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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选型及结构优化在房建项目中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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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工程结构设计与地基加固技术是房建项目设计与管理的重要环节，应以相关管理标准与实施规范为前提，通过建

筑结构设计优化与地基加固技术应用，可以有效提高房建项目的安全标准，同时具有节省造价成本、缩短施工工期、满足

建筑使用功能的效果。本文即在此背景下以“福州高新区海西园限竞房项目”为案例展开研究，分别探讨房建项目工程结

构设计的优化方案与地基加固技术应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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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市场经济持续发展，我国建筑市场的竞争性日益激烈。尤其在房建项目工程中，开发企业要想在市场中获得有利竞

争地位，必须通过技术革新与整合优化，实现降本增效的目的。工程结构设计与地基加固技术作为影响房建项目工程建

设成本的重要环节与内容，是需要着重关注的重点因素。

一、房建项目工程结构设计优化

（一）优化方法概述

房建项目工程的结构设计优化主要从两个阶段展开：

其一为方案设计阶段，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在结构选型中，应衡量建筑各个部分的选型与做法，

进而选择最合适、最优选的方案，提高建筑结构的安全性

能，降低其成本支出。其次在限额设计中，需要根据项目

实际情况，针对结构设计特征建立限额指标，以此提升工

程造价意识，有效落实结构优化目的。最后在其他方面，

还可以通过多专业配合进行优化，包括管线布设优化、层

高设计优化、景观设计优化、覆土厚度降低等，通过追求

规整的建筑平面，获取更简单的受力结构，以此达到降低

结构成本的目的。

其二为施工图设计阶段。首先需要制定项目结构中，

应统一技术措施，既要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参数情况，又要

协调参数数据与建筑功能，向设计单位提出合理、科学的

设计要求。其次需要制定配筋原则，需要向设计单位明确

提出配筋原则与构造要求，主要包括定梁、板、柱、墙等

结构部分。

（二）工程结构设计优化方法应用——以“福州高新

区海西园限竞房项目”为例

1.工程概况

该项目为“马排安置房二期”，属于福州高新区海西

园限竞房项目，位于福州市高新区乌龙江大道西侧，滨北

二路以南，湖滨北路以北。项目总用地面积49746.51平米

（计74.7亩），总建筑面积164032.28平方米，地上建筑面

积124528.24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39504.04平方米，容积

率2.5，建筑密度17.98%，绿地率35%。设计内容包括规划

总用地红线范围内的规划总图设计、建筑、结构、水电暖

通、消防、室外管网、室外道路、景观绿化、夜景亮化、

智能化设计等工程的施工图设计。用地性质为二类居住用

地（R21）与城市道路用地（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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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住宅基础选型

第一，该项目为高层住宅，整体采用剪力墙结构。剪

力墙的布置优化如下图所示，剪力墙设计优化原则为尽可

能减少墙肢数量，但要保证建筑安全性与稳定性。因此可

以采用大开间剪力墙模式，为后期改造提供更多支持。具

体来说，一要优化房间与设备平台之间的剪力墙，进而确

保后续业主装修拥有更便捷的空间与余地。二要尽可能降

低剪力墙墙肢长度，同时降低墙的厚度，为住户提供更大

的走廊空间。

 

 

 

二、房建项目工程地基加固技术研究——以“福州高

新区海西园限竞房项目”为例

（一）发现问题

根据地勘报告《福州高新区海西园限竞房项目（马排

安置房二期）（中间资料）》可知，本房建项目工程场地

检测结果如下：

第一，拟建场地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设计地震分组

为第三组，Ⅱ类场地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和基本地震

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分别为0.10g和0.45s。

第二，本工程场地的场地类别主要为Ⅲ类，为抗震不

利地段，反应谱特征周期为0.65s。

第三，建议建筑抗浮设计水位按设计室外整平高程以

下0.50m考虑。



272    | 第 6 卷 / 第 1 期

第四场地土层主要由①层杂填土、②层粉质粘土、③

层中砂、③-1层淤泥夹砂、④层淤泥夹砂、④-B层中砂

夹淤泥、⑤层中砂、⑥层卵石、⑦-1层砂土状强风化花岗

岩、⑦-2层碎块状强风化花岗岩。

根据地勘报告发现本项目地基存在砂层液化现象，需

要进行治理。

（二）桩基选型

根据地勘报告分析结果，可以提出基础方案：初步建

议拟建住宅楼可考虑采用预制桩基础，以⑥层卵石或⑦-1

层砂土状强风化花岗岩作为基础持力层，桩端全断面进入

持力层深度应满足要求；同时，建议配套商业楼与纯地下

室部分采用预制桩基础，以⑤层中砂或⑥层卵石作为基础

持力层；此外，拟建物也可考虑采用冲（钻）孔灌注桩，

以⑥层卵石作为基础持力层。在此基础上提出三大方案：

方案一：预应力混凝土管桩 PHC500-AB-125，桩长

44m；

方案二：预应力混凝土管桩 PHC600-AB-130，桩长

44m；

方案三：600mm混凝土灌注桩。

根据方案验证，并结合工期及现场实际情况等因素，

确认方案二与方案三不可行。最终，本项目采用方案一（预

应力混凝土管桩 PHC500-AB-125，桩长44m）。通过上试

桩静载实验报告可以发现，方案一同时满足本项目承载力要

求。

（三）液化判别论证

通过地勘报告、前期组织专家会得出的意见及结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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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周边项目实际施工经验，最终得出应在桩基施工后由第

三方地基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首先，设计勘查方案。为探查了解本项目场地中砂

层管桩施工挤密效果，根据设计单位提供的拟建物总平面

图，以及地勘单位提供记录场地液化判别孔的数量及位

置。其中勘探点主要布置在建筑物主楼位置，采用钻探结

合标准贯入试验进行，试验目标为场地20米以内的饱和砂

土，试验间距1.5米，勘探深度20米。钻孔施工完成后，还

需要采用原土或粘性土进行回填钻孔。

其次，钻孔放样与测量。本工程按照甲方及设计单位

提供的桩基总平图与场地控制点B、C坐标落实钻孔放样与

测量行动。第一步换算勘探点坐标，要求施工单位负责，

借助全站仪施放记录坐标与孔口高程。

第二步要根据试验测量数据，结合场地地形地貌进行

岩土性状分析。本场地位于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马排村，

属于河流冲积平原地貌。当前场地建筑已经拆迁并完成平

整工程，地势平坦，部分场地已经开挖。

根据六个勘探点揭示，该场地岩土层共分为四层。第

一层为杂填土，呈浅黄、灰黄、灰等杂色，状态松散，处

于稍湿到湿之间，主要由碎石、块石、细粒石英颗粒、粘

性土与混凝土块、瓦片或碎砖等建筑垃圾组成，有着较高

的压缩性。该层修正动探数2^ 12击，标准值5.6击。第二

层为粉质黏土，呈灰黄色、浅黄色，处于稍湿～湿之间，

具有可塑性，成分以粘粉粒为主，同时含少量中细石英颗

粒。无摇振反应，切面稍有光泽，捻面较光滑，韧性及干

强度中等。土层埋深及厚度变化不均匀，岩土体性质不均

匀。该层实测标贯击数5~14击，修正后标准值8. 3击。第

三层为淤泥夹砂，呈灰黑色、深灰色，具有饱和性与流塑

性，主要成分为粘粉粒。第四层为中砂，呈灰色、浅灰

色、灰黄色，呈稍密～中密状态，局部呈松散或密实状

态，以中细粒石英砂为主，该层在场地内钻孔均有揭露，

埋深及厚度变化不均匀，岩土体性质不均匀。本次勘察该

层实测标贯击数13~35击，修正后标准值18击。

标准贯入试验规定提出，标准贯人试验适用于判定砂

土、粉土、黏性土天然地基及其采用换填垫层、压实、挤

密、夯实、注浆加固等处理后的地基承载力、变形参数，

评价加固效果以及砂王液化判别。也可用于砂桩和初凝状

态的水泥搅拌桩、旋喷桩、灰土桩、夯实水泥桩等竖向增

强体的施工质量评价。同时，采用标准贯入试验对处理地

基土质量进行验收检测时，单位工程检测数量不应少于10

点，当面积超过3000平方米应每500平方米增加1点。检测

同一土层的试验有效数据不应少于6个。

最后，砂土液化判别。本工程项目应按7度地震进行

抗震设防，场地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0.10g。根据《建

筑抗震设计规范》计算后可知，中砂层为不液化土层，地

基液化等级为不液化，由此判定场地为不液化场地。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本项目地勘报告显示地基存在砂

层液化现象，在预制桩施工前，根据测量结果可以发现，

仍然存在砂层液化现象。但是在预制桩施工后，通过第三

方地基检测单位检测认证，判定场地为不液化场地，地基

中的砂土液化问题就此消失。由此证明，预制桩在工对现

有地基土层有一定的挤密作用，可以起到减弱及部分消除

土层液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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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工程建设过程中根据具体项目出现的问

题及时作出判断，根据项目所在地当地常规做法及经验。

及时作出设计调整及优化使其能及时适应当地做法。合理

处置与优化房建项目工程结构设计与应用地基加固技术是

建筑项目安全稳定施工的前提。面对现阶段房建项目工程

施工中面临的建筑结构设计与地基问题，既需要优化设计

方法与思路，又需要科学运用地基加固技术，以此提升住

宅项目建设质量水平，确保项目安全稳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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