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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不良地质条件中基坑支护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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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将从当前基坑支护技术的概况出发，阐述基坑支护技术在不良地质条件中的主要特征，对基坑支护技术在不良地

质条件中的设计和应用进行分析与探究，希望为相关人员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议，更好地在不良地质条件中运用基坑支护技术，

使基坑支护施工与安全得到有效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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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current foundation pit support technolog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foundation pit support technology in adverse geological conditions, analyzes and explores the design and application of foundation 

pit support technology in adverse geological conditions, so as to hope to provide some help and suggestions for relevant personnel, 

better use of foundation pit support technology in adverse geological conditions, so that foundation pit support construction and safety 

can be effectively guarant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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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对于工程项目来讲，基坑支护存在较大的施工风险和设计难度，特别是不良地质条件中的基坑支护施工，当工程

处于不良地质条件时，施工人员应加强重视，采用更为科学、合理的基坑支护技术和施工方案。因此，研究基坑支护

技术在不良地质条件中的设计和应用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1 当前基坑支护技术的概况 

在道路排水施工中，基坑支护工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基坑支护工程不但对基坑的降水效果和支护效果存在

较大影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建筑物的质量安全和人们的人身安全。从国内当前施工技术水平来看，基坑支护

技术仍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之处，这使得基坑支护设计暴露出许多问题，产生了较大的安全威胁。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基坑支护的施工设计展开深入研究，能够与施工地具体状况相结合采用最适宜的基坑支护方案十分必要。 

2 基坑支护技术在不良地质条件中的主要特征 

在我国，基坑支护技术在不良地质条件中表现出以下特征：一是地域性，中国南北跨度大，地域广袤辽阔，土壤

结构的差异也较大，这使得基坑支护技术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二是深度大，部分建筑物基坑深度能够达到 20m 以

上；三是难度大，城市地下存在许多地下交通与地下管道，并且线路十分复杂，对城市基坑支护开挖造成了一定限制。 

3 基坑支护技术在不良地质条件中的设计和应用 

3.1 进行基坑支护设计 

对深基坑进行支护设计的过程中，应按照模拟出的基坑附近埋设管线、地下室结构图纸、基础平面图纸、建筑总平面图

纸和施工现场收集到的深基坑资料信息，确定基坑和附近管线与建筑物间的距离、地下水深与地下水主要类型、具体开挖深

度等。与此同时，应与当地以往的施工经验相结合，科学、合理的选择支护结构类型与降水主要措施，随后，对施工现场展

开物理学分析和岩土结构分析，对相邻建筑物、环境荷载等物体的变形承受力进行了解，从而有效开展基坑支护设计。 

3.2 基坑支护技术在不良地质条件中的实际应用 

（1）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地下一层、地上二十一层的高层建筑工程。其中，地下一层设置了备用房，主要提供给水电类机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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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地上部分为各科室的办公室，整体建筑面积约一万立方米，基坑为长 88m、宽 24m的矩形平面，对其进行基坑支

护时，开挖深度为地表-3.8 至-4.2m。基坑南面和城市干道紧紧相邻，另外三个侧面则相邻其它建筑物，由此能够看出，

本工程的施工场地有限，并且相对较小，属于不良地质条件。同时，基坑附近的燃气管道、电力、道路以及其它管道

较为密集，必须谨慎进行基坑支护设计，否则容易产生严重的后果
[1]
。 

（2）地质条件 

本工程的场地拟建于黄河下游平原，该平原地区地势开阔且地形平坦，场地内包含粉质黏土、沉积黏土、杂填土

等土质分层，在施工过程中对地下平均水位的勘测值是-1m，而该地历史最高水位曾高达-0.3m，其水质属于中性，未

出现结晶腐蚀。 

（3）设计基坑支护方案 

基坑和附近环境的道路、建筑物距离较近，只有相对较小的施工场地，这种条件下无法采用方坡开挖基坑，因此，

在基坑支护各个对比方案里无需列入方坡开挖方案，需按照具体情况选取最佳的基坑支护开挖设计方案。 

（4）设计降水井 

在本工程中，基坑开挖的深度在-3.8m 至-4.2m 之间，电梯井局部深度-6.8m，降水预留深度 0.5m，因此确定降水

深度在-4.3m至-4.8m之间。制定基坑支护的降水举措时，应充分考虑其他机械作业对降水日常运行不产生干扰的情况，

使降水的投入成本得以降低。与此同时，确保设置的降水井具有合理性，不可在回收和拆除降水设备后留有安全隐患。 

3.3 基坑支护施工中的问题与对策 

在不良地质条件中，采用基坑支护施工方法容易遇到多种问题，应采用适当的方法加以解决，从而确保基坑支护

技术的有效性。 

（1）基坑垃圾回填深 

进行基坑开挖时，发现基坑北部的垃圾回填土深度相对较深，这些回填垃圾大部分都是生活垃圾，同时混合了一

些建筑垃圾，层间出现了布条、塑料袋等，层底有异味且出现了有机质混杂物。由于该处回填地层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使得常规土钉成孔施工工艺很难顺利实施。通过施工人员的深入讨论，决定通过注浆的方式处理这些回填土，将注浆

管通过冲击器打入到垃圾体中并开始注浆，选用φ48 的钢管，长度 6m，间距 1.5m，壁厚 2.5mm，注浆管底有对应的注

浆口，布置为梅花形。共进行两次压力注浆，水泥每米用量大于 50 千克，注浆压力为 1 兆帕至 1.1 兆帕。 

（2）基坑污水管道有水渗出 

进行基坑开挖时，发现基坑西侧的南部有水渗出的现象，起初将其认为是常年储存于河道淤泥中的水，完成开挖

后排放到外部，为加强对其的关注，只将一排导水管设置到喷射混凝土面层上，向基坑底部排水沟中导出这些水
[2]
。但

是在几天后，通过监测发现西侧的南部存在较大的位移，并且偏差值日渐增加，甚至引起微型桩朝着基坑的内侧进行

偏移，因此得到了重视。通过详细的研究和仔细的观察，得出主干道污水管发生渗漏的结论。为了验证猜想，在距离

渗漏处 2 米的基坑上边线部位挖了一个探测坑，探测坑深度为 2m、长为 2m、宽为 0.7m，当挖到坑底时继续朝下挖个较

小的坑，随即猜想得到证实。当渗透的原因找到后，先在渗漏部位挖集水坑，三个集水坑都用水泵进行明排，然而效

果并不明显，导水管依旧会流水。向业主报告后，对市政管理部门进行了请示，然后在主干道污水管线附近进行开挖，

通过开挖发现了管线渗漏点并予以处理，从而将此问题彻底解决。 

（3）基坑旧河道有淤泥 

基坑东侧的下部是一个旧河道，其淤泥相对较厚，在开挖过程中使用分段开挖的方式，开挖每次的长度是 2m，晾

晒一天后展开支护，并对锚杆长度进行了加长，针对锚杆部位的淤泥采用多次注浆这一方法
[3]
。 

（4）基坑附近民房有裂纹 

当西侧的基坑开挖过半后，通过观测发现其中一层杂物间出现了细微的裂痕，部分居民表示房屋开关门有些费力。

经过分析得出，该情况属于正常状况，同时也对基坑变形观测程度加强，在一段时间的观测后，其裂痕的变形极小，

基本上未再次扩大。 

（5）变更电梯井位置 

因业主自身原因，基坑北侧支护施工完成后进行了电梯井变更，外扩了基础外边线。电梯井的基础和基坑底部相

比深 1.5m，进行开挖容易导致底部粉土出现坍塌现象，因此施工过程中进行了分段开挖，控制开挖宽度不超过 1m，完



建筑工程与管理·2021 第3卷 第1期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2021,3(1) 

52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成开挖后，以基坑北侧砌墙的方式确保整个基坑安全性。 

4 结语 

总而言之，研究基坑支护技术在不良地质条件中的设计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关人员应对当前基坑支护技术

的概况有一个全面了解，充分把握基坑支护技术在不良地质条件中的主要特征，能够根据工程概况合理运用基坑支护

技术，从而使基坑支护施工与安全得到有效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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