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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D_9C_E6_B3_95_E5_c57_536300.htm 五、 心得体会 在整个

逆作法的设计与施工过程中，笔者从成功中获得很多经验，

也碰到不少问题，现就这一工程几个关键技术问题的处理方

法作了整理，以供参考： 1、 设计中应进行逆向思维。在正

作法中，地下室的剪力墙如核心筒、人防墙及地下室外墙等

作为竖向构件承担荷载。但在逆作法中，剪力墙是先施工上

一层，再施工下一层，受力模式已发生变化，故建立计算模

型时应按大梁输入。 2、 钢管柱与梁板的连接。本工程采用

环梁节点，须预先在钢管上焊接抗剪环箍，且定位要求精确

。当施工期间地下室标高发生改动时，其处理措施相当麻烦

，因为现场补焊环箍操作困难，而且管内混凝土可能因温度

过高而影响受力性能。 3、 钢管柱吊装的垂直度控制。由于

逆作法的施工工艺的特殊性，决定了地下室的竖向构件必须

采用钢管柱或格构式钢柱，而吊装这一竖向构件时如何控制

垂直度成为关键因素，本工程先在桩顶标高以下1米处安设一

定位钢板，定位钢板有三个调节螺栓，以调节钢板水平，钢

管柱中部采用钢筋制成笼状定位架，在地面也设有井字形定

位木架，实践证明，这种定位方法取得较高的精度，可以满

足工程需要。 4、 地下室楼面梁与连续墙的连接。在逆作法

工程中。内衬墙尚未完成，边跨的楼面梁一端支承在钢管柱

上，另一端则必须支承在地下连续墙上。原设计思路在地下

连续墙钢筋笼中预埋钢筋，地下室开挖后凿去砼保护层后，

扳出钢筋与梁钢筋焊接即可，但由于施工误差及建筑方案修



改，这些预埋钢筋位置偏差太大而失去作用，实际施工中采

用植筋的办法解决，因连续墙中钢筋太密，将梁端弯矩适当

调幅到跨中。 5、 底板周边连续墙连接处止水措施。这个部

位的止水成功与否对整个地下室的止水乃至使用安全有着决

定性作用。本工程地下连续墙钢筋笼中与底板位置预埋一竖

向钢板，浇筑底板前焊接一水平止水钢板，实际效果非常理

想，底板周边未发现渗漏现象。 6、 桩基类型的确定。从钢

管柱安装定位的要求来看，人工挖孔桩是较好的选择，笔者

曾在另一个工程中使用钻孔灌注桩，由于泥浆的扰动，钢管

柱难以保证垂直度，开挖后发现偏心较大。就本工程的地质

情况而言，淤泥层和砂层比较厚，本来并不适合采用挖孔桩

。但是，笔者认为当连续墙进入不透水层（强风化层）并且

围合之后，进行坑内抽水，在没有水压力的情况下挖桩发生

涌土、流沙的可能性不大。事实证明，这一措施是有效的。 

六、小结 十甫名都商厦已封顶并投入使用，从该工程实例看

，逆作法与常规的施工方法相比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例如

： 1） 显著地缩短了工程施工的总工期，经计算，本工程采

用逆作法比采用正作法缩短了至少两个月工期，取得巨大的

商业效益； 2） 基坑变形小，相邻建筑物影响小，实测结果

显示基坑顶点变形不足20mm，周边路面沉降量也极小，未造

成不良影响； 3） 可最大限度地利用城市规划红线地下空间

，在允许范围内尽量扩大地下室建筑面积。 但逆作法目前仍

存在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如连续墙与基础桩间存在着不均

匀沉降，连续墙槽段间的渗漏等，有待通过工程实践取得改

良措施。 （百考试题注册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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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