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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D_91_E6_94_AF_E6_c63_544747.htm 我国大量的深基坑工

程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于城市高层建筑的迅速发展，地下

停车场、高层建筑埋深、人防等各种需要，高层建筑需要建

设一定的地下室。近几年，由于城市地铁工程的迅速发展地

铁车站、局部区间明挖等也涉及大量的基坑工程，在双线交

叉的地铁车站，基坑深达20-30m。水利、电力也存在着地下

厂房、地下泵房的基坑开挖问题。 无论是高层建筑还是地铁

的深基坑工程，由于都是在城市中进行开挖，基坑周围通常

存在交通要道、已建建筑或管线等各种构筑物，这就涉及到

基坑开挖的一个很重要内容，要保护其周边构筑物的安全使

用。而一般的基坑支护大多又是临时结构、投资太大也易造

成浪费，但支护结构不安全又势必会造成工程事故。因此，

如何安全、合理地选择合适的支护结构并根据基坑工程的特

点进行科学的设计是基坑工程要解决的主要内容。以下简单

介绍当前基坑工程中常见的支护结构类型及不同地基土条件

下的基坑工程支护结构选型原则。 1、基坑支护的类型及其

特点和适用范围 1、1 放坡开挖 适用于周围场地开阔，周围无

重要建筑物，只要求稳定，位移控制五严格要求，价钱最便

宜，回填土方较大。 1、2 深层搅拌水泥土围护墙 深层搅拌水

泥土围护墙是采用深层搅拌机就地将土和输入的水泥浆强行

搅拌,形成连续搭接的水泥土柱状加固体挡墙。水泥土围护墙

优点:由于一般坑内无支撑,便于机械化快速挖土.具有挡土、

止水的双重功能.一般情况下较经济.施工中无振动、无噪音、



污染少、挤土轻微,因此在闹市区内施工更显出优越性。水泥

土围护墙的缺点:首先是位移相对较大,尤其在基坑长度大时,

为此可采取中间加墩、起拱等措施以限制过大的位移.其次是

厚度较大,只有在红线位置和周围环境允许时才能采用,而且在

水泥土搅拌桩施工时要注意防止影响周围环境。 1、3 高压旋

喷桩 高压旋喷桩所用的材料亦为水泥浆,它是利用高压经过旋

转的喷嘴将水泥浆喷入土层与土体混合形成水泥土加固体,相

互搭接形成排桩,用来挡土和止水。高压旋喷桩的施工费用要

高于深层搅拌水泥土桩,但其施工设备结构紧凑、体积小、机

动性强、占地少,并且施工机具的振动很小,噪音也较低,不会

对周围建筑物带来振动的影响和产生噪音等公害,它可用于空

间较小处,但施工中有大量泥浆排出,容易引起污染。对于地下

水流速过大的地层,无填充物的岩溶地段永冻土和对水泥有严

重腐蚀的土质,由于喷射的浆液无法在注浆管周围凝固,均不宜

采用该法。 1、4 槽钢钢板桩 这是一种简易的钢板桩围护墙,

由槽钢正反扣搭接或并排组成。槽钢长6～8m ,型号由计算确

定。其特点为:槽钢具有良好的耐久性,基坑施工完毕回填土后

可将槽钢拔出回收再次使用.施工方便,工期短.不能挡水和土

中的细小颗粒,在地下水位高的地区需采取隔水或降水措施.抗

弯能力较弱,多用于深度≤4m的较浅基坑或沟槽,顶部宜设置

一道支撑或拉锚.支护刚度小,开挖后变形较大。 1、5 钢筋混

凝土板桩 钢筋混凝土板桩具有施工简单、现场作业周期短等

特点,曾在基坑中广泛应用,但由于钢筋混凝土板桩的施打一般

采用锤击方法,振动与噪音大,同时沉桩过程中挤土也较为严

重,在城市工程中受到一定限制。此外,其制作一般在工厂预

制,再运至工地,成本较灌注桩等略高。但由于其截面形状及配



筋对板桩受力较为合理并且可根据需要设计,目前已可制作厚

度较大(如厚度达500mm 以上) 的板桩,并有液压静力沉桩设备,

故在基坑工程中仍是支护板墙的一种使用形式。 1、6 钻孔灌

注桩 钻孔灌注桩围护墙是排桩式中应用最多的一种,在我国得

到广泛的应用。其多用于坑深7～15m 的基坑工程,在我国北方

土质较好地区已有8～9m 的臂桩围护墙。钻孔灌注桩支护墙

体的特点有:施工时无振动、无噪音等环境公害,无挤土现象,

对周围环境影响小.墙身强度高,刚度大,支护稳定性好,变形小.

当工程桩也为灌注桩时,可以同步施工,从而施工有利于组织、

方便、工期短.桩间缝隙易造成水土流失,特别时在高水位软粘

土质地区,需根据工程条件采取注浆、水泥搅拌桩、旋喷桩等

施工措施以解决挡水问题.适用于软粘土质和砂土地区,但是在

砂砾层和卵石中施工困难应该慎用.桩与桩之间主要通过桩顶

冠梁和围檩连成整体,因而相对整体性较差,当在重要地区,特

殊工程及开挖深度很大的基坑中应用时需要特别慎重。 1、7 

地下连续墙 通常连续墙的厚度为600mm、800mm、1000mm，

也有厚达1200mm的，但较少使用。地下连续墙刚度大，止水

效果好，是支护结构中最强的支护型式，适用于地质条件差

和复杂，基坑深度大，周边环境要求较高的基坑，但是造价

较高，施工要求专用设备。 1、8 土钉墙 土钉墙是一种边坡稳

定式的支护,其作用与被动的具备挡土作用的上述围护墙不同,

它是起主动嵌固作用,增加边坡的稳定性,使基坑开挖后坡面保

持稳定。土钉墙主要用于土质较好地区,我国华北和华东北部

一带应用较多,目前我国南方地区亦有应用,有的已用于坑

深10m 以上的基坑,稳定可靠、施工简便且工期短、效果较好

、经济性好、在土质较好地区应积极推广。 1、9 SMW工法



SMW工法亦称劲性水泥土搅拌桩法,即在水泥土桩内插入H 型

钢等(多数为H 型钢,亦有插入拉森式钢板桩、钢管等) ,将承受

荷载与防渗挡水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同时具有受力与抗渗两种

功能的支护结构的围护墙。SMW 支护结构的支护特点主要

为:施工时基本无噪音,对周围环境影响小.结构强度可靠,凡是

适合应用水泥土搅拌桩的场合都可使用,特别适合于以粘土和

粉细砂为主的松软地层.挡水防渗性能好,不必另设挡水帷幕.

可以配合多道支撑应用于较深的基坑.此工法在一定条件下可

代替作为地下围护的地下连续墙,在费用上如果能够采取一定

施工措施成功回收H 型钢等受拉材料.则大大低于地下连续墙,

因而具有较大发展前景。 1、10 基坑支护选型小结 基坑支护

型式的合理选择，是基坑支护设计的的首要工作，应根据地

质条件，周边环境的要求及不同支护型式的特点、造价等综

合确定。一般当地质条件较好，周边环境要求较宽松时，可

以采用柔性支护，如土钉墙等；当周边环境要求高时，应采

用较刚性的支护型式，以控制水平位移，如排桩或地下连续

墙等。同样，对于支撑的型式，当周边环境要求较高地质条

件较差时，采用锚杆容易造成周边土体的扰动并影响周边环

境的安全，应采用内支撑型式较好；当地质条件特别差，基

坑深度较深，周边环境要求较高时，可采用地下连续墙加逆

作法这种最强的支护型式。基坑支护最重要的是要保证周边

环境的安全。 2、基坑支护的设计要求 基坑支护作为一个结

构体系，应要满足稳定和变形的要求，即通常规范所说的两

种极限状态的要求，即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

态。所谓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对基坑支护来说就是支护结构

破坏、倾倒、滑动或周边环境的破坏，出现较大范围的失稳



。一般的设计要求是不允许支护结构出现这种极限状态的。

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则是指支护结构的变形或是由于开挖引

起周边土体产生的变形过大，影响正常使用，但未造成结构

的失稳。 因此，基坑支护设计相对于承载力极限状态要有足

够的安全系数，不致使支护产生失稳，而在保证不出现失稳

的条件下，还要控制位移量，不致影响周边建筑物的安全使

用。因而，作为设计的计算理论，不但要能计算支护结构的

稳定问题，还应计算其变形，并根据周边环境条件，控制变

形在一定的范围内。 一般的支护结构位移控制以水平位移为

主，主要是水平位移较直观，易于监测。水平位移控制与周

边环境的要求有关，这就是通常规范中所谓的基坑安全等级

的划分，对于基坑周边有较重要的构筑物需要保护的，则应

控制小变形，此即为通常的一级基坑的位移要求；对于周边

空旷，无构筑物需保护的，则位移量可大一些，理论上只要

保证稳定即可，此即为通常所说的三级基坑的位移要求；介

于一级和三级之间的，则为二级基坑的位移要求。 对于一级

基坑的最大水平位移，一般宜不大于30mm，对于较深的基坑

，应小于0.3％H,H为基坑开挖深度。对于一般的基坑，其最

大水平位移也宜不大于50mm。一般最大水平位移在30mm内

地面不致有明显的裂缝，当最大水平位移在40-50mm内会有

可见的地面裂缝，因此，一般的基坑最大水平位移应控制不

大于50mm为宜，否则会产生较明显的地面裂缝和沉降，感观

上会产生不安全的感觉。 一般较刚性的支护结构，如挡土桩

、连续墙加内支撑体系，其位移较小，可控制在30mm之内，

对于土钉支护，地质条件较好，且采用超前支护、预应力锚

杆等加强措施后可控制较小位移外，一般会大于30mm 结语



：基坑支护是一种特殊的结构方式，具有很多的功能。不同

的支护结构适应于不同的水文地质条件，因此，要根据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从而选择经济适用的支护结构。 百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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