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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城市机动车数量激增，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突出，且具有产生、累积、爆发、消退的特点；深基坑工程由于施工

条件与周边环境的复杂性，存在许多难以预估的风险。文中通过对深基坑工程中险情的出现与交通拥堵防治作对比分析，旨

在引起广大深基坑设计工作者重视，对深基坑工程的支护体系和周边环境安全应进行有效监测，通过监测数据的变化发展来

正确认识深基坑险情的出现及采取合理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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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motor vehicles in cities, traffic congestion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ation, accumulation, outbreak, and disappearance;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construction conditions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ere are many unpredictable risks in deep foundation pit engineering. The article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occurrence of dangerous situations in deep foundation pit engineering with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traffic congestion, aiming to 
draw the attention of deep foundation pit designers. Effective monitoring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the support system and surrounding 
environmental safety of deep foundation pit engineering. By monitoring the changes and development of data, the occurrence of 
dangerous situations in deep foundation pit engineering can be confirmed and reasonable response measures can be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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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交通拥堵的产生、累积、爆发及消退有其特定的规律，

而基坑险情的出现、发生、处理亦有类似的特点，下文结

合二者具体特点做对比分析，以引起广大岩土工程从业者

对深基坑工程风险的重视，正确认识险情出现及采取预防

措施，为一线深基坑风险管控ᨀ供借鉴意义。 

1 等级划分 

1.1 交通拥堵等级划分 

表 1  交通拥堵等级 

交通拥堵

等级 
交通指数 对应路况 出行时间 

畅通 0～2 基本没有道路拥堵 可以按道路限速标准行驶 

基本畅通 2～4 有少量道路拥堵 
比畅通时多耗时0.2至0.5

倍 

轻度拥堵 4～6 
部分环路、主干路拥

堵 

比畅通时多耗时0.5至0.8

倍 

中度拥堵 6～8 
大量环路、主干路拥

堵 

比畅通时多耗时0.8至1.1

倍 

严重拥堵 8～10 大部分道路拥堵 
比畅通时多耗时 1.1 倍以

上 

交通拥堵等级通常划分为五个级别，分别是畅通、基

本畅通、轻度拥堵、中度拥堵和严重拥堵。交通拥堵指数

是一项直观、综合地᧿述城市路网交通运行状况的指标，

反映了交通拥堵的严重程度。通常以 0～10 之间的数值来

表示，数值越低说明交通越通畅，数值越高说明道路交通

越拥堵。交通拥堵指数是通过分析城市出租车上的车载

GPS 回传动态数据计算出来的，通过数据分析来反映不同

道路的交通拥堵状况，并不直接反映车速。具体的交通拥

堵等级划分如上表 1 所示。 

1.2 深基坑风险等级划分 

深基坑风险等级划分主要通过基坑安全等级和风险

源划分来体现，其中基坑安全等级划分依据基坑深度、周

边环境复杂程度、基坑失稳后对人的生命、经济、社会、

环境影响程度进行细分，其中基坑失稳后对人的生命、经

济、社会、环境影响很大，基坑安全等级划分为一级，影

响很轻微时，基坑安全等级划分为三级。再从具体危险源

上又划分为重大危险源和一般危险源，如基坑垮塌社会影

响大，产生人员伤亡、经济损失的均列为重大危险源，需

要在基坑风险管控中重点管控，其他则为一般危险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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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安全等级划分如下表 2： 

表 2  基坑安全等级 

安全等级 破坏后果 

一 级 
支护结构失效、土体变形过大对基坑周边环境或施工安

全的影响很严重 

二 级 
支护结构失效、土体变形过大对基坑周边环境或施工安

全的影响严重 

三 级 
支护结构失效、土体变形过大对基坑周边环境或施工安

全的影响不严重 

对有多层地下室且周边环境很复杂的深基坑，基坑安

全等级一般定为一级，且基坑垮塌社会影响大，可能产生

人员伤亡、经济损失巨大，此类深基坑需要在基坑风险管

控中重点管控。 

 
图 1  多层地下室且周边环境很复杂的深基坑 

简而言之，对交通拥堵来说，一旦定级为严重拥堵，

就是最高等级了，表明道路基本上已经瘫痪，势必要引起

城市交通管理部门的重视了。同样，对安全等级为一级的

基坑，其危险源一旦列为重大危险源，该基坑工程中的部

位和环节也势必为各参建主体单位特别重视的工作内容。 

2 二者发展要素对比 

当车辆行驶遇到紧急情况，驾驶员改变车道或突然刹

车时，跟随他的车辆也势必要刹车以保持安全距离，这波

减速会逐渐蔓延。如第一辆车的行驶速度降低了 10%，那

么第十辆车的行驶速度就可能降低 20%，才能保持安全行

驶距离。在这种情况下，以至于几公里后，将不可避免地

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交通拥堵，这种现象被称为“蝴蝶效应”

或“毛皮虫效应”：因初始的一个小改变而在链条末端引

起更大的连锁反应。而深基坑风险的产生也有其特定的条

件：深基坑在设计或施工中存在薄弱点、缺陷或出现质量

问题后未及时处理任其发展，量变引起质变，最后产生重

大的安全责任事故。 

其二者具有一些共同特性，都是若不ᨀ前积极控制，

都会从小到大，逐步发展集聚，最终产生灾难性后果。区

别在于，因基坑工程是临时性的，影响周期相对有限。而

交通拥堵是相对长期的，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早晚高峰

期的潮汐流，偶尔出现的恶劣的天气条件，都会持续地造

成交通拥堵，给出来带来不便或财产损失。 

3 二者防控对比 

为了改善交通拥堵问题，城市规划部门需要在城市发

展初期就考虑交通因素的复杂性，合理布局商业、工业和

居住区，确保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满足未来的交通发展的需

求。同时，应规划建设多中心城市模式，分散疏解交通压

力，也是缓解交通拥堵的有效方法。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

为解决交通拥堵ᨀ供了新的方案，智能交通系统（ITS）

利用先进的通信和信息技术，可以实时管理和监测交通流

量的变化。例如通过智能调控交通信号灯，可以根据早晚

高峰期、实时交通情况调整信号周期，从而ᨀ高道路通行

能力，缓解交通拥堵。除此之外，各种导航软件的普及为

驾驶员ᨀ供了实时路况信息，出行前帮助司机选择最畅通

的行驶路线，避开拥堵路段，有效地减少交通拥堵的路段

和严重程度。因此企业和政府应加强对智能交通管理与控

制的研发和应用，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预防

交通拥堵的发生。 

与交通拥堵防治不同，基坑风险首先在于精细化勘察、

概念化设计的细节把控；然后在施工阶段施工人员能领会

设计者意图，严格按图施工，做好各种保障安全的有效措

施。具体环节为项目前期的勘察、深基坑设计、安全技术

交底及深基坑安全专项施工方案。这几个环节属于深基坑

施工前的控制，旨在设计有依据、具有针对性，以及施工

前施工人员能很好的领会设计意图，以保障安全措施能落

实到位，以上是基坑风险防控的基本前ᨀ。第二阶段，基

坑施工过程控制才是重中之重，通过基坑施工过程中质量

管理、安全管理结合第三方信息化监测措施以达到全过程

安全控制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来降低深基坑施工风险，

确保完成基坑风险管控。各阶段易被忽视的具体环节分述

如下： 

勘察阶段：勘察报告资料不详实，特别是未查明暗浜暗

沟以及软弱夹层的范围，以及抗剪强度参数取值不合理等。 

设计阶段：深基坑设计支护方案针对性不强，或未结

合项目具体特点及当地成熟经验等；计算方法及相关抗剪

强度指标与勘察报告ᨀ供取值参数试验方法不匹配；以及

坑边附加荷载未按实际情况考虑；及计算位移不能满足环

境控制要求等。 

技术交底及深基坑安全专项施工方案阶段：主要目的

使施工单位能很好的理解设计意图，基坑施工中贯彻设计

理念，对重大危险源的预防、控制以及ᨀ前做好各项应急

措施。但因基坑工程一般属于危大工程，基坑施工安全专

项方案会经过专家评审，在施工准备阶段对施工方案进行

评审把关，以要求施工单位对重大危险源采取更加缜密的

应对处理措施。 

在基坑施工过程控制阶段：基坑开挖前应进行施工条

件验收，满足要求后才可以进行下阶段开挖施工；在开挖

施工过程中，应采用信息化施工控制法，对基坑进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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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和监控。施工过程中，应采集监测数据并与现场实

况进行对比分析，并加强基坑边巡视，如发现基坑边有斜

向裂缝并持续延伸，应立即召集勘察、设计等相关主体单

位研究对策、制定应急方案，并根据方案对基坑周边采取

加固等措施。开挖期间，以环境监测报告为依据，对其中

的数据进行详细分析，用图表的形式来研判监测项目的发

展趋势，以求及时掌握基坑动态情况，及时采取对策，确

保基坑施工全过程的安全。 

建立基坑施工安全管理责任体系：落实基坑施工安全

管理责任体系，重点是ᨀ高执行力。在基坑施工阶段，监

理单位应建立“危大工程管理台账”，做好土方开挖过程

的巡视检查工作。施工单位开挖前，应根据专家评审的施

工方案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在施工现场的显著位置公布危

大工程名称、施工时间及区域，并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基

坑开挖阶段，项目专职安全人员应按规定对危大工程进行

施工监测和安全巡视，一旦发现安全隐患要及时汇报处理，

重大安全问题要按程序上报，项目部结合危大工程专项施

工方案编制实施细则及应急预案，并对危大工程施工实施

专项巡视检查及处理。 

基坑监测：第三方基坑监测除应监测基坑本身变形，

尚应对周边环境进行监测，如道路、邻近建筑、地下管线

等。有基坑降水项目的环境监测尚应扩大至基坑降水影响

半径的范围，根据设计报警预警要求，及时ᨀ醒施工单位、

建设单位进行应急处理。 

4 结语 

深基坑风险管控与交通拥堵防治既有相同的地方，又

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深基坑风险防控重点在于各主体参建

单位加强基坑安全风险意识，有预判、有发现、有应急预

案，对各阶段进行严格的风险管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只有将基坑风险管控落实到细微处、落实到关键处，及时

梳理出深基坑主要风险源，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从

而有效控制不安全因素，确保基坑施工全过程的安全。针

对深基坑风险管控，有以下几点建议： 

（1）设计阶段：注意复核采用的计算参数模型与工

程勘察报告中的参数是否匹配，采用的施工工艺、工法当

地是否有成熟的经验，基坑边可变荷载取值是否与实际工

况相符合。 

（2）施工阶段：基坑施工中应贯彻设计意图，对重

大危险源的预防、识别、防控以及ᨀ前做好应急预案，防

患于未然。 

（3）信息化控制：落实基坑施工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建立安全管理领导小组，ᨀ高各级人员的执行力，通过质

量管理、安全管控、结合第三方监测数据，进一步细化信

息化施工，将深基坑风险防控落到实处关键处，确保完成

深基坑的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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