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逆作法在高层建筑设计中的应用（一）注册建筑师考试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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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D_9C_E6_B3_95_E5_c57_536299.htm 摘 要：随着广州经济

的迅速发展，高层建筑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起。在多数地下

室的施工中，均采用传统的正作法程序，即：开挖基坑施工

基桩施工底板 施工地下室竖向构件施工地下室梁板。地下室

施工耗费的时间占了整栋楼相当大的比例。近几年来，一种

“逆作法”施工新技术正被逐渐运用并趋于成熟。该技术适

用于市区建筑密度大，邻近建筑物及周围环境对沉降变形敏

感，施工场地狭窄，施工工期紧张，地基软土层厚等工程情

况，对于三层及以上的地下室效果尤为明显。本文就笔者设

计的一个工程作为实例介绍逆作法的应用情况。 关键词：逆

作法 高层建筑 设计 一、 工程概况 十甫名都商厦位于广州市

第十甫路和第十八甫路交接处，地上十五层，地下三层，基

坑深度14.3 米，建筑平面约为长90米宽29米的矩形。由于场

地西边为西关风情民居，距用地红线不足3米，北边为第十甫

路步行街，距离约4米。规划部门明确指示，必须严格控制基

坑水平位移及竖向沉降，绝不允许出现邻近房屋产生裂缝或

路面开裂、下沉的情况。另一方面，甲方从商业角度出发也

提出要求，一是地下室的边线应尽量贴近用地红线，以取得

最大使用空间；二是要求尽量缩短工期，力求比邻近同类建

筑先封顶，以便售楼。在这种情况下，逆作法施工技术便充

分体现其优越性。 二、 地质情况 该场地地质分布情况自上而

下大致如下： 1、 淤泥质粘土，流塑，饱和，平均厚度1.9米

，c=10 KPa，φ=6~8°； 2、 中粗砂及粉砂层，饱和，松散



，平均厚度7.5米，c=0，φ=28~30°； 3、 粉质粘土层，饱

和-稍湿，可塑-坚硬，平均厚度5米，可塑土c=30kPa 4、 全风

化泥质粉砂岩，平均厚度3米； 5、 强风化泥质粉砂岩，平均

厚度5.5米； 三、 设计思路 针对工程设计要求和地质条件，

工程师结合逆作法的特点，确定了以下几个重要设计措施：

1、 为了有效地控制基坑变形，采用地下连续墙作为基坑支

护手段，可同时具备挡土和止水作用。利用地下室各层楼面

的梁板体系作为水平侧向支撑，地下连续墙将与内衬墙一起

构成地下室外墙，成为永久性构件。 2、 为了争取时间，最

大限度缩短工期，从首层楼面开始，向上下两个方向同时施

工，争取地下室与上部结构同时完工，具体施工步骤将在下

一节介绍。 3、 出于逆作法施工需要，地下室竖向构件采用

钢管柱。长度3层楼高，一次吊装到位。 4、 人工挖孔桩从现

地面开挖，为了准确安装钢管柱，钢管柱底以上的空段部分

应考虑工人到桩底定位钢管柱时的操作面，一般操作面不小

于60cm，故空段部分桩径为钢管柱直径加上1.2米，而基桩部

分直径按承载力要求确定。 当以上几个因素明确后，设计方

案便基本明朗。 四、 逆作法步骤 1、 施工地下连续墙。经计

算地下连续墙厚度800mm，标准槽段长度6米，深度18米左右

，即到达基坑底面以下3-5米，且下端进入强风化层不少于1.5

米，以确保止水效果。槽段之间采用工字钢刚性接头。 2、 

施工人工挖孔桩。人工挖孔桩分为基桩部分与上部空段两部

分。当基桩部分浇灌到桩顶设计标高以下1米时，便由工人下

去安装定位环并调校水平，然后由工人在下面扶正，卡位，

保证其垂直度后，在地面用十字架固定钢管柱上端，用高抛

法浇筑管内高强混凝土。 3、 开挖至-4.5m标高。此时地下连



续墙处于悬臂状态，现场监测得最大水平位移发生顶点处，

约3.7mm，平面位置在矩形长边中部。施工首层楼面梁板及

上部普通混凝土柱，在平面靠近第十八甫路处预留10米X10米

出土口，方便运输。 4、 开挖至-7 米标高，施工负一层楼面

梁板及上部结构。在二层楼面梁安装吊车梁，设计该梁时应

考虑吊运土方和机械时的最大荷载，负一层楼面出土口位置

与首层一致。对于地下连续墙而言，首层和负一层楼面的水

平刚度可视为两个铰支座。但是出土口处的槽段应设置腰梁

和钢支撑。现场监测得最大水平位移发生顶点处，约5.3mm.

此时上部结构施工至三层楼面。 5、 开挖至-14.3米标高（地

下室底板底），从-9.5米开始即采用盆式开挖，即在周边留

有4.5米左右的反压土，以控制连续墙的位移，保证基坑安全

。此时地下连续墙可视为下部为连续的弹性支座，上部两个

铰支座的连续梁，受荷形态简化为上三角形下梯形。现场监

测得最大水平位移发生在-9.7米标高处，约13.2mm.此时上部

结构施工至七层楼面。 6、 施工负二层楼面主梁梁格，即楼

板及次梁暂不施工，以便吊土，通过主梁和腰梁系统为连续

墙提供一定的侧向支承，其概念类似于对撑系统。 7、 完成

其余土方工作，施工底板和负二层楼面，吊出挖土机，封闭

出土口。至此地下室土建主体已完工，同时上部结构也已封

顶。在整个施工过程中，地下连续墙最大位移为14.3mm，位

置在-11.3米标高处，远小于规范限值。基坑周边场地未发现

明显下陷，邻近房屋未见明显裂缝，保护效果非常理想。 （

百考试题注册建筑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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