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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7_B1_E5_9F_BA_E5_c63_542543.htm 一、深基坑监测的意

义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基坑施工的开挖深度越来越深，从

最初的5～7m发展到目前最深已达20m多。由于地下土体性质

、荷载条件、施工环境的复杂性，对在施工过程中引发的土

体性状、环境、邻近建筑物、地下设施变化的监测已成了工

程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对于复杂的大中型工程或环境

要求严格的项目，往往难从以往的经验中得到借鉴，也难以

从理论上找到定量分析、预测的方法，这就必定要依赖于施

工过程中的现场监测。首先，靠现场监测据来了解基坑的设

计强度，为今后降低工程成本指标提供设计依据。第二，可

及时了解施工环境地下土层、地下管线、地下设施、地面建

筑在施工过程中所受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第三，可及时发现

和预报险情的发生及险情的发展程度，为及时采取安全补救

措施充当耳目。 二、深基坑监测的内容及方法 深基坑施工，

必须要有一定的围护结构用以挡土、挡水。围护设施必须安

全有效。浅基坑的围护结构以前常用的是钢板桩或混凝土板

桩；深基坑则大多采用现场浇灌的地下连续墙结构或排桩式

灌注桩结构，并配以混凝土搅拌桩或树根桩止水。开挖时，

坑内必须抽去地下水，7~15m深的基坑，中间必须配二到三

道水平支撑，水平支撑采用钢管式结构或钢筋混凝土结构。

围护结构必须安全可靠，并能确保施工环境稳定。从经济角

度来讲，好的围护设计应把安全指标取在临界点附近，再靠

现场监测提供的动态信息反馈来调整施工方案。 1、以下内



容是基坑监测目前能够做到的也是应该做到的项目： （1）

地下管线、地下设施、地面道路和建筑物的沉降、位移。 

（2）围护桩地下桩体的侧向位移（桩体测斜）、围护桩顶的

沉降和水平位移。 （3）围护桩、水平支撑的应力变化。 （4

）基坑外侧的土体侧向位移（土体测斜）。 （5）坑外地下

土层的分层沉降。 （6）基坑内、外的地下水位监测。 （7）

地下土体中的土压力和孔隙水压力。 （8）基坑内坑底回弹

监测。 2、观测点的布设 测点布设合理方能经济有效。监测

项目的选择必须根据工程的需要和基地的实际情况而定。在

确定测点的布设前，必须知道基地的地质情况和基坑的围护

设计方案，再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理论的预测来考虑测点的布

设范围和密度。 原则上，能埋的测点应在工程开工前埋设完

成，并应保证有一定的稳定期，在工程正式开工前，各项静

态初始值应测取完毕。沉降、位移的测点应直接安装在被监

测的物体上，只有道路地下管线若无条件开挖样洞设点，则

可在人行道上埋设水泥桩作为模拟监测点，此时的模拟桩的

深度应稍大于管线深度，且地表应设井盖保护，不止于影响

行人安全；如果马路上有管线设备（如管线井、阀门等）的

话，则可在设备上直接设点观测。 测斜管（测地下土体、围

护桩体的侧向位移）的安装：测斜管应根据地质情况，埋设

在那些比较容易引起塌方的部位，一般按平行于基坑围护结

构以20~30m的间距布设；围护桩体测斜管应在围护桩体浇灌

混凝土时放入；地下土体测斜管的埋设须用钻机钻孔，放入

管子后再用黄砂填实孔壁，用混凝土封固地表管口，并在管

口加帽或设井框保护。测斜管的埋设要注意十字槽须与基坑

边垂直。 基坑在开挖前必须要降低地下水位，但在降低地下



水位后有可能引起坑外地下水位向坑内渗漏，地下水的流动

是引起塌方的主要因素，所以地下水位的监测是保证基坑安

全的重要内容；水位监测管的埋设应根据地下水文资料，在

含水量大和渗水性强的地方，在紧靠基坑的外边，以20~30 m

的间距平行于基坑边埋设，埋设方法与地下土体测斜管的埋

设相同。 分层沉降管的埋设也与测斜管的埋设方法相同。埋

设时须注意波纹管外的铜环不要被破坏；一般情况下，铜环

每1m放一个比较适宜。基坑内也可用分层沉降管来监测基坑

底部的回弹，当然基坑的回弹也可用精密水准测量法解决。 

土压力计和孔隙水压力计，是监测地下土体应力和水压力变

化的手段。对环境要求比较高的工程，都须安装。孔隙水压

力计的安装，也须用到钻机钻孔，在孔中可根据需要按不同

深度放入多个压力计，再用干燥粘土球填实，待粘土球吸足

水后，便将钻孔封堵好了。土压力计要随基坑围护结构施工

时一起安装，注意它的压力面须向外；并根据力学原理，压

力计应安装在基坑的隐患处的围护桩的侧向受力点。这两种

压力计的安装，都须注意引出线的编号和保护。 应力计是用

于监测基坑围护桩体和水平支撑受力变化的仪器。它的安装

也须在围护结构施工时请施工单位配合安装，一般选方便的

部位，选几个断面，每个断面装二只压力计，以取平均值；

应力计必须用电缆线引出，并编好号。 3、数据观测 根据经

验知道，基坑施工对环境的影响范围为坑深的3~4倍，因此，

沉降观测所选的后视点应选在施工的影响范围之外；后视点

不应少于二点。沉降观测的仪器应选用精密水准仪，按二等

精密水准观测方法测二测回，测回校差应小于±lmm.地下管

线、地下设施、地面建筑都应在基坑开工前测取初始值。在



开工期问，应根据需要不断测取数据，从几天观测一次到一

天观测几次都可以；每次的观测值与初始值比较即为累计量

，与前次的观测数据相比较即为日变量。根据公认的数据，

日变量大于3mm，累计变量大于10mm即应向有关方面报警。

位移监测点的观测一般最常用的方法是偏角法。同样，测站

点应选在基坑的施工影响范围之外。外方向的选用应不少于3

点，每次观测都必须定向，为防止测站点被破坏，应在安全

地段再设一点作为保护点，以便在必要时作恢复测站点之用

。初次观测时，须同时测取测站至各测点的距离，有了距离

就可算出各测点的秒差，以后各次的观测只要测出每个测点

的角度变化就可推算出各测点的位移量。观测次数和报警值

与沉降监测相同。当然也可用坐标法来测取位移量。 地下水

位、分层沉降的观测，首次必须测取水位管管口和分层沉降

管管口的标高。从而可测得地下水位和地下各土层的初始标

高。在以后的工程进展中，可按需要的周期和频率，测得地

下水位和地下各土层标高的每次变化量和累计变化量。地下

水位和分层沉降的报警值，应由设计人员根据地质水文条件

来确定。 测斜管的管口必须每次用经纬仪测取位移量，再用

测斜仪测取地下土体的侧向位移量，再与管口位移量比较即

可得出地下土体的绝对位移量。位移方向一般应取直接的或

经换算过的垂直基坑边方向上的分量。应力、水压力、土压

力的变量的报警值同样由设计人员确定。 监测数据必须填写

在为该项目专门设计的表格上。所有监测的内容都须写明：

初始值、本次变化量、累计变化量。工程结束后，应对监测

数据，尤其是对报警值的出现，进行分析，绘制曲线图，并

编写工作报告。因此，记录好工程施工中的重大事件是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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