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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建筑基坑支护工程施工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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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高层建筑大量涌现，为保证建筑地基的稳定性,需切实加强地下施工的规范性。在施工环节中,需牢牢把控施工

技术要求,以保障工程基坑支护建设质量，而房屋建筑基坑支护工程的施工质量直接影响房屋建筑的使用安全，因此，加强

对房屋建筑基坑施工管理的重视，明确房屋建筑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做好房屋建筑基坑支护工程的管理

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对此，本文就阐述了房屋建筑基坑支护施工的形式，分析了房屋建筑基坑支护工程施工管理中的一些问

题，并提出房屋建筑基坑支护工程施工管理方法，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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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a large number of high-rise buildings are emerging.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of the building found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underground construc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it is necessary to firmly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technical requirements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foundation pit support of the project, and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he foundation pit support project of the house building directly affects the use safety of the house building.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pit construction, to clarify the possible problem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and to do a good job in the management of housing construction foundation pit support 

works. In this regard,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form of building foundation pit support construction, analyzes some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of housing building foundation pit support engineering, and proposes a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thod for 

building foundation pit support engineering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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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房屋建筑工程建设规模的扩展，基坑支护施工技术

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在这种情况下，房屋建筑中基坑支护施

工管理也显得更加重要.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潮

流，房屋建筑基坑支护工程的施工技术也得到了一定的创新

和升级，提高了房屋建筑的施工安全性和可靠性，但仍有一

些因素影响房屋建筑基坑支护工程的正常稳定开展，在房屋

建筑施工中需要加强对基坑支护工程的施工和管理,提高施工

效率和施工质量。

1  房屋建筑基坑支护施工的形式

当前常用的基坑支护形式有水泥土墙、土钉墙、锚杆、

排桩与地下连续墙等。水泥土墙是由水泥土桩相互搭接形成

的格网状、壁状等形式的重力式支护结构。一般采用搅拌桩

和旋喷桩两种施工方法。土钉墙的技术原理是利用岩土介质

的自承能力，借助土钉与周围土体的摩擦力和粘聚力，将不

稳定土体和深部稳定土层连在一起形成稳定的组合体，弥补

了土体自身强度的不足，从而显著提高基坑边坡的整体稳定

性。土钉墙由土钉、混凝土面层和防水系统组成。锚杆支

护是挡土结构与外拉系统相结合的一种深基坑组合式支护结

构。排桩墙支护结构包括灌注桩、预制桩、板桩等类型桩

构成的支护结构。在采用该技术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以下两

点：一是要确保降水速度的适宜性，充分且全面地了解周边

建筑物、地下水位、地下管线以及地表路面等出现的沉降情

况；二是实施监测并有效处理基坑周边的渗透问题和涌水问

题等，一旦发现坑壁出现渗漏现象，要先分析其发生原因，

然后及时采取最具针对性的处理方式进行堵漏[1]。

2  房屋建筑基坑支护工程施工管理中常见的问题

2.1  施工前期准备工作不到位

基坑支护开展过程中涉及较多的施工内容，如果相关的

施工单位在基坑支护施工开展前缺乏相应的工程前期准备管

理工作，那么在施工开展的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问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 (16)2022,4
ISSN: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120

题。因此，在进行基坑支护施工项目的作业前，相关作业人

员必须要对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调研，对施工区域

以及周围的水，文地质等情况有相应的了解与把握，并以此

作为相关决策的依据，为工程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基础。但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许多房建企业在施工开展前并没有做好

施工方面的勘察与管理工作，使得设计完成的施工方案缺乏

可行性。另外，还有一些设计人员为了使所设计完成的施工

方案能顺利通过审核，随意篡改勘察测量数据，最终导致工

程的实际开展和设计方案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2]。

2.2  基坑支护技术欠缺

支护结构的设计是整个工程项目的指导，对于工程项

目的顺利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坑支护体系需要在土

方开挖前或者开挖过程中跟进施工，其大部分工序都和土体

有关。地下情况复杂且不可预估，施工作业过程缺少直观性

与可见性，对施工质量的管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也是目

前支护体系整体施工质量较差的主要原因。在开挖或对支护

体系防护效果进行验证时，常常存在无法满足设计要求的情

况。处理此类情况往往需要耗费大量的成本并会影响工程进

度，同时还会对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造成影响。因此，要根

据项目特点选用合适的基坑支护技术，并对施工要点采取切

实有效的手段来加强管控。

2.3  边坡支护和土层开挖不匹配

一般情况下，支护工程和土方工程在施工时间上会有

一定差异，不得不利用二次回填的方法完成支护施工。土

方开挖工程的施工技术水平较低，技术含量不高，对施工

及管理的各个方面要求的技术含量不高， 但是边坡支护工

程不同。 如果在施工过程中， 要求复杂土方开挖和支护工

程同时进行，就会增加施工难度，这样也会耽误工期，造

成安全隐患。

2.4  基坑边坡施工不规范

基坑边坡开挖施工时，没有按照规定要求进行操作，常

出现土方开挖不当和

基坑边坡开挖角度大等问题。土方开挖不当则表现在施

工过程中协调工作难度大，容易出现开挖施工工序不合理、

抢进度、施工现场管理混乱等问题，给施工带来不可预测的

影响。放坡开挖技术具有很强的应用性，但根据土壤类型的

不同，开挖时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均质砂类土壤在开挖基

坑时要注意开挖坡角比挖出的内摩擦角小，保证其斜坡的稳

定性。

3  房屋建筑基坑支护工程施工管理的措施分析

3.1  制定深基坑支护施工专项预案

深基坑支护工程要想顺利开展，专项方案的审核与应用

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性环节，它要求设计人员根据实际现场施

工的情况与具体施工要求来设计出最佳的施工方案，降低施

工的难度和风险，减少施工中的投入，为基坑支护顺利进行

打好基础，为参建单位带来最大的效益；在施工的过程中，

由于设计角度和施工角度有所差异，往往会造成施工管理人

员不能对设计意图进行准确的理解，因此，应开展设计交底

和图纸会审，由设计人员对现场施工管理者明确设计意图和

施工重点难点部位，使施工人员能够对设计方案正确理解和

熟悉。同时，施工管理人员也应深入分析设计方案实施过

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避免设计与施工冲突，弥补设计的不

足。这样，就能有效将设计方案落实到施工实际当中。

3.2  加大施工过程基坑支护管理的力度

就当前基坑支护施工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施工的过程中

会使用一到两种支护方式。支挡式结构基坑支护方式的应用

比较广泛，一般应用在一到三级基坑内。 土钉墙支护用于

二三级基坑中，使用这一方式前需要判断土壤情况，了解地

下水位和降水等。放坡型用于三级基坑，使用这一技术的过

程中需要保证周围环境能够满足施工条件。基坑开挖的过程

中，在周边堆放材料时需要制定出合适的方案， 保证不会对

机械与车辆的使用产生影响，尽量远离基坑，同时需要在周

边设置防护栏，并安排安全通道，保证其安全性。在日常工

作中，需要对基坑底层情况进行检查，避免垫块掉落对人员

造成损伤，而且需要定期进行基坑的监控工作， 利用更加有

效的方式制定出解决措施处理有关问题，从而保证施工的整

体效果。

基坑支护管理时应加强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提升其

管理质量水平，利用计算设备在基坑支护时分析地下水和地

层结构的实际情况，对各方面参数进行分析判断，以提升基

坑支护效果。有关施工企业在确定工作人员素质的过程中，

需要保证自己能够掌握更加先进的知识，可以利用有关技术

分析基坑支护工作的施工质量，为其提供全面的保障。相关

工作人员需要拥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先进的工作经验，并且

可以利用信息技术展开各项工作，能够快速地读取计算机软

件所提供的信息，进而有效提高管理工作的实际效果。施工

的整体过程中，地下水是大家一直会谈到的一个话题。很多

时候地下水渗透到了施工的区域，由此出现了地面下沉的情

况。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立即采用人工降水的方法来减轻基

坑支护整体结构上方所承受的压力，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得土

壤的质量有所改善，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使得施工能够顺利地

进行下去。当然很多时候环境的限制使得我们不能够采取人

工降水的措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水的帷幕，同样

可以起到临时挡水的作用,这两种处理方式相对简单，成本不

高，能够获得较好的效果[3]。

3.3  提高房屋建筑基坑支护施工管理的全程监督

应当对施工质量进行严格监督；其次则要实时掌握施工

进度的推进状况。监督工作必须做到下，首先，在施工之前

需要详细了解高层建筑施工项目所在区域的地质条件以及环

境状况，并对施工图纸进行严格审查，详细了解可能对深基

坑施工造成影响的因素。其次，施工中需要注意，任何人员

以及施工队伍都不得任意修改施工图纸，严格依照图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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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若施工过程中发现需要对图纸进行修改的，则赢的那

个经过“三方”会审后，依照实际需要予以修改。最后，在

开挖过程中，针对开挖区域应当分层开挖、分段开挖，并坚

持支护原则，尽可能降低开挖作业对施工区域土体的影响。

3.4  加强防水监督

为了防止地下水对于施工造成的影响。尤其是对于高

层建筑来讲，为了确保建筑的稳定性，往往需要对基坑进行

深挖，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基坑支护过程中出现积水。而

且，深基坑往往深度高、宽度大、范围广、一旦出现积水，

很难迅速找出水源，不利于迅速解决积水问题。因此，最为

关键的就是要对基坑支护施工进行防水监督，防患于未然。

3.5  强化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

为了保证深基坑支护施工的顺利开展，务必要强化施工

现场的安全管理， 树立高度的危机意识，并培养施工人员辨

别危险因子的技能，并通过建立健全科学、 高效的安全施工

制度，对施工的条件、施工设备的使用和维护、施工人员的

施工流程等分类管理。并且，为了避免施工过程中出现火灾

等突发问题，还应当事先建立应急预案，并不断强化相关人

员的安全施工意识，培养他们的专业施工技能， 严格按照相

关要求施工，并灵活应对在基坑支护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问题[4]。

结束语

总而言之，在房屋建筑工程项目建设中基坑支护施工技

术非常重要，其是工程质量的可靠保障。因此在房屋建筑工

程施工中，管理人员要根据不同的土质条件和施工技术，设

计不同的解决方案，不断探索新的施工工艺，从而使我们的

建筑施工质量得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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