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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城市化进程速度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建筑工程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建筑高度的增

加,不仅提高了工程整体的作业量,而且也提高了各项结构的施工要求。深基坑作为基础工程的重要环节

之一,施工效果将直接影响后续施工活动的进行。基于此,本文先就建筑工程建设中的深基坑支护施工进

行分析,然后提出加强建筑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质量监督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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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建筑施工技术的不断发展,

各类工程项目的施工水平都得到了很大

提升,深基坑工程的施工质量也在不断

提高,但是不得不认识到,在一些深基坑

项目支护施工过程中,质量问题仍然存

在,甚至安全事故也时有发生,因此,在

建筑工程的实际施工过程中,应该充分

重视深基坑支护施工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从而促进施工活动的顺利进行,保障施

工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1 建筑工程施工中深基坑支护

的施工控制要点分析 

1.1加强支护安全管理 

若是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发生了整体

层面稳定性问题与深基坑支护结构的安

全稳定性有关,这时,就需要支护安全管

理,让施工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专业调

查、检测,对周围环境有一个全面的了

解。与此同时,还要对开挖时岩土变化情

况进行仔细观察,一旦发现问题应该及

时向上级部门反映,在时间比较紧迫的

情况下,对于突发问题,要及时制定应急

处理措施,将安全隐患降到 小。 

1.2加强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 

在建筑工程深基坑支护施工中,过

程控制十分重要,相关人员应该严格做

好施工过程管理工作,根据具体施工方

案来施工。同时,还要确保降水系统可以

顺利工作,施工期间不能随意改动锚杆

长度、位置等；凡是变更方案都需要由

专家审核,审核通过后,才能正式应用；

土方开挖的顺序应该和设计标准保持一

致,均衡、对称开挖,缩小土体开挖时扰

动范围,以提高基坑施工质量安全。 

1.3做好监测和检查工作 

监测内容包括：支护结构顶部水平

位移；基坑周围建筑物、管线道路沉降

问题；地下水位。监测的顺序为：在支

护结构实际施工前,需要进行各项参数

的测试；在基坑开挖阶段,要实时检测；

当地面、支护结构等出现裂缝、沉降等

异常情况时,要连续3天,直到检测数值

稳定；在支护结构施工过程中,应该对支

护结构等的情况随时抽查。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可以安排专人全天监测,将各

类参数变化情况准确记录下来。检查的

主要对象是施工技术、施工材料。施工

技术主要是对其性能、可靠性等进行检

查,看其是否满足工程建设的实际需求,

施工步骤是否正确,是否可以达标。对于

施工材料的检查应该安排专人负责,严

格检查,尤其是对混凝土的质量、钢筋的

性能等方面的检查。 

2 加强建筑深基坑支护工程施

工质量监督的措施 

2.1充分做好施工准备 

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前,需要充分

做好施工准备,熟悉了解建筑场地及周

边、地表至支护结构底面下一定深度范

围内地层结构、岩土性状、含水层性质、

地下水位、渗透系数等；了解建筑场地

及其附近的地下管线、地下埋设物的位

置、深度、结构形式及埋设时间等。对

已有邻近建筑的建筑深基坑支护工程施

工,应熟悉已存邻近建筑的位置、层数、

高度、结构类型、基础类型,此外,也应

掌握建筑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的其他条

件,如基坑周围的地面排水情况,地面雨

水、流水、上下水管线排人或漏人基坑

的可能性以及基坑附近的地面堆载及大

型车辆的动、静荷载。 

2.2严格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方案

设计的编制 

施工方案包括建筑深基坑支护工程

设计,主要有支护设计、降水或截水设

计、土方开挖设计和监测设计。支护设

计主要满足边坡和支护结构稳定的要求,

既不产生倾覆、滑移、整体或局部失稳,

基坑底部不产生隆起、管涌,锚杆部位不

致抗拔失效,同时必须满足水平位移和

地基沉降不超过允许值,支护结构构件

本身受荷后不致弯曲折断,剪断和压弯。

基坑支护常用的几种方法有坡率法、排

桩支护、钢板桩支护、地下连墙支护、

土钉墙支护、深层搅拌支护等。降水设

计应控制由降水引起的地基沉降不致对

邻近的重要管线产生过量沉降,影响其

正常使用或危及其安全；地下水控制常

用的几种方法有明沟排水、电渗降水、

轻型井点降水、管井降水等。截水帷幕

应控制不致因渗漏而引起水土流失和过

大的变形。常用的方法主要有高压喷射

注浆、深层搅拌；土方开挖设计应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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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分段、对称、平衡、适时的原则,

确保土方开挖安全、运输合理；根据施

工方案,施工前应作好设计交底,针对建

筑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的施工工艺和作

业条件,制定措施得力、针对性强、合理

全面的施工方案。施工方案应充分认识

建筑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的难点、重点

和施工工艺的特点,质量控制目标恰当,

保证措施到位,施工组织合理,检验监测

严谨。对不同的基坑支护方式,施工的难

点和要点有所不同,但总体要求基本一

致。一是对施工工艺要熟悉,掌握基本的

施工参数；二是要掌握主要施工机械及

配套设备的技术性能；三是对水泥、砂

石、钢筋、锚杆、钢板桩等原材料及其

制品进行质量检验,并保证施工质量。四

是根据场地特点和不同的施工阶段,采

取合适的降水或截水措施。五是土方开

挖应分层分段进行,控制挖土进度；六是

对雨季施工既要注意排除地面雨水倒流

人基坑,又要注意雨季水的渗入,土体强

度降低,土压力加大造成基坑边坡坍塌

事故。 

2.3依据施工方案安排施工 

深基坑支护工程常见的基坑坍塌事

故原因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对建筑深

基坑支护工程施工难度认识不足,认为

不需要进行专项的建筑深基坑支护设计,

按常规建筑工程组织施工造成的。第二

类是未按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组织

施工造成的。随着人们对建筑深基坑支

护工程施工复杂性认识的不断提高,第

一类事故正在不断下降,但第二类事故

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

一是未按设计组织施工,因施工质量原

因造成支护结构垮塌；第二是未按施工

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组织施工,特别是

对有内支撑的基坑施工,一般顺做时能

做到随挖随撑,但对断面不大,开挖深度

不大,从下往上做结构,有的施工人员贪

快求“方便”,不是随做随拆,而是先拆

后做,酿成塌方事故；二是土方开挖时,

未进行有效监测或未根据监测结果指导

施工,造成挖土过快或超挖引起土体失

稳或基底涌土等,或土方开挖方式不对,

甚至有“掏挖”现象；三是坑边堆置土

方或其他材料、设备等,甚至有大型车辆

的须严格按设计和施工方案执行,即不

能偷工减料,也不能违章施工。 

2.4建立完善应急救援预案 

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具有一定的危

险性,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和完善应急救

援预案,防止突发事故的发生,做到有所

防备,有所准备。(1)坚持常备不懈的原

则。安全生产事故救援必须坚持预防为

主。常备不懈是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的基

础。在建筑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时,应根

据建筑深基坑作业的特点及可能发生的

事故,做好事故的预防工作,避免或减少

事故的发生外,落实好救援工作的各项

准备措施,做好预防准备,一旦发生事故

就能及时实施救援。(2)坚持分级负责的

原则。施工单位应建立从企业到项目部

再到作业班组的应急救援体制,从人、

财、物上全面落实,充分发挥事故单位及

施工所在地的优势作用。建筑深基坑支

护工程施工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

应当根据施工的各工种、各工序,有针对

性地作好事故防范及应急救援准备。必

须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主动性和力量,形

成统一的、高效的救援指挥部。一旦有

事故发生,能立即启动救援机制,迅速、

有效地组织实施应急救援,尽可能避免

和减少损失。 

3 结语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进步,有

关建筑企业也逐渐发展起来,进行深基

坑支护的整个施工时,一定要严谨做好

每个环节。因为此过程非常重要,不能放

过所有的细节,一旦在建筑施工中发生

问题,就会很难解决,将会对整个施工建

设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失。要保证建设项

目的安全进行,建筑施工一定要设立完

整的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深基坑支护技

术,从而有效地控制要点,进一步保障建

设项目的施工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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