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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80 年代中期,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 经济建设迅猛发展, 高层建筑象雨后春

笋一样, 相继矗立在中国各主要城市里。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 这一发展热头愈来愈猛, 房

地产业和建筑业已成为中国的最大支柱产业之一。随着建筑高度和层数的增加, 基础的埋

深也随之而不断增加, 施工难度也愈来愈大。工程实践的需求推动了中国高层建筑深基坑

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的进步, 发展了众多先进的基坑支护治水的类型, 设计计算方法不断

革新, 施工工艺也日益改善。中国在这一领域内通过对大量成功的施工实例的总结, 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许多科研单位和大学的科技工作者也直接参与了这些实践, 并将实践经验

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再认识。

2　中国城市市区工程地质的特点及深基坑工程的关键技术问题

中国幅员辽阔, 大江大河和湖泊遍布, 海岸线也特别长。而近期加紧开发的主要中心

城市又大多集中地分布在沿海一带和江河湖泊之滨。因此, 高层建筑深基坑 工程所涉及的

地层主要是第四系沉积层, 其中有陆相的, 以河流冲洪积为主; 也有海相的, 一般以粘土、

粉质粘土、粉土、砂为主。但是, 不少地区人工填土及新近沉积层发育, 杂填土、素填土、

泥砂冲填土分布范围很广, 甚至有的是为了开发地产而近几年特意吹填或堆填起来的土。不

但河漫滩、古河道地区土层变化大, 而且原来的湖区深厚有机质淤泥和淤泥质土暗藏在填

土或硬壳层下面, 形成大量暗浜、谷、沟、塘。土质松软、强度很低。

从水文地质条件来看, 中国的北方, 一般地下水位相当低, 基坑开挖深度以内, 较少

遇到流土管涌和基坑底部突涌的现象。有些沿海城市 (如天津) , 基坑受全新统土层控制,

不但土的强度指标低, 而且粉土及粉砂类层多, 地下水位高, 加之旧城区的地下供水排水

管网密布, 泄漏点多, 上层滞水对基坑的威胁很大。在中国的南方, 地下水位普遍较高, 而

上层埋藏的规律很复杂。最危险是所谓的“二元”结构, 即上层除了人工填土层属较透水

层以外, 下面一般有隔水层粘性土。约在基坑底部附近, 土的颗粒组成随着深度逐渐变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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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系数愈来愈大, 呈渐变的规律, 一直到 50～ 60 m 深度处风化岩面附近, 存在有砾卵层,

厚度不等。在这种特定的地质条件下, 深基坑的开挖常常遇到坑壁土的冒砂漏水和坑底土

的突涌等难题。例如武汉的汉口地区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而上海、天津、福州等城市, 土

质虽软, 但数十米厚的砂层却少见, 基坑治水相对较简单些。坑底以下往往不远处即有相

对隔水层, 无论采用降水还是隔封的措施, 都比较容易。与汉口地区相似的地质条件在长

江中游是普遍存在的。因此, 深基坑工程的主要关键问题是:

(1) 超深厚的软土地基内如何选择深基坑支护结构的类型;

(2) 深基坑支护结构在基坑开挖和地下室结构建造的全过程中, 如何防止其产生过量

的水平变位以确保邻近建 (构) 筑物及地下设施的完好和正常使用, 如何做好环境保护工

作;

(3) 在“二元结构”地质埋藏条件下如何防止坑壁和坑底的渗透破坏 (流土、管涌、坑

底突涌) ;

(4) 特大型基坑的超深大面积降水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如何定量评估? 采取何种对策?

除了上述一些问题外, 中国的不同地区还有其特殊的地质问题, 干扰着深基坑工程的

实施。例如厦门的华南花岗岩残积土和巨大漂石; 海口的玄武岩覆盖层, 武昌的Q 3 老粘土

和破碎软岩; 西北和华北地区的黄土, 东北的季节性冻土, 四川成都地区的丹棱粘土下大

漂石开挖; 广西的红土, 云南的膨胀土等, 本文不拟一一列举详述。

3　中国高层建筑深基坑工程的发展概况

通过实践的总结, 中国岩土工程师逐渐懂得: 深基坑工程一定要做专项的岩土工程勘

察。一般要求在场地工程地质详勘阶段与建筑物地基的勘察一气呵成, 即: 勘探范围要扩

大到基坑边线以外 2 倍坑深以上的距离, 并且要详细查明环境地质情况。尤其是邻近建

(构) 筑物的相对位置、基础类型及其几何要素、各种地下设施、人防通道和管线的埋深、

相对距离、结构类型、规模和材料等, 必须充分掌握。

为了探明环境地质和基础工程质量, 波动法、超声法、电法、瑞利波法、地质雷达等

现代物理勘探方法, 目前已在中国日益推广, 应用范围也不断扩大。如地层特性, 基岩破

碎带的埋藏和性质、地裂缝的埋藏、桩基质量和几何外形及倾斜度、地下管线走向和埋深

等的探测方面, 都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成果。与此同时, 从事物理勘探的专业队伍也日益

壮大, 技术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在“二元结构”的水文地质条件下, 勘探中必不可少地, 一定要做好水文地质的钻探

和水文试验, 要获得分层的渗透系数和测定分层的承压水头, 孔隙压力静力触探试验、应

力铲试验等现代测试手段也在普及。

从土试验的角度看, 中国有些学者认为: 深基坑工程实际上是一种开挖卸载过程。因

此, 必须规定用卸载路径的各种土工试验方法来测定有关介质的岩土工程性质 (物理、力

学) 指标, 而不能沿用常规试验所得的成果。例如直接剪切试验应考虑到原位土的天然固

结状态, 它的固结应力为 Ρc。故试样应统一恢复到 Ρc 下固结, 然后模拟卸载路径过程, 以

取得相应的强度参数 c、Υ。又如三轴试验, 对于坑壁周围的基土, 应该进行减少 Ρ3 而维持

Ρ1 不变的三轴压缩试验, 而坑底的基土, 则应该进行减少 Ρ1 而维持 Ρ3 不为的三轴伸长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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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邓肯 张弹性增量模型的有限元分析计算中, 几个主要力学参数都需用特定应力路径试

验。在一个船厂的滑道开挖工程中, 用此法完全成功, 能真实反映客观, 计算的位移与实

测吻合很好。

中国岩土工程师们对于深基坑工程支护结构上的土压力计算方法的研究作了巨大努

力。首先探讨了土强度指标的选取问题, 认为无论是直剪和三轴剪切, 排水固结的条件必

须充分反映基土的实际工程状态, 不能千篇一律地取用快剪 (或不排水剪) , 也不能把固结

快剪成果套用到开挖施工迅速的软粘土地区支护结构设计中去。分清土类, 摸准工作条件,

区别对待。中国各主要城市, 市政府城建管理部门动员和组织当地的工程勘察专家通过调

查研究和工程实例反分析与专项试验等形式, 提供该地区主要代表地层的物理力学参数经

验值。但是, 这些表格数据只能给出其大致的变化范围, 图表能起到指导作用就不错了, 警

告使用者不要生搬硬套。在特殊情况下, 出现例外也是常有的, 需要岩土工程师本人的正

确判断。

土压力计算方法除了传统的朗 肯、库伦土压力理论, 太沙基2派克 (T erazgh i2Peck) 包

络线法, 布鲁姆 (B rum ) 法等用得也很普遍。中国工程师十分重视日本同行们在这方面所

作的贡献, 并作为借鉴和参考。与此同时, 各城市也组织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的科技人员

在许多工程中对支护工程进行监测。在土压力测试方面就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 (如天

津和上海)。

在支护结构的设计计算方面, 除了传统的解析法 (手算) 外, 杆件有限元和块体有限

元的应用也日益普及。尤其在桩 锚支护结构方面, 考虑到施工过程的多样复杂性, 分阶段

动态地掌握锚杆力和桩身弯矩的变化过程。反分析研究也得到工程界的重视。深基坑工程

与其说是一个稳定性问题, 还不如说它更重要的是一个变形控制的严重问题。支护桩桩顶

的水平变位的精确预测只能求助于现代的数值计算分析方法。在基坑工程的渗流计算方面,

逐渐开展了二维和三维的渗流有限元分析, 考虑土的各向异性、非均质性、成层性。非稳

定流的动态过程也可用数值模拟求得, 应用B io t 渗透固结理论求解基坑内外土体的运动与

渗流的耦合解。

支护结构多种多样, 有的是空间结构, 例如内支撑系统的稳定性必须用空间桁架或刚

架的有限元来分析。土体的蠕变、触变性质也应在分析中得到反映。

中国各大城市近几年来相继组织当地专家编制深基坑工程的地区性规范或技术指南,

不少城市已有出版发行。规范中, 把主要内容放在设计上, 但对勘察、施工、监测、环境

保护等方面也予以应有的重视。

鉴于前几年基坑工程的事故发生频繁, 后果严重, 所以城市建设部门的决策者逐渐重

视专家系统的作用。集中本地区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科研、高等学校各部门中长期

从事岩土工程和结构工程工作的有经验专家, 组成相对较固定的专家组。规定有地下室的

或具有一定挖深的基坑必须经过专家组审查通过后, 报请职能部门审批, 之后才能付之实

施。这逐渐已成为具有法律性的制度。专家组实际上也就是技术规范编制的核心组织和指

导机构。

中国近几年来, 逐渐认识到基坑工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临时性结构或措施。应该看到

深基坑工程万一失事, 其直接后果可能招致数倍或十余倍基坑工程造价的损失, 而间接后

果更难估计 (如交通瘫痪、人身事故、社会影响等)。因此设计者十分重视工程的安全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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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风险分析。签订施工合同时要考虑设立风险基金, 将其作为应急措施的专项基金。在工

程竣工并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 甲乙双方分成得益。任何设计方案、施工组织方案中都必

须把加强监测和应急措施这两点放在重要地位。正确动用信息化施工的方法, 关键也就是

抓住这两点, 以做到情况明、对策多、处理及时。

中国的岩土工程界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城市建设中高层建筑的崛起给岩土工作者

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工程迫使他们去创造, 克服困难、积累经验。建设吸引着各行各业

的土木、水利专家, 既竞争又合作, 普遍迫切要求同行的技术交流。因此, 几乎每年举行

一至两次全国性的深基坑工程技术交流会。虽然不都是全国性学术组织发起的, 但总是吸

引着全国的同行聚首切磋。

4　中国高层建筑深基坑支护结构常用的一些类型

基坑支护型式主要分两大类, 即支挡型和加固型, 下面分别加以介绍。

4. 1　支挡型

中国建筑材料价格的结构框架决定了支护结构选型的主要倾向。一般钢材消耗量 (尤

其是特殊型材) 不能过大。同时, 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丰富, 因此, 能放坡开挖的就放坡, 能

因陋就简的就因陋就简, 例如用水泥土挡墙, 码砌块石, 堆叠土工织物砂包, 打小型封土

桩, 用脚手架的构件建筑轻型支挡结构等。

随着开挖深度的增加, 上述简易支护结构已不适用。随之而重点发展的是桩排支挡结

构, 而且主要是钻孔灌注桩和人工挖孔灌桩排。尤以后者以其低廉而质量易于保证而取胜。

它们又分稀疏桩排和紧密桩排两种。前者构成骨干支挡物, 桩间可砌砖拱, 喷射混凝土

(或挂钢筋网喷锚) , 或水泥土成拱圈与骨架桩构成整体。紧密桩排则桩间要用各种止水措

施, 防止坑壁外侧水土的流失。但经验证明, 桩身凝固之后, 桩间企图用素混凝土细桩堵

缝效果不太好, 已有多起失败的事例发生。也有发展用长螺旋钻成孔的压浆成桩法施工, 其

特点是桩身是无砂混凝土, 由水泥浆孔中插筋后抛入碎石而成, 因其侧壁和桩端土都是经

过高压注浆处理过的, 所以桩的性能比较好。

在嵌岩支护桩的人工挖孔施工中发生凿孔困难时, 福建岩土工程师发展了桩底岩石锚

杆技术。其作用是可减少开挖深度, 将锚杆作为围护桩长的延伸。为了提高锚杆与岩石间

的胶结能力, 采用U EA 微膨胀剂作为锚杆水泥砂浆的主要掺料。

中国采用大型钢板桩或H 型钢桩作为支挡结构的比较少, 主要也是出于经验考虑。另

外, 钢材的回收施工对环境的影响也十分严重, 钢材的折旧率很大。

双排桩支护结构在中国的推广不甚理想。本来, 设计者的意图是用双排桩通过桩顶盖

板或盖梁联成门式刚架式整体, 增大支护的侧向刚度, 以限制过坡的侧向变形。但是节点

处的弯矩过大, 极易产生开裂和塑性破坏, 易发展成“滑牌效应”。于是从双排桩结构逐渐

发展演变成格构式挡墙, 即双排桩之间加剪力墙, 这样, 支护结构的侧向刚度能大幅度地

增加。

中国深层搅拌水泥土桩的施工技术发展很快, 队伍迅速扩大, 造价低廉。因此, 钻孔

桩排向坑外一侧增加一垛较厚的水泥土挡墙, 使其与混凝土主桩工同作用, 组成组合式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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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也是常见的一种支护形式。也有水泥土挡墙的内侧设置稀疏主桩的, 这些主桩在开挖施

工抢险补强中作为支撑支点很起作用。

单纯采用水泥土重力式挡墙支护的, 一般应用于开挖深度小于 6 m 的基坑。挡墙的厚

度一般为 0. 6～ 0. 9 倍挖深。墙体由实心的或者格构式的密集水泥土桩所构成。也有连接内

外两拱的异形格构, 或在坑内用水泥土桩做成坑底暗支撑的, 也有平面上做成连拱式桥一

样的布桩型式。应该因地制宜发展新型式。

地下连续墙的优点很多, 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可将支护与止水两者融成一体, 墙体的

深度大小由之, 适应性强。中国发展了多种地下连续墙施工机具, 另外还引进了外国的各

种先进设备。在上海, 地连墙的应用比较广泛, 但其造价往往偏高, 今后的任务是如何使

这种结构更具有技术经济的竞争力。最近, 中国还引进了日本 SMW (水泥土地连墙) 工法

和全套设备, 正在某工地实施。

至于地下连续墙能否作为地下室的主体结构问题, 尚有争论。往往地连墙的防渗存在

着薄弱环节, 常常在墙内侧再做一个很厚的衬套, 结构造价提高了, 有时效果还不好。可

能有一个施工工艺和用材的问题。中国的地连墙型式也已从单一的一字型发展为折板型、Π
型、T 字型等多种形式。

桩 锚支护结构是中国又一种十分广泛应用的支护类型。凡是开挖深度大于 6～ 7 m 的

基坑, 采用悬壁式桩排已不经济, 也不安全。在地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一排锚或多排锚

的作用往往能节约大量的钢桩和混凝土材料。但在地下水位很高的特定条件下, 必须严格

防止锚杆施式中发生承压水砂性土层中沿锚孔喷水冒砂的现象。有相当多的事故都源出于

此, 常困扰着施工人员, 其环境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中国发展了一种“一次性锚杆”的

技术: 即用钻杆代替锚杆, 进入地层以后就不再拔了, 直接在其花管段二次灌浆成锚固段,

获得成功。锚杆的种类很多, 曾发展过螺旋锚、钢丝锚索、插筋锚杆、扩大头锚等。也有

在地表面下 2 m 左右深度处, 沿坑壁外若干米挖一深沟, 用混凝土筑成“地龙”, 以多根钢

筋与坑边圈梁连接起来, 利用“地龙”的被动土压力来发挥顶部锚拉力, 也有多项成功的

经验。

至于内支撑的使用, 应该重点介绍混凝土内支撑的迅速发展的历史。近 3 年以来, 上

海几乎普遍推广应用到了“垄断”的局面。随着静态爆破混凝土技术的成熟, 支撑内的钢

筋可以不必弯曲成型, 几乎 100% 地加以回收, 降低了成本, 基本上也不影响施工进度。目

前, 这一支护型式正向全国推广。支撑有对撑式的、天井式的、加强围檩式的和加强角撑

式的。

4. 2　 加固型

上面已经提到的水泥搅拌桩挡墙, 实质上也可视为一种加固土体型的支护结构。它不

是真正意义上的桩, 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墙。主要加固原理是利用这种格构体系使坑墙壁

动体范围内的土体得到加因, 其优点是施工无环境污染 (无噪声、无振动、无排污) , 造价

低廉及防渗性能好。目前粉喷桩也已广泛用于坑壁支护加固, 但应注意它的不均匀性和水

平分层性, 一般要求复搅一次。

近年来, 陡坑壁喷锚支护结构如异军突起, 逐渐走向建筑行业。利用地下工程、人防

中坑道支护技术, 加以发展, 成为当今深基坑工程中的一支生力军。它又像土锚结构,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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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土钉结构, 但总体上来分析, 它还主要属于加固型的支护。一般锚杆不留自由段, 发展

土钉加筋作用, 使加固土体成为一种特殊的加筋体。再者, 对于多孔的杂填土或砂性土, 采

用脚手架钢管, 钻出花管, 打入地层后再低压 (0. 3～ 0. 6M Pa)灌浆, 使受灌土体内水泥浆四

处穿透, 增加土体的刚度和强度。同时还可以减少加固土体的渗透系数, 以达防渗目的, 一

举两得。

注浆加固法直接使坑壁内外一定范围内土体加固往往与桩排支护配合使用, 既能降低

桩侧主动土压力, 又能有效地增加被动区的土抗力。浆体材料发展得很快。

其它类型的加固型措施还很多, 不一一赘述。

4. 3　其它型式

中国围筒式支护结构用在深基坑工程中是近三四年来才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 较小

规模的围筒曾做过不少, 如深井泵站的施工, 边坡土边筑护圈 (即封闭式拱圈) , 两者同步

交叉进行, 可节省工期, 造价上也较低廉。在有渗透水作用的场地, 可在拱圈外面先做一

道化学灌浆防水帷幕 (旋喷、化灌或深层搅拌) , 这对施工拱圈极为有利。两个曲率半径不

同的拱连接处, 考虑到推向土体的不平衡力 F 要由拱脚基坑的被动土压力提供, 所以设计

时考虑在拱脚两侧各一定长度范围内将拱壁加厚作为拱脚基础。围筒结构稳定性关键在于

做了肋梁 (腰梁)。肋梁两边都要配主要受力筋, 以抵抗意外的弯矩。拱壁内外也要有 7‰

以上的配筋率。

中国的深基坑工程中采用逆作法者相对较少。主要原因是进入下层封闭式施工阶段时,

要设施工竖井, 进入顶板下面, 还要通风设施、运输带、运输通道、井口提升设备等, 较

为费时费钱。还有边开挖边浇注外墙混凝土。桩间挖土也并非易事, 大直径的独桩与独柱

相匹配才好, 但桩的外包加固及其与后浇的梁板之间连接等都有一定难度。运输土方、材

料和仓内扎筋和灌注混凝土都较复杂。一定需事先有较适合于仓内施工的齐全的配套机械

设备才有优势。不管怎样, 逆作法施工还是代表着科学的方向。

5　后记

本文仅仅对中国某些中心城市高层建筑深基工程的发展概况作一简单的综述, 肯定是

挂一漏万的。如关于基坑治水的问题, 无论是降水还是隔封措施, 都是一门相当大的学问,

限于时间和水平, 恕不再占用篇幅了。

THE D EVELOPM ENT OF D EEP FOUNDATION P IT

FOR H IGH R ISING BU ILD ING IN CH INA

L iu Q uan sheng1 W u Yu shan1 L iu Zude2

(1 Institu te of R ock and S oil M echan ics, A cad em ia S in ica, 　W uhan　430071)

(2W uhan U niversity of H y d rau lic and E lectric E ng ineering , 　W uhan　430072)

·793·第 16 卷　第 4 期　　　　　　　刘泉声: 高层建筑深基坑工程在中国的发展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