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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分层分段开挖与支护的原则 一般情况下，边坡破坏有一个

从局部开始，逐渐扩大的过程。首先产生局部破坏的部位为

突破点。当某部位土体应力达到或超过其强度时，突破点开

始破坏，并引起周围土体力学性质的变化和临近部位应力的

升值，使破坏面扩大。城市高层建筑的发展，使基坑深度日

益增大，边坡也越来越陡立（一般在80～90°）。目前各种

边坡稳定的理论计算模式都是在60°左右建立的，与陡立边

坡的初始受力状态有较大差异。边坡开挖后，破坏了原自然

土体的三向受力状态，在开挖面附近产生一个高能区。其中

一部分能量传给周围土体，一部就成为使土体变形的动力。

对近于直立的边坡，若一次开挖深度太大，积聚的能量就很

大，有可能成为破坏的突破点而产生塌方。所以施工中必须

控制开挖面的长度与深度，并进行快速支护，使支护尽早发

挥效能，达到控制和消灭破坏突破点的目的。分层分段开挖

并支护有利于边坡能量的释放。前期开挖掘层段的能量有一

部分通过锚体传到土层较深部位，有一部分受已施工面板影

响留在坡面浅层部位。当下一层段开挖后，就被后期开挖段

吸收并释放。因此，分层分段开挖并支护的施工方法也是一

个能量释放的过程，最后总的开挖能量留在坡面的较少，这

对整个破面的稳定是有利的。 边坡层段开挖的大小应作为设

计的重要内容，在分析土体力学性能、地下水和边坡附加荷

载分布的基础上预测突破点可能产生的部位，这是划分层段



的重要依据。据此绘出每一坡面的层段开挖图，作为施工依

据，并在施工中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4.2 信息反馈是基坑

施工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施工过程中的信息反馈基本上指两

方面：一是指坡面开挖过程中对暴露出来的地质构造、地下

水分布的变化及未知地下建筑物的信息反馈；二是指施工过

程中对边坡位移及应力监测的信息反馈。其中，施工中发生

侧移有以下原因： （1）土力学的模糊性：土的层面结构多

变，影响因素多，物理力学性能分散性大。其结构计算原理

及各种参数取值有较大的模糊性，不可能一次计算到位。 

（2）外力作用下的变形。 （3）施工阶段的不稳定性。 4.3 

支护结构的革新 （1）从结构受力改变结构形式。闭合拱圈

挡土、连拱式基坑支护，都是将平面结构改变为空间支护结

构，利用拱的作用，一方面减小土对桩的侧向压力，另一方

面将结构受弯变为拱圈受压，充分发挥混凝土的受压特性，

降低了工程费用。 （2）从施工方法上改变。桩墙合一地下

室逆作法，是将基坑支护桩和地下室墙合在一起，将地下室

的梁板作为支护，从地下室顶往下施工，地下室外墙也施工

。它的优点是节约投资，在地下水丰富、不易降低水位地区

，尚须作防水帷幕。 （3）发展新的支护方法。近年来，喷

锚网支护法、锚钉墙法在工程中得到应用，并显示了显着的

经济效益。它不要一根桩、一块板、一根管、一根撑，完全

抛弃了传统法及其被动支护概念，以尽可能保持、显着提高

、最大限度地利用基坑边壁土体固有力学强度，变土体荷载

为支护结构体系的一部分。它主动支护土体，并与土体共同

工作，具有施工简便、快速、及时、机动、灵活、适用性强

、随挖随支、挖完支完、安全经济等特点。其工期一般比传



统法短30～60天以上，工程造价低10%～30%.支护最大垂直坑

深18m，建筑淤泥基坑深达10m。 4.4 进一步研究基坑支护理

论 可以看到，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现代化的进程

，基坑工程的可靠性成为高层建筑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进

一步探讨基坑支护的方法和计算理论，尤其是新型支护方法

的计算理论，乃为工程实际所急需。如喷锚网支护法、锚钉

墙法。 4.5 探讨基坑护壁抢险技术 如前所述，基坑工程的破

坏率较高。因此，配合施工过程的监测与信息反馈技术，进

行基坑护壁抢险技术的探讨非常必要。目前，发现基坑护壁

失效，采用的方法是停止开挖或回填土方等，收效甚微。因

此在支护设计或确定施工方案时，就必须考虑基坑护壁的抢

险措施。如基坑护壁帷幕漏水化学灌浆抢险技术，具有简单

、经济。快速和有效的特点，是目前基坑漏水涌砂最好的抢

险补救方法。 （百考试题岩土工程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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