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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撑与基础托换联合支护的设计与施工

曾夏生1，张丽芬2，何世达1，陈明春1
(1．湖北中南勘察基础工程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81；2．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1)

摘要：概述了湖北洪山宾馆基坑支护工程采用桩撑与基础托换联合支护技术的设计及施工。实践证明，该基坑

支护设计合理，施工技术可靠，成功利用支护桩对I临近建筑物的天然基础进行了基础托换，确保了周围建筑物的安

全，可为类似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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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per summarized the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combined support with pile—stmt and foundation underpin．-

ning in foundation pit support engineering．It showed a successful foundation underpinning for nearby buildings by support-

ing p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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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湖北洪山宾馆拟建洪山宾馆西楼，该工程位于

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广场北侧，中北路西侧。新建宾

馆西楼地上7层，高度为30 m，设地下室一层；采用

框架结构，基础拟采用墩基础和扩展基础。建筑物

的±O．00 m标高相当于绝对标高33．63 m，约与现

自然地面的标高平齐。基坑开挖深度为6．2—6．5

m，局部坑中坑为8．2 m，平面大小约为150．0 m×

30．0 m。

基坑周边建筑物较多，距离较近，周边环境较复

杂。基坑东侧为6层商住楼，毛石基础，距基坑边线

16．6 m；南侧为6层宾馆南楼，毛石砼基础，距基坑

边线仅1．0 m；西侧为2层办公楼，毛石基础，距基

坑边线11．5 m；北侧道路为某商住楼，距西楼11．9

m，17层，设有地下室，桩基础；基坑周边无地下管

线。基坑周边环境详见图1。

2场地工程地质条件与水文地质条件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拟建场地地貌单元属

长江冲洪积三级阶地，现场地形较为平坦。地层自

上而下可分为杂填土层、粉质粘土层，粘土(粉质粘

土)层、含碎石粘土层等，基坑底部主要位于③：硬

圈1 基坑周边环境平面图

塑粘土层中，地层情况及相关参数详见表l。

场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上层滞水，主要赋存于

杂填土中，无统一自由水面，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和地

表水排泄的补给，水量较小，对基坑施工影响较小。

3基坑设计

本场地基坑开挖深度为6．20—6．50 m，局部坑

中坑8．20 m，地下水水量较小，地层性质较好，但周

边建筑物较多，距离基坑边线较近，特别是基坑南侧

建筑物外墙距离基坑边线仅有1．0 m，且为毛石基

础，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证该建筑物的安全。本基

坑工程重要性等级南侧de段为一级，其他段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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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综合考虑场地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及基坑

周边环境，不能采取噪声大的支护方案，还应确保基

坑周边建筑物和基坑的安全。根据不同地段、不同

环境对基坑周边分段进行支护设计，经多方案比较、a

对比、经济分析，具体设计参数如下。

3．1 二级放坡加喷锚支护

本工程对基坑ab段(北侧)、ef段(东侧)和fa

段(西侧)按扩展基础底为计算深度，基坑深度按

6．20 in计算，采用二级放坡挂网喷砼支护，中间设

1．5 m宽平台，钢筋网规格为踟．5@200×200，加

强筋为D16@1500，坡面喷射砼采用C20混凝土，砼

厚80—100 mm，采用32．5级水泥。坡面和坡顶打

人直径为16 mm的土钉，长度1．0 m，具体布置如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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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二级放坡加喷锚支护剖面圈

经验算，三个区段的整体稳定性安全系数最小

值K嘶=1．525，满足安全要求。

3．2桩撑支护

本工程对基坑bc段、cd段和de段按扩展基础

底为计算深度，基坑深度按6．50 m计算。考虑到宾

馆南楼对水平变形较敏感，为方便施工机械和材料

进场，bc段(东侧)和de段(西侧)没有采用放坡，而

是作为支撑的着力点，与cd段(南侧)一起采用桩

撑支护，并把部分支护桩设计为托换支护两用桩，对

临近基坑边线的基础进行托换，确保宾馆南楼的安

全。计算时，6层南楼荷载按120 kPa的超载计算，

具体支护参数如下。

支护(托换)桩采用人工挖孔桩，桩径900 mill，

桩间距1．2 m，桩长12．0 m，纵筋16陀2，箍筋010

@120，加强箍筋014@2000。立柱桩参数与支护桩

一致。桩顶设置冠梁一道，截面尺寸800 mm(高)

×1100咖(宽)，混凝土强度等级C30。地表设内
支撑一道，设置深度0 nl，支撑截面尺寸为800 mm

(高)×1000 into(宽)。其平面布置详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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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桩捧结构和托换支护桩平面布置圈

本工程采用北京理正深基坑软件进行验算，具

体验算结果如下。

(1)整体稳定验算

计算方法：瑞典条分法；

应力状态：总应力法；

条分法中的土条宽度：O．40 in；

计算结果：整体稳定安全系数K=1．660，满足

规范要求。

(2)抗倾覆稳定性验算

K。=M。／11,I。

式中：肘。——被动土压力及支点力对桩底的弯矩，

对于内支撑支点力由内支撑抗压力决定；肘。——主

动土压力对桩底的弯矩。

计算结果：抗倾覆安全系数K。=1．392>1．2，

满足规范要求。

(3)抗隆起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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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Prandti(普朗德尔)公式(K≥1．1—1．2，

安全系数取自《建筑基坑工程技术规范》(YB 9258

-97)]：

K。=(yD^，q+c／Vc)／[7(H+D)+q]

计算结果：抗隆起安全系数K=2．792>1．2，

满足要求。

(4)支护结构最大水平位移

经软件验算，支护结构最大水平位移方向指向

坑内，最大位移值为12．94 mm，满足要求。

3．3基础托换

根据宾馆南楼基础图，该楼基础尺寸为2500

r啪×2500(2000)mm，毛石基础边线距离基坑边线
仅为l m，为确保该建筑物的安全，对与de段相邻

的6个基础进行托换，共布置了10个托换支护两用

桩。托换桩采用人工挖孔桩，在托换桩上设置“牛

腿”，在临近基坑一侧对矩形基础进行托换。“牛

腿”布置在桩顶下150 cm，墙基础下方。平面布置

详见图3，托换桩大样详见图4。

上．J

r’

图4 de段托换支护两用桩大样图

普通混凝土会产生干缩，在“牛腿”施工时，人

工操作因素的影响及混凝土的干缩易造成“牛腿’’

与基础底面的接触不紧密，从而增加基础的沉降及

局部倾斜。为此，“牛腿”所用混凝土搅拌时需添加

膨胀剂，以补偿混凝土收缩。膨胀剂添加量根据所

用产品的说明来配制，并应先在室内做配制试验。

3．4地下水处理

为避免上层滞水、雨水和生活用水浸泡软化坑

内土体，利于基坑内的作业施工，在基坑内部坑壁底

设置集水明沟及集水井。基坑侧壁喷射砼后，在护

面上插入030 mm的PVC塑料导管将渗水导至集

水明沟，然后用潜水泵排至坑外。

沿基坑四周距坡肩2 m范围内进行地面硬化，

硬化厚度为80～100 mm厚，C20砼，硬化层设3‰

反坡，在距坡肩2 m范围外设300 mm×300 mm排

水沟。

4施工工艺流程

本基坑工程主要工艺流程为：测量放线一支护

(托换)桩施工一冠梁、内支撑梁施工一桩、梁养护

-÷四周排水沟及硬化路面施工-+监测点布置与监测

一第1层土方开挖一第1层喷锚工程施工_养护2

—3天一第2层土方开挖一第2层喷锚工程施工一

养护2—3天一+保留0．5 m厚土层，进行扩展基础及

承台开挖施工，坑底排水沟开挖_清底至设计基坑

深度一基坑施工完毕。

5施工技术措施

(1)在基坑开挖支护施工中，采取分段分层开

挖，一旦监测到支护结构位移过大，或发现坡顶出现

裂缝时，应立即停止开挖，并回填压脚，以阻止土体

继续变形。

(2)准备一定面积的钢筋网，当较差土质出现

局部剥离坍塌时，迅速采用土钉挂网固定，施喷速凝

混凝土。

(3)基坑开挖时，现场应配备一定数量的抢险

物质：编织袋、草包；潜水泵、电焊机、水泥、砂、石料、

杉木条以及其它工具、材料等。

]]引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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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预防基坑土层的扰动、减少基坑暴露时

间，要协调好各工序工作。

(5)基坑四周尽可能少堆放各种材料，堆放时

要尽量均匀，以免超过设计规定的附加荷载。

6施工监测

为了保证基坑和周边建筑物的安全，在基坑开

挖前，做好各种监测标志，监测内容主要包括桩顶水

平位移、墙顶沉降、立柱桩沉降、周围建筑物沉降等

项目。为确保监测数据准确，监测基准点埋设在距

基坑40 m以外，且通视好的地方。本工程2008年

5月开始施工，于2008年7月基坑施工至±0．000，

根据监测结果，支护桩顶最大水平位移<7．0 mm，

宾馆南楼临近基坑侧的两个角点和中点累计沉降为

2．1、3．5、3．7 mm，说明桩锚支护和托换处理达到了

预期的目的，确保了宾馆南楼的安全。

7结论

(1)在基坑设计前，一定要查清楚周围建筑物

的基础型式、管线布设情况，以便采用最经济、最安

全的设计方案，避免基坑开挖实施后产生不必要的

损失。

(2)在进行基坑支护设计时，不仅应考虑基坑

侧壁自身的安全，还必须注意基坑开挖产生的沉降

变形对周边建筑物的影响。当周边建筑物距离基坑

较近，影响较大时，必须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如基

础托换、地基加固等措施，并应采取较安全、结构变

形较小的支护型式，如桩撑、桩锚等，留有一定的安

全储备。

(3)当基坑周围环境变化较大时，可以分为多

个区段，各区段可采用不同的重要性等级和支护方

式。在土质和周围环境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采用放

坡、土钉墙等较经济的支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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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工程经16年建设2009年将霎面完成初当设计任务

新华社消息从1月14日召开的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会

议上获悉，经过16年建设，三峡工程将在2009年全面完成

初步设计建设任务，并着手开展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编制，全

力推进移民安稳致富、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等各项长期工

作。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三峡办主任汪啸风

在会上介绍，2008年三峡工程建设各项工作全面推进，枢纽

工程、输变电工程、移民搬迁安置、地质灾害防治、生态环境

建设与保护、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新的重大进

展。特别是按期完成了175 m蓄水涉及的移民搬迁安置和

清库验收任务，顺利实现了2008年汛后具备175 It'll蓄水条

件和三峡电站初步设计规划的26台机组全部投入运行两大

年度标志性目标。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进展顺利，三峡电站

累计发电2880多亿千瓦时，三峡工程防洪、发电、航运、供水

等方面的综合效益日益显现。

目前，工程进度总体提前，工程质量总体优良，安全生产

符合国家要求，工程投资控制良好。截至2008年12月底，

三峡工程累计完成动态投资1815亿元，折合静态投资1229

亿元，占国家批准概算的9l％。预计到工程全部完工，静态

投资可控制在国家批准的概算之内，动态投资可控制在初期

预测的范围之中。

据悉，2009年是三峡工程建设极具历史性意义的一年，

三峡工程将全面完成初步设计建设任务和移民搬迁安置任

务，三峡工程的巨大综合效益将进一步显现。围绕今年工作

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三峡工程建设将着重抓好以下重点

工作：一是高质量完成移民剩余搬迁安置任务；二是加强对

口支援三峡库区和移民培训工作；三是加大科技帮扶移民致

富的工作力度；四是加强水库管理，加快推进生态环境建设

与保护工作；五是进一步做好三峡工程试验性蓄水工作；六

是加强三峡工程移民资金监管和结算工作；七是抓紧做好三

峡后续工作规划编制工作；八是积极推进三峡工程总结性研

究工作。

汪啸风表示，三峡后续工作是推进三峡工程科学发展的

重大措施，要把拓展和持续发挥三峡工程巨大综合效益作为

战略目标，把促进三峡百万移民安稳致富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把加强三峡工程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和地质灾害

防治作为长期任务，构建库区发展、生态支持、防灾减灾和运

行管理四大体制机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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