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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坑工程分析评价是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坑工程分析评价是否合理可行，对基坑工程设计方案选择

与工程造价至关重要。文中以荆州市某项目为例，在对场地岩土工程条件及周边环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基坑支护方案、

支护设计参数、地下水处理及基坑开挖方案等进行了分析并提供了相关建议，此文可为类似项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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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坑工程是常见的地下工程之一，地下岩土空间分布、

地层物理力学参数、地下水条件等对基坑支护设计方案选

择与工程造价有重要影响。这些参数均来源于岩土工程勘

察资料，因此，在岩土工程勘察中，合理进行基坑工程评

价非常重要。陈国栋
[1]
讨论了基坑设计与岩土勘察之间的

关系，并指出岩土勘察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基坑支护设计的

质量；彭俊龙
[2]
探讨了岩土工程勘察与基坑支护设计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强调了科学分析和合理参数选择的重要性；

孙华来
[3]
分析了岩土工程勘察在基坑支护设计和施工中

针对性的问题，指出了施工过程中潜在的安全隐患。伍伦

军
[4]
讨论了岩土工程勘察与基坑施工设计的实际应用，强

调了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陈君则
[5]
以实际案例为例，分

析了岩土工程勘察与基坑支护的实施要点，旨在为相关工

程人员提供指导。本文以荆州市某项目为例，对基坑工程

做出分析评价，为基坑支护设计提供相关参数，并提出了

施工建议。 

1 工程概况 

项目位于湖北省荆州市，建筑面积 118265.24m
2
，建

筑层数地上 24～26层，地下一层，建筑高度 72.3～78.3m，

结构类型为剪力墙结构，采用桩基础。基坑设计开挖深度

为 4.00～6.70m，坑底高程 23.30～26.00m。基坑周边情

况较为复杂，其中，基坑东侧距离用地红线约 10m，红线

外为现状道路；南侧距离用地红线约 15m，红线外为空地；

东南侧红线外有一变电站；西侧距离用地红线约 5m，红

线外为现状道路；北侧距离用地红线约 8.5m，红线外为

现状道路。依据《基坑工程技术规程》（DB42/T 1 59—2012），

综合考虑周边环境、基坑开挖深度及岩土工程条件等因素，

该基坑重要性等级为二级。 

2 勘察方法 

根据地基基础设计等级和岩土工程勘察技术要求，确

定勘察方法主要采用地质测绘、钻探、室内试验及原位测

试相互结合的方式，查明地形地貌特征，揭露地层分布并

进行取样，提供岩土的强度和变形指标。针对不同地层类型

采用标准贯入、静力触探及重型动力触探等原位测试方法。 

根据项目重要性等级，勘探点沿塔楼周边线、核心筒

部位布置，对地下室范围勘探点按方格网布置，共布设勘

察孔 145 个；其中取土试样钻孔 44 个、标准贯入试验孔

30 个、岩芯鉴别钻孔 47 个。为便于浅部土层分析，在钻

孔旁插布 34 个静力触探孔进行对比分析土层。室内常规

试验 80 组，颗粒分析 61 个，水质分析 4 个，易溶盐试验

2 组。其中取土试验及原位测试勘探孔数量满足勘探孔总

数的 1/2 要求，控制性勘探孔数量满足勘探孔总数的 1/3

要求，主楼控制性勘探孔数量满足勘探孔总数的 1/2 要求。

勘探点布置满足对地基均匀性评价要求；控制性勘探孔满

足地基变形计算深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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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沿地下室外围 1～2 倍坑深值布置了若干个基

坑勘察孔，该勘察孔采用静力触探方法，勘察孔距离地下

室外墙边线约 7.0m（一倍开挖深度），勘察孔间距约 20.0m，

孔深约 14.0m 左右（两倍开挖深度）。 

3 岩土工程条件 

3.1 工程地质条件 

在勘探深度范围内，通过物理力学性质、地层的沉积

时代、成因类型及标准贯入试验（N）并结合室内岩土试

验，将场地岩土层划分为七大层，土层自上而下为： 

①杂填土(Q
ml
)：杂色，稍湿，松散，厚度 0.8～3.7m；

高压缩性，地基承载力低，全场分布。 

②粉质黏土(Q4
al
)：黄褐色，饱和，可塑，厚度 0.7～

5.1m；中等压缩性，地基承载力中等，局部缺失。 

③淤泥质粉质黏土(Q4
al
)：灰褐色，饱和，流塑，厚

度 0.6～11.3m；高压缩性，地基承载力低，局部缺失。 

④粉土夹粉砂(Q4
al
)：褐灰色，湿，中密，厚度 0.8～

6.8m；中等压缩性，地基承载力中等，局部缺失。 

⑤粉砂(Q4
al
)：灰色，饱和，稍密，厚度 0.6～8.1m；

低压缩性，地基承载力较高，局部缺失。 

⑥圆砾(Q3
al+pl

)：杂色，饱和，稍密，厚度 8.0～9.0m；

低压缩性，地基承载力高，全场分布。 

⑦卵石(Q3
al+pl

)：杂色，饱和，中密，最大揭露厚度

19.6m；低压缩性，地基承载力高，全场分布。 

3.2 水文地质条件 

场地地下水主要分为上层滞水和承压水两种类型。上

层滞水赋存于第①层杂填土中。承压水主要赋存于第④层

粉土夹粉砂、⑤层粉砂、⑥层圆砾及⑦层卵石中。勘察期

间承压水埋深约为 2.50～3.90m，相应高程为 26.32m～

26.45m。第①层为强透水层；第②层及第③层为相对隔水

层；第④层粉土夹粉砂含孔隙水，微承压；第⑤层、⑥层

及⑦层为承压含水层，强透水。 

4 基坑工程评价 

4.1 基坑支护难点分析 

（1）坑壁地层依次为①杂填土、②粉质黏土、③淤

泥质粉质黏土、④粉土夹粉砂及⑤粉砂，坑底位于④粉土

夹粉砂及⑤粉砂。不同土层的物理和力学性质差异大，土

体的强度、变形特性等因素对支护设计有较大影响。 

（2）承压水埋深 2.50～3.90m，相应高程为 26.32～

26.45m；考虑到基底位于透水层，基坑开挖前需采取疏干

降水。地下水位的变化会影响基坑的稳定性，需考虑水位

的季节性波动和降雨对土体的影响，合理选择排水措施。 

（3）西侧地下室外墙边线距用地红线最近处约 5.0m，

用地红线距道路中线最近约 7.5m。基坑周边环境复杂，

基坑周边有地下管线及道路；基坑施工时支护结构变形过

大会导致周边道路及地下管线变形。 

（4）在满足安全的前提下，还应考虑经济性和环保

性，以降低工程成本和对环境的影响。 

4.2 基坑支护方案 

结合周边环境、基坑开挖深度、岩土工程条件及施工

条件等因素，可以采用以下几种基坑支护方案： 

重力式水泥土挡土墙。该方案可在开挖深度不大于

6m 地段且有较大的施工场地条件下采用。该场地地下水位

较高，且淤泥质粉质黏土层较厚，采用该支护形式能有效提

供基坑稳定性、止水及挡淤，确保基坑的安全与稳定性。 

悬臂钻孔灌注桩+被动区加固。该方案适用于软土较

厚及开挖深度不大于 6m 地段且施工空间较小的地段。该

方案既能有效控制基坑支护结构变形，又不影响地下结构

施工。 

排桩+内支撑。该方案适用于开挖深度大于 6m 及施工

空间较小且对周边建筑需要严格控制变形的地段。通过排

桩提供侧向支撑，并结合内支撑，能确保基坑与周边建筑

的安全稳定性。 

双排桩。该方案适用于基坑开挖深度大于 6m、施工

空间较大且周边建筑需要严格控制变形的地段。双排桩间

视情况采用不同厚度水泥土搅拌桩进行加固。 

4.3 支护设计参数 

支护设计参数主要包括土的重度、土的粘聚力、内摩

擦角及渗透系数。基坑支护设计参数是由土工试验及原位

测试数据，依据有关规范计算得到。基坑支护设计参数见

表 1。 

表 1  基坑支护设计参数建议值 

土层编号及名

称 

重度 γ

（kN/m3） 
C(kPa) φ(°) 

渗透系数

(cm/s) 

①杂填土 18.0 4.0 20.0 — 

②粉质黏土 18.4 22.0 12.5 5×10-5 

③淤泥质粉质

黏土 
16.5 10.0 4.5 — 

④粉土夹粉砂 19.0 11.5 23.0 5×10-4 

⑤粉砂 19.0 0 28.0 7×10-3 

⑥圆砾 19.0 0 36.0 9×10-3 

⑦卵石 19.0 0 38.0 1.3×10-2 

4.4 地下水治理方案 

场区内①层杂填土中的上层滞水属季节性含水层，总

体水量不大。建议在基坑内设置排水沟，将水集中排出，

同时在支护结构外围设置截水沟。承压水赋存于④层粉土

夹粉砂、⑤层粉砂、⑥层圆砾和⑦层卵石中。基坑开挖揭

露了承压含水层的粉土夹粉砂和粉砂层，需按照《基坑工

程技术规程》（DB 42/159—2012）对基坑侧壁存在粉土、

粉砂层的情况下进行管涌验算；取最不利钻孔，承压水位

标高取 26.45m，基底标高取 23.30m。依据下式计算： 

 
  '2gy wK h t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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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gy：抗管涌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1.50；t：隔

渗帷幕或连续桩、墙嵌入基坑底以下的深度；h：侧壁含

水层水位至基坑底的深度，取 3.15m；γ’：土的平均浮

重度为 9kN/m
3
；γw：水的重度为 10kN/m

3
。 

根据计算结果，当隔渗帷幕嵌入基坑底以下深度小于

1.05m 时，开挖至基坑底可能产生管涌现象。因此，本工

程需采取疏干降水措施，将水位降至基底以下 1.0m。此

外，为降低降水对环境的影响，若需长时间抽水，建议在

基坑外围建井回灌，并对周边建筑物和道路进行变形监测，

同时在枯水季节施工以减小风险。建议基坑施工前先进行

抽水试验，校核水文地质设计参数，以确保降水方案的合

理性和有效性。 

4.5 基坑开挖与回填方案 

（1）土方开挖需在支护结构与降水井施工完毕后且

达到预定要求后才能进行。 

（2）基坑开挖应遵循先支护后开挖、分层开挖、严

禁超挖等原则，基坑周边严禁超载。同时注意基坑开挖降

水对附近建筑和环境的影响。基础施工宜采用分段快速作

业法，施工过程中不得使基坑暴晒或泡水，雨季施工应采

取防水措施。 

（3）基坑开挖时若出现异常，应立即停止开挖，待

查明原因，采取可靠措施后，方能继续施工。 

（4）基坑开挖易产生大量弃土，在基坑开挖过程中

应及时外运，避免在基坑周边进行堆载，以减小对支护结

构造成不利影响。 

（5）基坑回填前，确保坑内无积水；不得回填淤泥、

腐植土、冻土、砖块、石块及有机物质。 

（6）回填前应对备用的回填土进行试验，确定最佳

含水量，并作压实试验。应分层填筑压实，压实系数应满

足地面工程设计要求，且大于 0.92。 

（7）回填土夯压密实度达不到要求的密实度时，可

根据具体情况加适量石灰土、砂、砂砾或其他可达到要求

密实度的材料。 

（8）分段回填接茬处已填土坡应挖台阶，其宽度不

得小于 1m，高度不得大于 0.5m。 

5 结语 

（1）基坑支护方案建议：开挖深度不大于 6m 地段且

有较大的施工场地条件下可采用重力式水泥土挡土墙；软

土较厚及开挖深度不大于 6m 地段且施工空间较小的地段

可采用悬臂钻孔灌注桩+被动区加固；开挖深度大于 6m

及施工空间较小且对周边建筑需要严格控制变形的地段

可采用排桩+内支撑及双排桩。 

（2）地下水处理建议：对于上层滞水，在基坑内设

置排水沟并在支护结构外围设置截水沟；对于承压水，应

采取疏干降水措施，确保水位降至基底以下 1m；若长时

间抽水，建议在基坑外围建设回灌井，并对周边建筑物和

道路进行变形监测。 

（3）基坑开挖建议：遵循先支护后开挖、分层开挖

及禁止超挖的原则，注意施工过程中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及时外运开挖过程中产生的弃土，避免对支护结构造成负

面影响；基坑回填前，确保坑内无积水，不得回填淤泥、

腐植土、冻土、砖块、石块及有机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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