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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城市建筑越来越重视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深基坑施工不仅需要考虑到其自身的安全问题，还要考虑到施工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在深基坑施工过程中，为了保证各项施工工作的有序进行，需要在实际施工中对深基坑工程施工技术进行充

分利用，同时做好施工的安全管理工作，才能最大程度上保证施工质量，提升施工效率。所以，本文针对新形势下建筑深基

坑工程施工主要技术及其安全管理方法的相关要点进行阐述，并提出一些相应的施工安全及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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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urban buildings pay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underground space. Deep 

foundation pit construction not only needs to consider its own safety issues, but also the impact of construction on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deep foundation pit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rderly progress of all construction work,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full use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deep foundation pit in the actual construction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so as to ensure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improve construction efficiency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ounds mai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safety management methods of deep foundation pi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on safety and technica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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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这样就为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工作的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在这

个过程中，使得城市地区对房屋建筑的需求量在不断地提升，从而导致房价不断的上涨，城市空间资源匮乏的问题越

发的凸现出来。为了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发展，为民众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需要寻找新的可利用的空间，所以人们逐

渐的对地下空间加以利用，地下空间高质量开发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在此背景下，对建筑深基坑工程的施

工技术及其安全管理办法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需要各专业人员充分了解深基坑施工的相关技术措施，只有在制

定出周密的安全专项施工方案，并进行严格的安全管理及技术监管的前提下，才能保障施工项目的顺利完成，才能确

保建筑基础的安全及地下空间的有效利用。 

1 建筑深基坑工程的相关概述 

在新形势下，人们加大了对地下空间利用和开发的力度，从而促使建筑基坑面积在逐渐的扩大，工程施工挖掘深

度在不断的扩展，与以往陈旧模式的基坑工程实际情况来说，深基坑工程在其组成结构和经济体系上是更为复杂的综

合性工程，施工工期更长、施工难度更大、施工工序更多，再加上外界环境因素的叠加，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深基坑

施工的技术与安全管理工作也越发严峻。因此，为了更加安全、高效地进行深基坑工程的施工，就需要我们对建筑深

基坑工程施工技术及其安全管理方法进行详细的研究和掌握。 

2 新形势下建筑深基坑工程施工技术 

2.1 基坑降排水技术 

基坑降排水技术主要包括管井降水、轻型井点降水、止水帷幕、地下连续墙等，这些技术可以有效的保证基坑施

工时不会出现水淹的情况。管井井点设备较简单，排水量大，降水较深，较轻型井点具有更大的降水效果，可代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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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轻型井点作用，水泵设在地面，易维护；轻型井点降水通常都是沿着基坑周围设置井点管，两两井点管之间的距离

都是一致的，井点管底层都会安设专门的透水层，并且会利用软管来将其与集水总管道进行连接，之后借助真空吸水

泵将水管内的水进行抽出，这样就可以有效的降低基坑内水位的高度。止水帷幕、地下连续墙则主要是用于防止基坑

侧壁和底部的水持续的流入施工场所。 

2.2 开挖技术 

土方开挖是深基坑施工的重点内容，而合理的开挖顺序及科学的布置施工机械更是土方开挖施工的重中之重。因

此在项目前期要结合基坑支护、降排水技术的选用，综合各方面实际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并针对性编制出详细

的土方挖掘施工计划，从而为后续各项工作的实施创造有利的基础。 

土方挖掘工作务必要严格遵照规范标准要求，按部就班的落实各项工作，并且要对土方挖掘结构的整体规格加以

全面的管控。在开展施工工作的过程中，需要针对周边结构稳定性加以全面的管控，切实的利用支护技术来增强周边

结构的稳定性。 

对于面积较大的深基坑，由于整体进度的要求，就需要对两个以上作业面同时进行开挖，这种开挖方式则对基坑

安全的要求更高，所以必须要在前期结合基坑支护，制定好周详的开挖方案。把基坑划分成若干个区域，按照分层、

分段和对称开挖的原则，将上述区域按照开挖的先后顺序进行编号，以保证在多作业面开挖过程中基坑侧壁的对称卸

载。根据进度要求，对挖掘机型号及其数量、土方车的数量进行合理的配置，并且要保证现场的交通环境能够满足车

辆的正常通行。所以在支护方案设计时，就需要考虑现场的临时交通场地，一般采用在基坑内修筑临时性栈桥及基坑

周围修筑临时性环道的方案来保证车辆通行。 

2.3 深基坑开挖的支护技术 

在深基坑开挖施工过程中，需要将挖掘工作与支护工作进行切实的融合，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对深基坑施工工作的

安全性加以保证。运用支护结构能够有效的提升基坑结构的整体强度，从而能够保证挖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尤其是

最近的几年时间里，基坑施工工作的难度不断的提升，从而对深基坑支护技术的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在实际开展支

护施工工作的时候，要保证施工工作要满足实际施工的需要，挑选恰当的施工方法，这样才能够对深基坑支护施工质

量加以根本保障。 

2.3.1 灌注桩排桩技术 

依据结构形式的不同，可以将灌注桩排桩划分为悬臂式支护结构、锚拉式支护结构、内撑式支护结构和内撑-锚拉混

合式支护结构几种不同的结构形式，所以在实际开展施工工作的时候，要结合现实情况和需求来选择恰当的结构形式。 

2.3.2 地下连续墙技术 

地下连续墙其实质是在下表下建造的一种结构形式，顺着地基结构的周围围沿的轴线进行建造工作，挖掘出沟槽

结构，并对挖掘过程中产生的杂质进行清理，在沟槽内设置钢筋笼结构，之后运用导管法来实施混凝土结构的建造，

从而起到防渗、节流，承重的作用。 

2.3.3 深层搅拌桩技术  

深层搅拌桩技术这项技术的实际操作就是运用水泥来当做固化剂，之后利用机械设备来对水泥以及软土进行混合，

并持续一段时间的搅拌，促使水泥能够与软土充分的融合，等到混合物完全凝结之后，从而就会形成较为稳定的桩体

结构，从而对基坑起到良好的加固作用，从根本上提升基坑结构的稳定性。搅拌桩整体结构载荷能力较强，并且具备

高水平的止水性能，在实施深基坑施工工作的时候，往往需要创建多排搅拌桩来构成基坑支护挡墙结构，从而起到防

护和挡水的作用。 

2.3.4 内撑技术 

内撑技术包括混凝土支持、钢支撑，与地连墙、排桩、深层搅拌桩组成整体的基坑支护体系。利用不同的桩基支

护技术和止水技术实现基坑的安全、高效施工，在保障施工安全的同时保证施工质量。 

3 新形势下建筑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办法 

3.1 全面落实现场勘察、监测工作 

首先，在实施基础工程建造工作之前，需要组织安排专业工作团队来针对工程现场各方面情况进行勘查工作，从

而全面的掌握工程所在位置的地质结构实际情况，结合勘察结果来编制勘察报告。施工单位要综合各方面数据来对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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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并制定出完善的施工计划。 

在基坑施工过程中，应当在支护结构、降水管井内合理地布置监测点，实时地对基坑支护结构的位移及地下水位

的变化进行科学地监测。如果在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往往会造成地下水位的上升的情况，这个时候监测单位需要对

基坑形变，结构下沉以及水位变化进行全面的监控，利用有效的方法预防危险事故的发生。 

3.2 制定合理施工方案 

要想保证实现工程的施工目标，最为重要的就是需要利用相关辅助系统来对施工工作来加以协助。在实施超高层

建筑结构设计工作的时候，综合各方面信息数据，提升设计方案的整体水平和可行性，能够为后续的工作的顺利开展

创造良好的基础。所以，在正式开始项目各项工作之前，务必要针对项目各方面情况加以全面了解，这样才能从根本

上对施工方案的效果加以保证。在制定施工方案的时候，不但要确定施工技术以及施工计划，并且还需要对建筑工程

给排水系统、暖通系统，支护系统进行合理的设计，并且应该切实的选择最先进的施工技术和施工方法。 

3.3 加强技术监管工作 

加强技术监管工作，首先要从组织机构上入手，明确各部门、各岗位员工在基坑工程施工中的岗位职责，要求责

任到人。其次要加强日常的技术复核工作，如土方开挖的平面位置、开挖顺序、开挖深度、边坡坡度等，对于基坑挖

好后的基槽验收应尤其重视，这关系到基础的承载力性能及后续结构的安全性能。检查的重点有检查基槽的的开挖平

面位置、尺寸、槽底深度是否与设计图纸相符，检查基底土质基地下水情况是否与岩土勘察报告相符，如若不符，应

及时与有关人员研究后处理。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要加强每日的基坑变形、地下水位监测数据的记录与分析，当发

现基坑变形及地下水位数据发生异常时，应及时发出报警信号，并按照事前编制的应急处置方案进行处理。避免因地

下水位涨落大，导致周边原有道路、管线、建筑物的破坏；避免因支护结构位移过大或变形速率过快而造成基坑的坍

塌、滑坡等重大安全事故。 

3.4 构建完善的施工质量体系 

在施工过程中，要构建完善的施工质量体系，严格现场的施工管理工作，要对灌注桩支护、搅拌桩的质量进行全

面检测，确保桩基质量的合格，同时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明确施工技术要点。在现场施工执行三检制度，

并对关键施工环节进行质量控制，确保深基坑施工质量及施工安全。 

4 结束语 

综合来说，施工单位务必要对深基坑施工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性加以正确的认识，并且要在制定深基坑施工方案之

前，安排专人对施工现场进行实地勘探工作。同时结合项目自身特点，制定出各项安全管理办法，实现对项目深基坑

施工的全面安全管控。只有坚持“先进的施工技术、科学的安全管理”两手抓，才能在新形势下保障我国建筑深基坑

工程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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