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1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11)2021,3
ISSN: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一、建筑工程岩土勘察工作内容 1

1. 地质勘察

地质勘察是建筑施工前必须进行的勘察项目之一，

技术人员展开实际地质勘测期间，工作侧重点主要为区

域周边的水文分布状态及地质研究。技术人员对地质勘

察的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后，应实施深入评价与结果分析，

对于条件相对比较恶劣的地质环境，勘察人员在现场需

要及时拟订应对方案，确保建筑工程基础结构的稳固。

此外，地质勘察人员还应做好工程地下水的分布调查工

作，针对水流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提前做好基础加固处

理和相应防水措施，避免后续施工出现基础结构坍塌等

问题。地质勘察工作完成后，技术人员应及时将勘察设

备撤离施工现场并妥善储存管理。

2. 明确岩土性质。

通常情况下，勘察人员在现场进行岩土勘测期间，

对于工程现场岩土性质、岩土风化状态、岩土年限、岩

土成分等重要信息应全面掌握。岩土实际性质与其内部

结构、矿物质类型、形成时间以及外界环境密切相关，

因素会导致几何性状和结构发生改变。岩土的形成需要

较长的时间，形成期间会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影响因

素增加其后期处理难度，导致岩土空间结构和分布位置

的多变性，使得岩土参数也产生差异，勘察人员在调查

过程中需要确保参数的准确性，明确岩土的实际性质。

3. 划分岩土界限。

①松软型岩土。

见类型主要有砂土类，内部结构孔隙较大，坚固系

数一般为 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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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普通类岩土。

坚固系数高于松软型岩土，主要以粉质黏土为主，

坚固系数在 0.6~0.8 之间，在进行开挖施工过程中无须借

助复杂开挖机械。

③坚硬类岩土。

主要包括砾石土、中等密实黏土、干黄土等类型，

此种岩土的硬度较高，坚硬系数范围在 0.8-1.0 之间。技

术人员在实际勘察过程中，根据勘察结果将岩土进行界

限划分，为后续施工提供准确处理依据。

二、岩土勘察技术要点

1. 地质测绘技术

工程地质测绘技术是建筑工程进行岩土勘察工作

中的常用技术类型，该技术指测绘领域中的专业技术人

员进入施工现场实施地质调查勘测，依照测绘中的标准

测绘比例将获取的数据呈现在测绘地图中，图纸包含地

层结构、地貌类型、岩土构造等重要信息。测绘人员根

据测绘地图中的信息参数以及工程的建设方案和建设规

范，对部分难以勘测的地下区域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预

判，明确地表的地质规律，为后续建筑施工现场点位规

划和施工定位方案的确定提供参考。应用测绘技术可以

获取多种类型的重要数据信息，对于建筑工程的岩土勘

察工作助力较大，提供的测绘结果能够显著提升后续施

工方案的可行性，为工程施工方案的初期设计提供较大

助力。

2. 地下岩土勘探与取样技术

地下岩土勘探与取样技术的应用需要借助多种类型

的勘探设备，主要用于勘察建筑工程的地下岩体、岩体

所在岩层的位置以及岩土在一定时间内的地质变化情况

等。技术人员在不同岩土层中提取相应的样品，在实验

室实施进一步的性质分析，当前在建筑工程中比较常用

的勘探手段主要包括物探勘测、触探探测以及钻探勘测

等。

3. 原位试验与室内试验

建筑工程岩土工程勘察及施工处理技术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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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岩土勘察采取原位试验与室内试验，主要

目的是提高不同岩土层的勘察参数的精准性，重要参数

包括岩土的含水量、岩土坚硬度、岩土的可塑性以及岩

土的压缩指数等。原位试验是在施工现场进行露天试验，

主要测试施工现场岩土的力学属性，此种试验的测试时

间不固定，试验位置灵活可更换，能够还原施工现场难

以预估的不同突发情况，尽量确保试验状态不受外界干

扰，最大限度还原真实的试验结果。室内试验是在室内

的专业实验室进行试验，应用多种精密实验仪器和试验

技术，检测结果可控性更强。

三、建筑工程施工处理技术要点

1. 桩基础处理技术

桩基础处理技术的应用能够显著强化建筑基础结构

的承载性能，应用该技术能够将建筑结构上方的压力分

散，分别作用在基础结构深处土层，尽量抑制地基结构

出现沉降等问题，最大限度缩减建筑工程可能出现的沉

降量。如果以基础结构的荷载类型对桩基础处理技术类

型进行划分，可将其分为端承型桩基础处理技术和摩擦

型桩基础处理技术。钻孔灌注桩处理技术是常见的一种

桩基础处理技术，技术人员进行打孔操作时应用钻机装

置，钻孔完毕后在现场铺设钢筋笼，灌注砼并加固。施

工期间技术人员需要注意处理钻孔施工产生的残渣等杂

物，避免出现塌孔现象，严格控制钻孔施工的速度，平

稳钻进，确保砼施工质量和桩体结构的稳固性。

2. 添加剂处理技术

添加剂处理技术主要作用是强化建筑基础结构土壤

的可塑性，在原有较为松软的基础土体中加入适量的添

加剂，使得土壤性质发生变化，优化其可塑性及荷载力。

该技术多用于软土结构，如果建筑工程中存在软土地基，

会大幅度增加建筑基础结构的施工难度，在软土地基上

进行施工时为避免现场发生塌陷事故，不能强行使用的

大型机械设备，在软土中加入适量添加剂，地基土体的

结构发生变化，整体强度明显提升，确保机械设备在地

基结构中的平稳运行。建筑基础结构中使用的添加剂类

型主要为水泥、生石灰以及熟石灰等添加剂，更容易与

正常土壤发生反应，使土壤内部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实

现地基结构的硬化处理目标。应用该处理技术进行施工

时，现场施工操作必须咨询专业技术人员，防止添加剂

类型选用不当或添加剂过量，影响基础结构土体，造成

其能退化或产生毒害物质污染原有土壤环境。

3. 换土垫层处理技术

换土垫层处理技术主要对建筑工程中原有的不符合

建设标准的基础结构涂层进行更换，使用更具承载性能、

密度更高且稳定性更强的土体类型代替原有土体，尽量

排除原有土层具备的不良属性，避免对建筑施工造成负

面影响，保证建筑工程基础结构的稳定性。换土垫层处

理技术的优势在于进行土层更换处理后，土层结构实现

了优化，达到工程基础结构强化标准。但更换的垫层材

料会增加基础结构施工成本，施工单位需要注意替换材

料的用量和选型问题，注重性价比控制。应用该技术进

行施工处理时，施工人员需要重点注重施工成本的控制

问题，谨慎选择基础结构土层的替换材料，选择性价比

较高的材料类型，在确保材料质量的前提下实现成本控

制，现场挖掘出的原有土体应集中清运处理，不可随意

堆放在现场。

4. 静态施工处理技术

静态处理技术主要应用在建筑地基结构的硬化处理

中，如果施工前期勘测期间基础结构地基硬度检测不达

标，通常选用此种方式实施优化处理。选择基础结构中

的软弱区域实施针对性加固处理，对软弱区域进行加压

处理，实现土地的压缩加固，土体结构的间隔缝隙缩小，

土层中的水分逐渐排出。静态处理技术原理简单且便于

操作，施工成本低且效果显著，在实操过程中应注重对

压力的施加力度进行把控，根据基础结构土质类型和硬

度标准设置加压值。

四、岩土工程勘察应对措施

1. 完善勘察管理体制

在岩土工程的勘察实践活动中，为了杜绝勘察单位

出现不合理的勘察现象，我们应该加强对勘察市场进行

检查和监督。另外，为了避免发生勘察单位造假事件，

我们要不断完善勘察环节的管理体制，对勘察报告按时

进行检查。通过完善勘察管理体制，使其大大加强了市

场的规范化。除此之外，野外勘察作业是勘察报告的基

础，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与勘察报告的质量息息

相关，为了杜绝造假现象、监管宽松等现象，很有必要

引入勘察监理，加强岩土工程的勘察工作的监管。

2. 重视原位测试和岩土取样工作

原位测试和岩土取样是岩土工程勘察工作的一種重

要手段，其为岩土工程勘察提供了有效的技术参数数据，

也是岩土工程勘探结果的数据来源。而原位测试和岩土

取样工作的成效需要岩土工程来验证的。所以，勘探单

位必须高度重视勘察现场的原位测试和岩土取样工作，

使其在勘察的报告中能够确保勘察出来的数据具有可靠、

真实和完整性。

3. 科学、合理地使用勘察方法

在进行勘察工作的时候，勘察单位应当科学和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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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勘察手段，把握勘察工作的细节。例如：在建筑物

规模较小或者大型建筑物的早期设计阶段，岩土试样容

易取得，采用实验室试验更为适合。假如：强裂隙化岩

体、疏松含水细砂、液态软粘土之类的不能得到原状结

构的岩土的物理参数，或者为重要敏感的建筑物，则必

须进行实地的原位测试。例如：长期现场监测和检测的

时候要注意的内容包括人工加固系统的载荷变化、峰值

质点加速度、爆破引起的质点速度、岩土内破坏面上的

压力、水位变化、岩土位移去情况等

4. 更新技术设备

科学技术的进步，促使勘察技术和设备层出不穷，

不仅能提高勘察效率，还能保证勘察工作质量。以钻探

技术为例，选择钻进方法时，首先应该落实现场调查工

作，结合钻进设备的性能，弥补传统钻探技术存在的不

足。其次对设备进行智能控制，采用数字化管理理念，

提高测量结果的精准度，为勘察工作创建一个安全的

环境。最后要将多种勘察技术有机结合，例如物探，钻

探，坑探等，扩大技术适用范围，减少外界因素的干

扰。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施工前的基础结构处理施工和地质勘测

是必要工作路径，相关技术人员必须掌握实践操作技能

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确保工程基础建设质量，优化

建筑施工勘察水平，提升建筑工程建设效率和收益，积

极推动建筑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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