场环境，以及工程分析调研结果，实现施工计划的合理绘制。一个完

整的施工计划中应包括工程的施工简介、各部门详细责任分工、不同时期的施工进度要求以及出现紧急状况时的处理

方法。利用先进的工程施工模拟系统，完善工程施工计划，分析工程施工方向，了解工程各部分特性及用途，在保证

质量的前提下，实现施工监测计划的有效落实。在计划绘制过程中，要根据工程的建筑标准，以及有关部门的个性化

要求，利用现代化科技施工方法，实现工程基坑监测技术及其运用的创新发展。将工程基坑监测工作细化处理，设置

好每段时间的监测要求，辅助施工项目的逐步开展。根据项目施工的总工作量，保证施工现场的实际施工速度与进度

安排相匹配，实现施工监测的有效应用。 

3.3 完善施工现场监管制度 

制定严格的施工监管制度，约束施工中的不规范现象，采取个性化的监督措施，不定期抽查基坑监测效果。完善

基坑监测制度的具体落实情况，保证监测体系及管理人员权力分配合理性，避免因不合理的监测制度造成的管理冲突。

施工单位要根据现场工程完成情况，以及当地政府的制度变化，不断革新施工监测条例，提高基坑监测技术的运用意

义。树立工作责任制及治理监测机制，推动基坑监测的确立和完善，结合施工场地具体情况，加强基坑监测效果。 

提高施工现场监管力度，建立个人责任落实管理机制，明确监测人员的责任与权力，全方位控制工程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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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代化信息技术为平台，建立高效的项目监测体系，加强各单位与监测人员之间的信息传递效率。将与工程相关的

其它工作也纳入监测管理范围中，保证其涵盖施工单位的各个发展领域，实现对施工人员的有效制约。工程施工涉及

范围广，技术要求高，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就为监测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只有完善施工现场监管制度，

保证施工现场的秩序稳定，才能实现规范化施工。若在监测环节发现施工问题，要通过合理的治理措施进行问题补救，

及时填补安全漏洞，杜绝安全隐患。 

3.4 加强施工信息监测控制 

在进行基坑监测过程中，要注重对数据信息的监测，保证其合理性，提高工程的安全质量。一方面，要加强对安

全监测仪器的控制，对其监测精准度及地点布置进行合理安排，实现对工程施工现场的全方位覆盖。要在工程基坑的

重点位置进行仪器监测，通过对相关信息的全面收集，保证监测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实际监测过程中，不仅要根据施

工现场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施工仪器，更要统一各仪器的换算制度标准，实现不同部门间的数据有效传递，减少工

作误差，提高基坑监测的准确性
[2]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安全监测数据的控制，提高监测数据的准确性。革新安全监测

技术，建立完善的监测数据测量体系，保证其科学性、合理性，降低数据在传递过程中的误差影响。加强有关部门的

人员沟通学习，解决实际监测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完善自身专业监测技能。构建监测信息数据库，实行监测信息

的科学化分类，以安全监测、环境监测、系统应用、基本数据、应用成果为分类标准，方便监测人员对相关信息的查

找应用管理。提高监测数据的准确性，邀请专业机构对企业监测系统进行评估，将数据监测结果进行有效性分析，保

证工程施工监测质量。 

结论 

一般情况下，工程施工涉及的范围较广，受到环境、政策等多方面条件影响，不同工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当今

经济社会的发展驱动下，基坑监测技术的合理化运用能提高项目的安全质量，完善工程施工效果。施工单位要全面了

解施工场地的环境条件，掌握具体施工顺序，完善监测方案，消除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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