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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旧房屋改造项目中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研究

●黄炳寅

　　

[摘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了提升居民的居住环境质量,各地陆续开展危旧、老旧房屋的改造项

目.危旧房屋使用中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对危旧房屋进行改造势在必行.在危旧房屋改造过程中,必须加

强对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的重视,否则极易造成安全事故.笔者结合多年工作经验,以高峰林场危旧房改造

项目三期工程为例,概述了本工程存在的不利条件以及风险因素,在此基础上对此类项目的工程管理要点进

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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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于城市发展的需要，危旧房屋的改造和加固成了城

市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 在危旧房屋改造过程中，

深基坑支护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环节，该环节的管理水平与

施工水平不仅影响改造后房屋的使用年限，而且与施工人员

的安全有直接的关系。 大量研究数据表明，危旧房屋往往

存在结构老化、地基不稳等问题，进行改造时需要进行深基

坑开挖，这就要求有稳固的支护结构来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

和周围环境的安全。 在危旧房屋改造过程中，若深基坑开

挖深度较大，土壤稳定性差，则需要采用科学的深基坑支护

技术以有效保证基坑的稳定性，确保施工的顺利进行。 一

般而言，常用的深基坑支护方式有：排桩内支撑、排桩锚

索、SMW 钢支撑、组合式钢支撑(张弦梁)、土钉墙、双排

桩(组合式)等。 在具体施工实践中，采用哪种支护方式需

要根据具体的工程情况进行选择。 同时，在项目工程的施

工管理中，管理人员要重点关注当地的地质资料和周边环境

资料。 地质资料是进行深基坑支护的基础资料，要通过初

勘、详勘或基坑专项勘察来落实。 周边环境资料同样重

要，深基坑往往对周边已有构筑物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深

基坑支护方案选择时要充分考虑周边环境资料。 总的来

说，危旧房屋改造中的深基坑支护是一个需要综合考虑地质

条件、周边环境、施工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复杂工程，只有

科学合理地施工并展开管理，才能确保施工安全、保证施工

质量。

高峰林场危旧房改造项目三期工程项目概况

(一)项目规模概况

本工 程 总 建 筑 面 积 ４１１６６．９５m２， 地 下 室 建 筑 面 积

１１５７６．４７m２，地下室基坑顶开挖面积约８２２６m２，开挖周长

约３５０m，基坑底开挖面积约６５６８．０９m２，周长约３３４m。 ２

层地下室，支护范围约３３４m，地下室底板标高９２．８５m～

９３．７５m，筏板板面标高C＃楼为９３．４０m，D＃楼为９２．９０m。

开挖边线范围内自然地面标高约９４．５０m～１０３m，基坑开挖

深度约２．３m～９．６m。

(二)项目环境概况

本项目的四个方位都有建筑物，且距离施工现场较近，

具体来说：北侧约１０m 处为挡土墙，墙外为一层厂房。 东

侧约８m处有相对稳定的挡土墙，围墙外约２８m为澳华小学

建筑。 南侧与一期地下室相连，一期设一层地下室，底板

标高为９８．６m，与一期２栋的３３层建筑物相距约２２m。 西

侧为林场大院废弃游泳池和项目部办公区，距地下室边线约

１５m。 经调查，场地及其附近地段未发现崩塌、泥石流、滑

坡、塌陷等不良地质作用。 在基坑西南角有一条自来水

管、一条排污管以及一条地下电缆线，走向为至西向东，自

来水管埋深约为 １m，排污管以及地下电缆线埋深约为

１．５m。 基坑东侧有一条１０kV 架空高压电缆，在基坑支护

工程开始施工前，应及时迁移或进行保护性施工，基坑周边

环境条件较为复杂。

项目施工的不利条件分析

(一)基坑开挖无放坡条件

项目的西南面与一期住户及快环建材市场出入口相邻，

是交通流量较大的城市次干道。 因此，项目施工过程中建

筑车辆的进出场效率较低，且易造成交通安全事故。 此

外，项目的外墙轴线与周边街道的用地红线距离过近，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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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最近距离仅有４m 左右。 这样的现场环境不仅不

便于项目的开展，而且存在造成街道地基塌陷的风险。 同

时，项目所在地的东面为小学教学楼，与场地最近距离仅仅

２８m。 本项目无论是与周边公路还是住宅楼都相距过近，

在基坑开挖的过程中没有放坡的条件。 因此，周边环境不

利于该项目的开展，在进行项目施工和管理的过程中，要注

意与周边环境的协调。

(二)基坑上方有高压线

施工场地上方一条１０kV高压线缆横处于项目基坑支护

范围内。 高压电线带有高电压，如果基坑开挖过程中不小

心接触到电线，可能会导致电击事故，对施工人员和周围人

员的安全构成威胁。 为了保证安全，施工队伍需要在有高

压电线区域采取额外的保护措施，如使用绝缘材料覆盖基坑

顶部，或者在施工过程中限制人员进入该区域，这无疑提升

了施工的复杂性和成本。

(三)基坑北侧紧靠厂房

场地内的基坑北侧约１０m 处为挡土墙，墙外为一层厂

房。 项目计划使用直径１５００mm 的支护桩。 据此估算，支

护桩与厂房基础边缘的最小距离仅为７．４５m。 项目将使用

旋挖机进行施工，施工前需要在地面上埋设长度为６m 的钢

护筒，该钢护筒的直径为１８００mm，其边缘与毛石混凝土基

础的距离为５．９５m。

工程风险因素

(一)管理因素

从上述对本危旧房屋改造项目不利因素的分析可知，本

项目的主要难点在于周边环境不便利，因此本工程的风险主

要源自现场管理。 根据朗肯土压力理论，土壤对基坑侧壁

的土压力除了与土壤自身的性质和与地表的垂直高差有关

外，还受到地表外部压力的影响。 因此，在基坑周围区

域，必须采取措施减小和防止外部荷载的影响。 即从现场

管理的角度，需要降低地表外压，来提升项目安全性。 具

体来说，要尽量避免在基坑周围堆放重物。 例如，项目施

工中尽量避免重型机械在现场停放，且建筑材料不宜堆积过

多，应借助便利的交通环境做到即用即送。 同时，开挖的

速度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避免快速改变土层的原始平衡

状态。 在基坑的不同开挖阶段，需要严格控制挖掘深度，

防止超挖现象，以免给支护结构带来过大的上部压力，导致

支护强度不足。 此外，基坑施工的时间也应该得到合理控

制，尽量缩短基底土壤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以减少土体的

回弹，这有助于保持支护结构的稳定性。 还需要避免地下

水位短期内快速降低，因为这样可能导致基坑壁和坑底出现

漏水和涌水等问题，引起水土流失，进而对基坑周边的市政

道路、住宅楼楼梯等造成沉降、开裂和倾斜等安全隐患。

(二)技术因素

除了管理因素外，技术因素是影响此类项目开展的核心

因素。 如前所述，在深基坑支护工程领域有若干种技术体

系，如排桩内支撑、排桩锚索、SMW 钢支撑、组合式钢支

撑(张弦梁)、土钉墙、双排桩(组合式)等，这些技术体系有

各自的优缺点，适用于不同的环境和建筑场景。 因此，需

要在对现场有充分调研的前提下，选择适合本项目的技术，

从而确保工程质量。 具体来说，在支护结构的施工过程

中，若工程质量控制不严，可能导致渗漏水问题，进而引起

支护结构后侧土体的流失，削弱甚至丧失其支护功能。 如

果基坑开挖时间过早，在支护结构尚未达到期望强度之前就

承受荷载，会导致支护结构强度和刚度的实际值不足，从而

产生异常变形。 在施工过程中如果没有充分利用地质勘探

资料，对支护桩所承受土体的整体稳定性和抗滑移能力进行

全面的评估和准确的计算，可能会导致验算的错误，使得支

护结构在实际工作中强度不足、抗滑移性能差、整体稳定性

差，最终导致结构的整体破坏。

项目施工优化措施

(一)针对工程不利条件，逐一采取对应措施

在基坑支护桩施工前，必须重新对周围环境进行详细核

实。 包括现场勘探，以确认邻近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基础情

况、地下电缆线路、给排水管道以及地下构筑物的基础数

据。 为了确保相邻地基和管线的安全，必须采取相应的保

护措施。 针对这些不利条件逐一采取应对措施。 对于横贯

现场的１０kV高压电线，应该在动工之前与电力部门进行沟

通，申请电线迁移，确保现场的安全。 同时为了维护周边

居民与行人的安全，应该在现场周边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

志，提醒现场人员和过往行人注意安全。 并采用符合规范

的钢管搭设全封闭防护栏杆，满挂密目安全网。 上道护栏

离地高度应大于１１００mm，立杆间距不应超过２０００mm。 同

时，应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对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进行预

判，并准备好相应的应急物资和设备。

(二)针对工程风险因素，科学组织施工

针对施工场地东面的施工区域，采取特殊施工措施以减

少对邻近住宅楼基础的干扰。 在旋挖钻机开始作业前，首

先采用人工挖孔的方法进行预处理，直至到达邻近住宅楼毛

石混凝土基础下方的０．５m处。 在此过程中，密切监测住宅

楼基础的沉降和位移情况，确保其稳定性。 只有在基础稳

定之后，才允许旋挖钻机进行进一步的开挖工作。 施工过

程中，严格遵循施工方案，按照预定的施工段进行分层开

挖，严禁超挖，并控制挖土的速度。 确保混凝土支护桩和

挂网喷射混凝土达到期望强度要求后，才能进行下一道工

序，以保证施工质量。 一旦基坑开挖完成，将立即进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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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处理和保护工作，并紧跟筏板施工的进度。

(三)项目安全管理计划

项目部负责制定安全管理计划，根据施工各个时期的特

点、施工进度以及部位和要求，分别有针对性地编制安全管

理计划和措施，确保安全生产顺利进行。

设两名专职安全员，做到全方位的安全消防监督管理。

对进行深基坑施工的全体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消防教育，不

留死角。 并做好各项安全、消防交底工作，进行详细具体

的书面交底，开好交底会，强调进行全面的、面对面的交

底，使参与施工的全体人员清楚、自觉、有效地执行交底。

虚心听取各级检查机构的批评和意见，并及时改正存在的问

题。 必须执行我国有关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法规，建立

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规范化管理，进行安全交底、安全教

育和安全宣传，严格执行安全技术方案。 各类机械操作人

员必须持证上岗，各种机械要有专人负责维修、保养，并经

常对机械运行的关键部位进行检查，预防机械故障及机械伤

人。 机械使用时操作员要密切注意机上的仪器、仪表、指

针是否超出安全范围，机体是否有异常振动及发出异响，出

现问题及时停电关机处理，不得擅离职守、隐瞒不报。 施

工现场的各种安全设施和劳动保护器具，必须定期进行检查

和维护，及时消除安全隐患，保证其安全正常使用。

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单位进行第三方监测，将基坑周边

１H～３H(H 基坑开挖深度)的范围作为监测的区域，重点关

注基坑支护结构及基坑周边的高层建筑物。 基坑监测内容

主要有支护结构顶部水平竖向位移、锚杆(索)内力、周边地

表竖向位移、周边建筑物沉降观测、周边建筑及地表裂缝、

深层水平位移等方面，实施动态设计和信息化施工应用信息

指导现场施工工作并及时掌握基坑动态变化及稳定情况，指

导基坑开挖和支护结构的施工，确保基坑支护结构和相邻建

筑物的安全，积累工程经验，为提高基坑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的整体水平提供依据。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高峰林场危旧房改造项目三期工程的施工

过程中，项目管理团队对工程的不利条件和风险点进行了详

细分析，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和解决方案。 通过进行精细

的勘察监测，采取严格的工程控制策略，项目团队确保了基

坑开挖和支护安全性，为后续的筏板和主体结构施工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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