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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从而为我国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基坑支护施工技术整体水平的提升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建造中，深基坑支护技术的运用其作用就是对工程建造的质量和安全加以根本保障。

但是在实际组织实施建筑工程施工建造工作的时候，深基坑支护管理工作整体水平较差，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所以为

了切实的将审计坑支护技术的作用发挥出来，那么最为重要的就是需要加大力度实施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的管理工作，保证

各项工作都能够达到既定的效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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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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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es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h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foundation pit suppor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 China.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 projects, the application of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technology is to fundamentally 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However, when actually organizing and implemen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the overall level of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management is poor and can not meet the needs of actual work. Therefore,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audit pit support technolog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o as to ensure all work can achieve the established effect ob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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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深基坑支护施工工作在整个建筑工程项目中的所用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深基坑支护技术的运用存在任何的不合理

的情况，都会对建筑工程施工质量和施工安全造成巨大的损害。在组织实施建筑工程施工建造工作的时候，应当结合

实际情况来对深基坑支护技术加以实践运用，并且积极的落实技术检测工作，结合各方面实际情况来对深基坑支护技

术水平进行不断的提升，并且在对其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为我国建筑工程行业的未来稳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 建筑工程施工中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的特点 

1.1 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的复杂性 

建筑工程中深基坑施工技术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工作人员务必要对工程所出位置进行切实的测量，并且对涉及到

的各项信息数据进行测量，对于施工现场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结合获取的信息来编制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

切实的将深基坑的支护作用发挥出来，为深基坑支护施工工作的实施给予良好的辅助。就当下实际情况来说，测量工

作所采用的方法都具有良好的理论依据，但是因为深基坑施工技术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所以在加以实践运用的时候，

往往会遇到诸多的问题，从而会对测量工作的结果造成巨大的损害
[1]
。 

1.2 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的地域性 

我国国土面积辽阔，各个地区的地质结构情况以及环境情况都是存在一定的差别的，所以对于深基坑支护施工工

作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应当切实的结合施工地区的土质结构以及气候情况来挑选适合的方法来进行深基坑的支护施工

工作，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对深基坑支护施工工作的作用发挥出来，对于工程整体施工质量加以保证
[2]
。 

2 建筑工程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管理现状 

就当下实际情况来说，在城市建设工作全面实施的形势下，各个地区建筑工程项目数量逐渐增加，从而为深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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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技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大量的建筑施工单位对于深基坑支护技术管理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在历

经了多年的发展之后，深基坑支护技术管理工作的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当下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管理体系，并且能

够针对不同地质情况的建筑工程制定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现如今，我国建筑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深基坑支护施工

技术管理工作主要涉及到下面几个方面： 

2.1 桩锚结构体系支护施工技术管理 

在实际组织实施建筑工程施工建造工作的时候，需要加大力度将深基坑支护技术加以实践运用，在整个深基坑支

护体系中，锚杆结构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如果建筑工程所出位置的地质结构稳定性较差，或者是环境条

件较为恶劣的时候，可以将灌注桩与锚杆结构相整合来完成基坑的支护
[3]
。在实际组织实施工程施工建造工作的时候，

施工工作人员需要施工工作人员对猫固体以及锚索进行严格的检查，与此同时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实践运用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 

2.2 连续墙支护施工技术管理 

在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建造中，深基坑支护施工工作可以运用连续墙的施工模式，连续墙技术其实质就是建造泥浆

护壁结构，在当前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高层建筑项目数量逐渐增加，从而造成了深基坑的深度的不断加深。一般

来说，连续墙支护通常都是在基坑加深的情况下加以运用的，尽管连续墙结构相对较薄，但是自身拥有良好的防渗透

作用，所以往往都是被人们运用到密集性房屋建筑工程之中。 

2.3 挡墙支护施工技术管理 

在整个深基坑支护系统之中，挡墙支护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个部分，利用挡墙支护可以切实的提升工程项目的整

体质量，挡墙支护技术运用到大范围的土层之中效果更佳良好。挡墙支护技术其实质就是运用土壤以及水泥浆液进行

搅拌之后提升土层的综合性能，确保土质结构稳定性能够满足工程的实际需要。当下，我国大部分建筑工程项目都是

运用的挡墙的支护方式，这种方式未来发展前景较为良好
[4]
。 

3 建筑工程施工中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类别的分析 

3.1 深基坑排桩支护施工技术的分析 

就深基坑排桩支护技术来说，建筑工程施工建造过程中通常可以将深基坑排桩支护记住划分为柱列形式以及组合

形式。首先，在开始工程建造之前，施工工作人员务必要对深基坑结构进行准确的测量，并且将其与周边环境进行结

合，这样就可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其次，结合建筑工程实际情况来准确的判断钻孔的位置，并且将钢筋混

凝土灌注到孔洞之中，等到钢筋混凝土彻底的凝结之后才可以实施深基坑排桩支护施工工作。 

3.2 深基坑深层搅拌加固的施工技术分析 

在实际组织实施建筑工程施工建造工作的时候，深基坑深层搅拌和加固是工技术的运用都需要搅拌设备的辅助，

将水泥和石灰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搅拌，从而保证后续施工工作的效果。在将深基坑深层搅拌加固技术加以实践运用

的时候，各项施工操作相对较为简单，并且整体成本较少，不容易出现不良反应
[5]
。 

3.3 深基坑护坡桩支护施工技术的分析 

在将深基坑护坡支护是技术和排桩支护是技术加以实践运用的时候，首先需要对施工位置加以确定随后选择适合的

位置进行钻孔。其次，在适当的位置进行灌浆，并且将钻孔设备取出，将钢筋混凝土材料灌注到孔洞之中，最后实施补

浆施工操作，在确保深基坑支护结构的稳定性达到规定的标准之后方能实施后续施工工作。不得不说的是，尽管深基坑支护

破桩施工技术实践操作较为简单，但是其对准确性的要求较高，所以需要施工工作人员对施工的准确性加以根本保障。 

3.4 深基坑土钉墙支护施工技术的分析 

深基坑土钉墙支护施工技术通常都是运用到混凝土以及土钉等建筑材料，操作流程为：首先需要判断出深基坑的

实际位置。其次，将深基坑的深度设置到既定的深度之后实施修整，借助专业的工具来完成深基坑的测量工作，并且

对打孔的位置加以标注。再有，在完成打孔之后还需要进行详细的记录，在孔洞内进行灌浆。随后，切实的进行土钉

墙的维护和保养工作。最后，深基坑土钉墙支护施工技术所运用的各类施工材料涉及到的成本较少，所以被大范围的

加以实践运用，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3.5 深基坑锚杆支护施工技术的分析 

就深基坑锚杆支护是技术来说，首先在基坑挖掘到既定的深度范围之后，需要对基坑实施加固操作，将锚杆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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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坑的内部，随后将两边的支护结构和锚杆结构连接在一起
[6]
。其次，综合各方面实际情况和需要来对预应力进行合

理地把控。最后，应当安排专业人员对各项施工工作进行严格的把控，对于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不得不说

的是，因为深基坑锚杆支护施工技术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如果这箱技术与其他相关专业技术进行整合运用到时候，能

够切实的提高建筑工程结构的整体稳定性。 

4 建筑工程施工中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问题的分析 

4.1 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存在的不足 

当下，在实际组织实施建筑工程项目施工建造工作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运用到诸多不同种类的深基坑支护施工技

术，但是大部分建筑工程在施工过程中运用钢板支护施工技术的概率相对较高。与其他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相对比来

说，钢板支护是技术实践运用中需要使用到钢板结构，这样必然会对周边环境造成诸多的影响，必然会损害到深基坑

支护的整体效果。 

4.2 建筑工程施工中存在的深基坑支护问题 

详细的来说，环境因素、气候因素以及土质情况都会对建筑工程深基坑支护施工工作的整体效果造成巨大的影响，

所以极易引发危险事故的发生，如果在遇到危险事故之后没有及时的加以补救，那么最终就会引发较为严重的不良后果
[7]
。 

5 深基坑支护技术的应用要点 

5.1 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 

充分结合各方面实际情况来编制深基坑支护施工方案，是确保施工工作整体质量和效果的重要基础。在编制施工

方案的时候，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对于极易出现施工质量问题的施工工作加以预判，并且针对性的制定解决方案。 

5.2 保证设备的工作质量 

要想切实的将深基坑支护技术的作用发挥出来，应当将相关专业机械设备加以高效的运用。在实施深基坑支护施

工工作的过程中，需要利用挖掘机械来进行土方的挖掘工作，最后将挖掘出来的土壤运送到指定的位置进行存放。 

5.3 周边的防护工作 

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一般都是被运用在岩土层之中，所以为了规避在土方挖掘中出现渗漏或者是裂缝的情况，需

要对现场土层结构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 

6 总结 

由于建筑工程施工中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较为复杂，且含有多种类型，因此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施工人员要结

合实际情况，科学合理的选择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深入研究建筑工程，全面了解深基坑施工技术的种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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