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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在多方面利好因素的影响下整体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从而为城市建设工作的实施带来了良

好的机遇，与此同时城市人口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这样就对城市交通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切实的解决当前城市交

通网络的压力问题，提升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各个地区大量的地铁工程被建造出来，为民众的生活带来了诸多的便利。就

当前实际情况来说，世界范围内已经大约有一百座城市建造了地铁工程，不但有效的缓解了当前城市内的交通压力，并且也

为民众的生活提供了良好的便利。但是因为地铁工程的建造都是在地下空间进行的，再加上工程施工工作量较为巨大，所以

往往会在施工过程中遇到诸多的危险情况，所以施工单位需要加强施工的监测力度，尽可能的避免各类施工质量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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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ny favorable factors, the overall level of Chinese social economy has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brings good opportuniti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number of 

urban population is also increasing, which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urban transport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solve the pressure problem of the current urban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nd improve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land resources, a large 

number of subway projects have been built in various regions, which has brought a lot of convenience to people's life. As far as the 

current situation is concerned, about 100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built subway projects, which not only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current traffic pressure in cities, but also provide good convenience for people's life. But because the construction of subway 

engineering is carried out in the underground space and the workload of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relatively huge, many dangerous 

situations are often encount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so the construction unit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monitoring of construction 

and try to avoid all kinds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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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坑施工工作在地铁工程建造中属于较为重要的一个部分，要想确保基坑施工建造的质量，那么就需要对基坑施

工变形进行检测。这篇文章主要针对地铁车站深基坑施工变形监测工作展开全面的分析研究，希望能够对我国地铁车

站工程行业的未来良好发展起到积极的辅助作用。 

1 地铁车站深基坑施工特点 

（1）地铁车站基坑工程涉及到的施工量较为巨大，所以工程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地铁车站能够实现多条不同线路

的换乘，所以在施工建造中应当增设适当的通道以及出入口，从而会导致工程量的增加，这样就会对深基坑支护施工

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2）地铁车站工程往往会设置诸多的地下管道，在工程建造中往往会遇到大量的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地铁车站的

位置通常都会选择在市中心的位置，所以必定会在进行工程施工建造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诸多的困难，诸如：燃气管

道、电力线路分布不均匀的情况等等，所以需要各个部门进行切实的沟通，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3）在实际组织实施基坑施工建造工作的时候，往往挖掘深度的不同也会对施工工作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并且

还应当重视对周边建筑的保护，尽可能的避免发生地面沉降的情况发生
[1]
。 

2 深基坑变形监测需掌握的资料 

2.1 掌握深基坑的变形量 

一般来说，在组织实施工程施工建造工作的时候，尤其是在进行高层建筑结构建造工作的过程中，务必要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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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现场勘察工作，从而对工程所处地区各方面情况加以去那面的了解。通过对之前深基坑施工事故进行综合分析研

究我们发现，施工现场监测工作不到位是造成基坑施工事故的主要根源。所以在组织开展深基坑监测工作的时候，应

当充分结合现场各方面情况来制定监测方案，通过对检测数据的整合分析来对施工方案进行适当的调整，并且也可以

切实的规避环境因素影响而造成的基坑变形情况的发生，为后续工程施工建造工作的实施给予良好的帮助
[2]
。 

2.2 提供深基坑实时的动态资料 

在实际组织实施深基坑挖掘施工工作的时候，因为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无法对施工质量和效率加以根

本保障。为了能够从根本是能够对深基坑变形情况加以全面的监测，那么就需要综合各方面实际情况来实施数据的监

测，全面的对施工情况进行掌握，并且还应当组织协调各个工程参与单位的沟通和交流，为施工单位制定各项施工方

案给予良好的协助。 

2.3 有效发现及预报现场情况 

在实际实施深基坑施工建造工作的时候，及时的发现施工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监测工作的主

要作用就是保证各项施工工作能够按照既定的规范标准和要求落实，从而确保施工工作的质量和效率。专业技术人员

针对深基坑监测数据加以综合分析，对于那些具有一定特殊性的位置加以综合判断，能够对隐形危险因素加以确定，

从而为施工管理工作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基础
[3]
。 

3 深基坑工程理论发展演变 

针对深基坑工程所实施的研究工作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的，专业工作人员对于基坑结构的沉降、基坑挖掘深

度以及基坑预留边界规格影响因素应当加以综合分析，将分析结果加以实践运用能够准确的判断出土方挖掘以及支护

结构所需要承担的载荷情况。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的时候，相关专业人员结合各个地区的各类维护结构深基坑

工程实施了综合分析，最终总结出沉降的曲线往往都是呈现出三角形的结构特征。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数

据的积累到了较为充足的状态，专业人士开始将注意力放在了各个地区深基坑变形数据的收集上，这样就确定出了基

坑变形与周边地质结构、维护结构情况所存在的关联关系，借助多个内支撑结构来建造深基坑，随后确定了维护结构

变形过程中表现出了抛物线的规律，并且会随着时间的延续，最终会导致深基坑挖掘周边结构发生变形的情况。到了

九十年代的末期，人们加大了深基坑工程研究的力度，人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深基坑维护结构变形问题的研究方面。

首先，是悬臂型维护结构的变形，这一问题通常都是在没有对深基坑进行支护的情况下出现的，在实施挖掘工作的开

始阶段，往往会出现维护结构变形位移的情况，这样就会导致与悬臂梁构成类似的变形模式。其次是内凹型维护结构

的变形，在挖掘施工过程中会在内部设置专门的支撑结构，这样就会对顶层结构的稳定性加以保障，但是因为受到多

方面因素的影响也会引发变形的情况出现，但是变形结构所表现出的特征是中间大、两边小。最后是组合式的维护结

构变形，这种模式可以说是前两种变形情况的综合
[4]
。 

4 工程概况 

这篇论文是围绕福州地铁 X 号线 XX 站深基坑工程为研究对象，福州地铁 X 号线 XX 站共涉及到地下三层结构，车

站整体长度为 168.00m，车站标准段挖掘长度为 23.10m，盾构端头井处开挖约 25.48m。车站工程的挖掘施工工作所选

择使用的是明挖顺筑的施工方法，车站主体结构地基选择运用的是地下连续墙+内支撑体系。 

4.1 基坑开挖监测方案 

4.1.1 监测范围 

依据相关规定要求，此车站内监测范围结合基坑实际情况以及周围环境功能情况最终确定为三倍基坑挖掘深度范

围的基坑主体，能够覆盖主要以及次要影响区域。 

4.1.2 监测内容 

此车站工程监测工作的侧重对象为基坑支护结构以及基坑周边环境，其中支护结构也就是围护墙体以及桩柱等支

撑结构。周边环境涉及到地下水情况，地下管道线路，城市到了以及各项基础设施等等。 

4.1.3 监测等级 

结合相关规范要求来说，基坑结构的风险登记划分将基坑深度超出二十米的基坑工程基坑风险等级设定为一级。

结合以上规范来看，基坑周边如果存在重要的建筑物或者是河流的时候，环境风险属于一级。结合地质条件的复杂程

度来说，结合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此工程的基坑地质条件具有一定的复杂性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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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坑变形监测数据分析 

4.2.1 墙体水平位移（测斜）数据分析 

将墙体水平位移累积变化量当做横坐标，墙体宽度为纵坐标，编制出所有测斜孔在各个阶段的曲线图。墙体测斜

斜 QCX05 的变化图中，墙体测斜 QCX05 通常会随着挖掘深度的延伸而不断的增加，维护结构所出现的变形情况也会逐

渐的增加，最后就会出现大肚状的情况，极限变形处在挖掘深度的十四米的位置，也就是第三道混凝土支撑设计的位

置，结合地质结构情况来说，整个车站的挖掘位置处在位置属于粗中砂层，并且与闽江距离相对较近，车站坑外水位

高度较高，基坑挖掘施工过程中土方卸载以及主动土压力逐渐增加，从而导致砂层流动性较大，如果支撑结果载荷能

力与车辆施加的年压力二者不一致，地连强变形情况概率就会增加，极易导致维护结构出现变形的情况。在基坑地层

浇筑施工结束之后，并且结构强度达到规定标准，基坑结构类型属于箱涵结构的类型，整个基坑周边土层结构具有良

好的稳定性，基坑变形情况不大，墙体水平位移变化速度逐渐维持在稳定的状态。 

4.2.2 墙顶竖向位移数据分析 

选取 ZQC11、ZQC22、ZQC01、ZQC21、ZQC06、ZQC16、ZQC04、ZQC18 共 8 个区域墙顶竖向位移监测点，结合监测获

得的信息数据来绘制曲线图，数据上抬为正、下沉为负。结合曲线图来说，基坑挖掘过程中，墙体顶层沉降数据波动

范围较小，并且差异性不大。基坑挖掘施工之前，施工单位对所有的墙体利用坑外抽条的方式来进行加固，并且基坑

挖掘过程中所运用的是分层分段挖掘的方式，地连墙的深度较深，墙址处在岩体层中，所以挖掘施工工作开展过程中，

土方卸载不会对连墙的纵向位移造成巨大的影响。 

4.2.3 地表沉降数据分析 

在实际实施基坑挖掘施工工作的时候，基坑挖掘深度越深，那么墙体水平位移变化就会越大，基坑外的水位就会

逐渐的提高，基坑外土地出现位移，向基坑内移动。再加上基坑挖掘施工过程中会使用到诸多大规模机械设备所以会

对土地造成一定的碾压，从而会造成地表沉降情况不断加剧的问题发生。 

4.2.4 支撑轴力数据分析 

本站基坑竖向设置五道支撑，标准段：设置第一、三道支撑采用钢筋混凝土支撑，第二、四道支撑均采用φ800、

t=16mm 钢管支撑，第五道采用φ609、t=16mm 钢管支撑；端头井：第一至第四道支撑采用钢筋混凝土支撑，第五道换

撑采用φ609、t=16mm 钢管支撑。 

5 结语 

综合以上阐述我们总结出，基坑变形的监测工作的实施是保证基坑工程施工质量和效果的重要基础，并且也是保

证工程建设稳定性的前提条件。在实际组织实施各项工作的时候，应当切实的采用分层挖掘的方法，挖掘之后应当尽

可能的控制无支撑的暴露时长。支撑结构的搭设需要保证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尽可能的避免地下连续墙出现变形的情

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施工的质量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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