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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城市中的建筑密度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进而增大，随着

高层建筑的不断兴建，深基坑开挖支护问题日益突出。因而

深基坑开挖支护及对邻近建筑、道路及设施的影响日益为工

程师们所关注，研究开发出许多好的措施。但是基坑开挖深

度越来越深，开挖环境日益复杂，设计及施工人员经常遇到

新的问题及新的挑战，从而使基坑工程的成功率降低。尤其

在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事故发生率更高。上海在一年之中

就发生近四十例基坑事故，上海广东路某基坑事故，导致交

通主干线广东路下陷1.8m，致使各种地下管线产生严重破坏

，煤气泄露产生爆炸，当场熏倒二十多人，直接经济损失达

五千多万元，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98年深圳某基坑工程

，出现了严重的塌方事故，几名施工人员被埋，基坑周围几

栋建筑物出现严重破坏，轰动全国。本文通过对深基坑开挖

支护现状的分析，提出一些看法和建议，供设计和施工参考

。 2、深基坑工程特点及现状 （1） 基坑越挖越深。或为了使

用方便，或因为地皮昂贵，或为了符合城管规定及人防需要

，建筑投资者不得不向地下发展。过去建1～2层地下室，即

使在大城市也不普遍，中等城市更为少见。现在在大城市、

沿海地区尤其是特区，地下3～4层已很寻常，5～6层也有。

因此基坑深度多在10～16m间，在20m左右的也为数不少。 

（2）工程地质条件越来越差。这一点在某些沿海经济开发区

较为突出。 （3）基坑周围环境复杂。重要高层和超高层建



筑集中在人口稠密、建筑物密集的地方，并紧靠重要市政公

路。而此处原有建筑结构陈旧，地上与地下管线密布。因此

，基坑开挖不仅要保证基坑本身的稳定，也要保证周围的建

筑物和构筑物不受破坏。 （4）基坑支护方法众多。诸如人

工挖孔桩，预制桩，深层搅拌桩，钢板桩，地下连续墙，内

支撑，各种桩、板、墙、管、撑同锚杆联合支护，此外还有

锚钉墙等。 （5）基坑工程的成功率较低。一旦基坑支护失

效，常造成邻近房屋、地下管线及道路的开裂，引发工程纠

纷，甚至出现严重的破坏，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及人员的伤

亡。 3、深基坑工程事故的分析 由于深基工程的上述特点，

使深基坑支护成为一个最感头痛的工程难题。通过工程事故

实例的调查分析，对其原因提出如下看法： 3.1 设计方案失误

（1）方案选择错误。此类工程事故出现较多，如济南某大厦

工程，位于繁华市区，地上23层，地下3层，基坑深12m，场

地狭窄，东、南、北三面距建筑物较近。施工单位提出，采

用大直径灌注桩，设一土层锚杆，桩顶设混凝土圈梁的桩锚

支护体系，需费用约100万元。建设单位提出，部分采用

φ800悬臂灌注桩，部分采用φ150钢管悬臂桩，部分放坡方

案，费用40万元。结果按建设单位方案：西侧采用1∶0.3放坡

。东、南、西北浇筑C30的φ800悬臂灌注桩57根，@1800，桩

长18m，悬臂12m，入坑底6m.北部用φ150钢管悬臂桩7根

，@1000，桩长15m，悬臂12m，入坑底3m.结果几次断桩，塌

方来势凶猛，均在瞬间发生，共造成坑内土方堆积3000m3，

断桩23根，桩倾斜2根，7根φ150钢管歪倒。可见，基坑支护

必需认真对待，绝不能为节省费用，随便定个方案。经分析

，原先施工单位提出的方案还是可行的，建设单位乱定方案



，不科学办事，结果是浪费了投资，拖延了工期，欲速则不

达。 （2）实施方案与设计方案不符。 （3）止水帷幕力度不

当。如南京交通银行大楼，地上28层，地下室1层，基坑

深6.7m.设计方案是：支护采用800悬臂灌注桩，@1000，桩

长14m，在桩顶设800×500mm圈梁，桩嵌入坑底8.8m；防水

及降水在排桩背后设高压旋喷混凝土，形成止水帷幕。坑东

侧42m长，距房屋15m左右，采用1∶1放坡开挖。在坑内设3

个深20m管井作为降水井。实施方案是：基坑加深0.7m至7.4m

，桩长改为13m，桩嵌入坑底5.6m.放坡面因场地限制改为1

∶0.3～0.5.为抢进度，桩顶圈梁未施工即开始挖土，且一次挖

到设计标高。基坑开挖后，东南角桩间出现大量涌泥和流沙

，支护结构向基坑内侧移位达20cm以上，桩后形成5～10cm

地面裂缝，放坡地段滑移失稳，降水井失效，以至东南面的

和平电影院严重开裂破坏，被迫停止拆除，北侧湖南路路面

开裂，被迫采用土层锚杆加固，直接经济损失100多万元。可

见，不按原设计方案施工，灌注桩与喷射混凝土未形成止水

帷幕是基坑事故的主要原因。 3.2 设计计算错误 （1）锚杆计

算错误。如石家庄某高层建筑，建筑面积10万多平方米，地

上28层，地下4层，基坑深达20.5m，东西长120m，南北

宽100m.基坑用φ600灌注桩，@1000，桩长20m，入土5m，混

凝土强度为C25，配12根φ22的Ⅱ级钢筋，桩顶设帽梁，帽梁

顶砌5.5m高370砖墙作护墙，墙内有构造柱及压顶圈梁。护壁

桩设三道130锚杆：第一道锚杆长15.5m，@2000；第二道锚杆

长20m，@1500；第三道锚杆长18m，@1000.用槽钢与护壁桩

相结合。1993年9月12日，施工完西部坑底垫层，施工管理人

员发现基坑西部护壁桩间成片掉土，并有渗水现象，顶部砖



墙外倾，顶部地面出现裂缝。9月15日西侧北部有部分腰梁槽

钢脱落，部分锚杆螺母松动。施工人员将槽钢补焊接上，拧

紧螺母。在坑顶局部挖土卸载。9月16日下午5时左右，基坑

西部南北约50m的护壁结构迅速倒塌，折断钢筋混凝土桩48根

，倒塌边缘距坑边约13m，护壁桩折成三段，折点分别在第

二、三层锚杆处，第一层锚杆从土中完全拔出，第二、三层

锚杆锚头拉脱，腰梁扭断开。经分析计算，第一道锚杆的锚

固长度需25.6～30m，第二道锚杆的锚固长度需22～25m.可见

倒塌的主要原因是设计计算错误所导致。 （2）支护桩嵌入

深度不够。上海某工程基坑采用深层水泥搅拌桩做支护，基

坑开挖深度5～7m，桩长12m，嵌入深度5m.开挖到5m时未发

生事故，但开挖到7m时，发生管涌，涌砂涌水。由于大量砂

土冒出，最终导致支护结构全部倒塌。仅加固费就增加投

资30万元（原支护结构费80万元），工期延长2个月。经对管

涌计算知，支护桩嵌入深度需7m. （3）安全系数偏小。许多

基坑设计时，为单纯追求造价，而忽略许多因素，使工程的

安全系数偏小。如遇雨水或少量偶然的坑边堆载，就导致基

坑的失稳。 3.3 未进行稳定验算 由很多工程事故可见，仅进

行基坑支护设计或选择一个方案是不行的，还必须进行稳定

验算，以确保基坑的整体及局部稳定，特别是软土地区。 3.4 

施工管理方面的问题 （1）严重超挖，不遵守分层分段开挖

原则； （2）坑边过量堆载； （3）管理混乱。 （百考试题岩

土工程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