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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9_B4_E6_9D_A5_E6_c58_91357.htm 摘要： 近20年来，我

国各大中城市万幢高楼拔地而起，10层以上的建筑物已逾1亿

平方米；其中高度超过100m的建筑物已有约200座。上海金茂

大厦高420.5m，深圳地王大厦高325m，广州中天大厦高322m

，它们跻身于当今世界20座超级巨厦之列，令人瞩目。同时

，这些已建和在建的高楼超高大楼，其基坑深度已逐渐由6m

、8m发展至10m、20m以上。伴随着这些工程大实施，深基

坑工程的设计施工技术已取得了长足进步。 关键词： 深基坑 

新进展 深基坑工程在国外称为“深开挖工程”

（DeepExcavation），这比称之为“深基坑”更合适。因为为

了设置建筑物的地下室需开挖深基坑，这只是深基坑开挖的

一种类型。深开挖还包括为了埋设各种地下设施而必须进行

的深层开挖。深基坑工程问题在我国随着城市建设的迅猛发

展而出现，并且曾造成人们困惑的一个技术热点和难点。 城

市中深基坑工程常处于密集的既有建筑物、道路桥梁、地下

管线、地铁隧道或人防工程的近旁，虽属临时性工程，但其

技术复杂性却远甚于永久性的基础结构或上部结构，稍有不

慎，不仅将危及基坑本身安全，而且会殃及临近的建构筑物

、道路桥梁和各种地下设施，造成巨大损失。从另一方面讲

，深基坑工程设计需以开挖施工时的诸多技术参数为依据，

但开挖施工过程中往往会引起支护结构内力和位移以及基坑

内外土体变形发生种种意外变化，传统的设计方法难以事先

设定或事后处理。有鉴于此，人们不断总结实践经验，针对



深基坑工程，萌发了信息化设计和动态设计的新思想，结合

施工监测、信息反馈、临界报警、应变（或应急）措施设计

等一系列理论和技术，制定相应的设计标准、安全等级、计

算图式、计算方法等。 1 百花齐放的基坑支护结构类型 经过

工程实践的筛选，形成了适合于不同地质条件和基坑深度的

经济合理的支护结构体系。 水泥土搅拌桩和土钉墙是我国目

前的5m以内，后者乃至10m以内首选的支护形式，土层条件

好时，15m左右基坑亦经常使用。前者既能挡土又能挡水，

后者较多地应用于地下水位较低或者地下水位能够被疏干降

低的场区。水泥土搅拌桩有好几种布置型式：实体式、空腹

式、格构式、拱型或拱型加钻孔灌注桩，既可以浆喷也可以

粉喷。土钉墙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其它支护型式联合使

用。 对于5-10m深软土基坑，常采用钻（冲、挖）孔桩、沉

管灌注桩或钢筋砼预制桩等，并可作各种布置，如需防渗止

水时，则辅之以水泥土搅拌桩、化学灌浆或高压注浆形成止

水帷幕，有时亦用钢板桩或H型钢桩。 当基坑深度大于10m

时，可考虑采用地下连续墙，或SMW工法连续墙，并根据需

要设置支撑或锚杆。 遇特殊结构物（如地铁盾构的工作井、

排水泵站、取水构筑物等）则采用沉井或沉箱。在建筑物基

坑中也有用沉箱的。上述基坑支护体系选型完全是在近二十

年中在大量的工程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与国外及港台地区

常倾向于采用地下连续墙有所不同。诚然，地下连续墙的优

越性早已为世界公认。在大深度基坑和复杂的工程环境下非

它莫属。唯其造价较高，需综合考虑。 迄今为止，上海已在

高层建筑和地铁车站等数十项工程中应用地下连续墙支护技

术，广州、北京、深圳、天津、福州、杭州等地都在应用中



取得了良好效果。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地下连续墙有时兼作

地下室外墙，甚至可作为主体结构的承重墙，同时承受竖向

与水平向荷载。当今中华第一高楼上海金茂大厦（地上88层

，地下3层）以及天津的金皇大厦（地上47层，地下3层）等

都是按地下连续墙兼作上部结构承重墙设计的。 SMW工法连

续墙在近年应用以来，普遍认为其性能良好，造价适宜。但

我国尚缺乏自制的能用于大深度的专用机械。武汉、上海已

从日本引进SMW工法专用机械，正在推广使用。在此基础上

研制了减磨擦剂，能将加劲钢材拔出后重复利用，更可以降

低造价。 2 逆作法施工技术 最早的逆作法施工技术应用于上

海电信大楼（地下3层），其后如上海特种基础科研楼（地

下2层）、上海人民广场地下变电站（基坑深23.8m，直径64m

，为我国最大直径圆筒形地下连续墙）、上海延安东路隧道1

号风塔、福州世界金龙大厦（地下3层）、上海恒积大厦（地

下4层）、天津紫金花园商住楼（地下3层）、北京地铁大北

窑车站、上海地铁黄陂路车站、陕西路车站、常熟路车站等

，均以地下连续墙为挡土墙兼作地下室外墙，采用逆作法施

工。也有因地制宜而采用“半逆作法”施工者，如天津劝业

场新大厦等（先明挖一部分土方）。 此外，还有以钻孔桩作

为挡墙而采用逆作法施工的工程，例如：北京地铁永安里车

站、抚顺宾馆（地下2层）、石家庄站前地下商场（2层）、

哈尔滨奋斗路地下商业街（2层）等。 逆作法施工可缩短基

坑开挖和支护结构大面积暴露的时间，改善支护结构受力性

能，使其刚度大为增强，节省支撑或锚杆的费用，使支护结

构的变形及对相邻建筑物的影响大为减少，从而使总造价降

低，一举多得，是一种先进的施工作业方法。 3 一些新的支



护结构经试用取得成功 例如：“闭合（或非闭合）挡土拱圈

”、“拱形水泥土槽壁结构”、“连拱式支护结构”、“桩

拱围护体系”等。 “闭合挡土拱圈”用钢筋砼就地灌筑，适

合于基坑周边场地允许挡墙在水平向起拱之处。拱圈矢

高f>0.12L（基坑边长）。拱圈可由几条二次曲线组成（曲线

不连续），也可以是一个完整的椭圆或蛋形拱圈（曲线连续

）。作用在拱圈上的土压力大部分在拱圈内自身平衡。 “闭

合挡土拱圈”不需要深入至基坑底面以下，也不需要从地面

按基坑全深度配置。它可以在坑底以上至地面以下某一高度

内配置，并可分若干道施工，每道高2m左右。当基坑周边局

部因场地限制而不能采用闭合拱圈时，可采用“非闭合拱圈

”，而局部采用排桩或其他支护结构，组成混合型支护体系

。采用“闭合”或“非闭合”拱圈，需注意验算整体滑移和

坑底隆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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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