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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探究地铁车站深基坑围护结构设计的具体方法和施工的方式，希望能够使得地铁车

站深基坑围护结构的质量得到保证。这也是保障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施工建设内容，必须要确保工艺

处理的效果达到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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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exploring the specific methods and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deep foundation pit envelop

e structure design in subway stations，this paper hope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deep foundation pit env

elope structure in subway stations. This is also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people's life and property constru

ction content，must ensure that the effect of process to achieve the b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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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站可以分为地下站、地面站和高架站，地铁车站的

建设工作会直接影响到交通工程的顺畅度。国内的地铁车站大

多设置在人员较为密集的区域，它会影响人流量和城市居民的

生活便捷度。现当代为了能够节省交通运输的时间，避免地上

部分的交通运输冲突，逐渐通过地下站的形式来节省场地空

间，完成地铁车站的结构建设。但是由于场地限制，有一些区

域不具备开挖条件，需要通过围护体系的建设，才能够保证交

通运输的安全和保障交通建设的需求。在地铁车站的设计过程

当中，需要确保地铁车站能够具备安全、快速、优质的完成客

户运输、人流量疏散等能力，从而进行具体的结构设计工作，

再展开后续的专业施工操作
[1]
。 

一、地铁车站深基坑围护结构设计与施工过程当中

存在的问题分析 
1.1 设计问题 

地下车站通常位置处于交通繁华地段，为了能够解决人流

量的压力，在地下车站在建设的过程当中需要确保运输的合理

性和施工的质量。但是通常由于施工建设区域的限制，不允许

大面积的开挖，所以建设团队通常使用支护开挖的方法，以降

低工程建设过程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常见的施工技术形式包括

有地下连续墙、钻孔灌注桩、SMW 工法桩等支护形式，支护技

术应用的方法应当根据工程项目的情况、建设团队的资质和工

艺处理的特征来综合决定。围护结构的设计则需要考虑到工程

项目所处区域的环境特点，包括地下水文特征、地质情况以及

土质结构等等。在建设时还需要考虑到周边建筑物的分布对于

工程建设的影响，在开展建设之前，要通过场地勘测，调查诸

多影响因素，确保工程建设方案的可行性和合理性以及技术应

用的适用性。从而以保证工程建设安全度、维持工程建设质量

为工程的施工前提，也可以通过综合控制各项影响因素，避免

突发情况的产生，造成资源的浪费或工程建设经济效益的下

降。通过参考各项综合因素，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

成本支出。但是在现实当中，能够综合调查各项影响因素，避

免成本浪费的施工建设团队屈指可数。许多建设方在进行施工

建造时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和建设工期，导致建设过程无法衡

量相关影响因素，确保设计方案的专业度和施工建设方案的可

行性，建设过程也容易造成对于周围环境的负面影响和资源的

浪费问题
[2]
。 

1.1.1 插入比不合理 

围护结构受强后主动土压力与被动土压力的作用，容易向

不同方向产生水平位移，其中顶部所产生的作用 大。随着围

护结构深度的增加，其压力的作用程度逐渐减小。在同等条件

之下，插入比越小，坑内墙体卸载中的基底被动土压力不足，

所产生的围护结构变化就越大， 终也会导致基坑稳定性下

降。施工建设团队如果无法控制插入比，就会影响到围护结构

的稳定性。施工建设团队经常由于该因素控制不到位，无法根

据区域的水文地质情况，采取有效的加固措施，导致工程建设

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无法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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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支撑间距不合理 

基坑的支撑间距需要考虑到围护结构的极限变形值和建

筑结构的整体稳定性，把控好支撑结构的刚度特性，才能够达

到工程建设的需求。但是有关施工建设团队在进行支撑间距控

制时，无法基于上述条件，根据围护结构的特征，选择合适的

支撑类型，也导致间距控制不合理，使基坑稳定性下降，施工

建设的质量得不到保障
[3]
。 

1.1.3 地下水位控制不到位 

地下水对基坑安全的影响巨大，在控制地下水的过程当

中，要通过调查地下水分布特征、施工场地区域的地下水深度，

确保基坑作业的安全性。地铁站周边通常分布较多的建筑结

构，这些建筑结构也会影响到基坑作业的过程。设计单位需要

通过确保止水结构的质量，考虑地下构筑物的分布特征，避免

由于地下构筑物和地下水环境对基坑止水操作产生影响。倘若

通过地质勘测，发现基坑降水会影响到周边的建筑物和环境，

则需要通过采取有效措施，考虑是否需要通过降水控制，或者

选择何种方法做好坑内的降水水位控制。通常降水水位要保持

在基底以下 1m 的深度，但是有些设计团队未能根据实际情况

做到降水处理，为了避免降水操作对于周围建筑的影响，经常

采取少降水或不降水的处理方法， 终导致坑内外的水头较

高，水压较大，也影响到了基坑作业的安全度
[4]
。 

1.2 施工问题 

由于一系列的专业围护结构和施工技术在实际开展技术应

用过程当中无法完全做到质量保障或者处理好止水工序， 终

也会出现建筑结构的质量缺陷，带来效益损失。譬如在围护结

构存在缩颈、夹渣、钢筋不足等负面情况时，就会使得地铁车

站的结构构造存在质量隐患。有些施工团队无法使相邻支护结

构形成有效的整体，也无法根据地下水的分布特征，做好围护

结构周围的水环境处理，导致渗透水的情况发生，造成施工区

域的水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也影响到了支撑体系的强度，造

成围护结构容易变形的现实情况。施工建设之前，要通过地下

水文环境的调查和地质条件的勘测，确保围护结构不会出现渗

水的问题。但是一些施工建设团队未能通过专业处理，考虑周

围环境问题的影响，施工时也没有注意好接头质量的控制，导

致区域结构出现渗水的情况而影响到工程建设的效率与质量。 

1.3 地铁深基坑内或周边的地表沉陷过大 

通常情况下，在开展深基坑开挖作业的过程中，或者基坑

降水工艺的处理时，容易受到地质环境的影响，包括土质的自

密度。如果施工建设团队无法根据周边土壤的地质情况进行工

艺的改良和相关处理措施的应用，土壤会逐渐形成流动的状

态，造成休止角，地表也会呈现出沉陷现象。另外，由于一些

施工建设团队的专业能力欠缺，技术应用不完善，无法根据工

程建设的需求，做好基坑周围的加固操作，也容易导致地面沉

陷的程度逐渐增加，未能满足加固工艺的需求。使得基坑的结

构受到破坏，周边的地理环境产生较大的变化，影响到地铁车

站的建造质量。 

1.4 支撑体系强度与稳定性不足，造成围护结构变形 

常用的深基坑支护体系包括钢支撑、混凝土支撑、钢围檩

等等，为了能够使得支撑结构更具稳定性，施工建设团队通常

会选择多种支撑结构相互结合的形式，使得支护结构体系的强

度、刚度等特性得到保障。但并不排除某些施工建设团队由于

工艺处理效果不佳、支护考量不足，导致支护系统的强度、刚

度等无法满足建筑项目稳定性的需求，造成支护系统的破坏，

使得围护结构的稳定性降低，甚至产生塌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5]
。 

二、地铁车站深基坑围护结构设计与施工问题的解

决措施与策略 
2.1 加强对渗水问题的重视，做好降水措施的处理 

大多数的地铁车站在深基坑建设当中出现安全事故都是

由于地下渗水的问题而导致的，所以做好地下渗水工作，能够

显著的提高工程建设的安全性。渗水问题通常是由于围护结构

工艺处理不完善，技术应用不佳而导致的。施工建设团队倘若

发现围护结构存在稳定性的问题或质量构建的缺陷，必须要及

时采取补救措施，当深基坑围护结构的施工技术出现应用方面

的不足或者发现建设结构出现渗漏的情况，为了能够避免后续

安全事故的发生，施工单位要根据渗漏的部位、渗漏的程度，

采取不同的技术应用方法，达到封堵的目标。通常可以使用水

泥、水玻璃浆液、聚氨酯等材料进行注浆封堵，使得通道得到

隔断水流的操作。也可以通过填充后背空腔，避免渗水情况的

持续恶化。倘若水流较大，则可以使用高压注浆等方式进行补

救，具体的技术应用方法要根据施工现场的情况来综合评定，

要以满足防渗漏工程建设需求和质量构建的需要为先，进行技

术的应用
[6]
。 

2.2 设计专项施工方案 

通过制定针对性的施工建设方案，完成设计的考量，确保

内容的专业度，再将方案移交监察管理部门进行审批，让专项

设计方案能够维持较高的专业度。将其交给施工单位之前，要

通过仔细评定、针对性的考量和综合的分析，使得施工的计划

更具完整度和可行性，专项设计的内容更具严谨度，能够根据

施工建设的需求，做好技术的考量，考虑围护结构的稳定性以

及工程建设的相关影响因素。对于未批复的施工方案则不能进

行使用，使工程建设尽可能地保证安全性.通过探究详细的工

程案例，可以更好的探讨在地铁车站进行深基坑围护结构设计

时和施工建设时的工艺处理形式。以某地铁车站的导墙施工作

为例子，在进行导墙施工的设计时，首先要通过地质调查，了

解施工区域的土壤环境。在专业地质勘察人员完成调查之后，

施工团队发现施工区域的地质结构相对较为松软，施工建设方

和设计方则可以根据土质的情况，考虑在设计方案当中以地表

注浆加固以及钢筋混凝土结构构造等方面着手，确保壁厚等数

据能够达到工艺建造的需求。建设方 终决定将两边的倒墙镜

间距设置为 840mm，采用 C25 钢筋混凝土完成结构构造，壁厚

则维持在 200mm 左右。这样的施工建设方案能够使得结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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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具稳定性，施工建设的 终结果也能够达到质量保障
[7]
。 

2.3 减少地铁深基坑周边的荷载 

由于地铁车站大多建在人流量较大，建筑分布较为密集的

区域，所以施工路段本身的深基坑所承受负荷较大。在建设的

过程当中，应当有意识的减少地铁深基坑周边的荷载，避免在

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围护结构承受的压力过大而出现结构变形、

材料质量缺陷等问题。为了降低应力的影响，避免地表出现沉

降、建筑倾斜、地面开裂等质量状况，施工建设方首先需要在

施工区域设置警示牌，使周围的居民能够清楚该区域为建设区

域。以避免闲杂人等的出入，排除人员的干扰因素。施工建设

团队有义务向周围的居民和行人进行说明，避免建设期间对于

周围居民正常生活带来负面影响。在使用大型机械进行作业

时，要使得设备与施工现场保持一定的距离。通过对深基坑周

围的相关建设物品进行分类，妥善储存，避免物品积压导致荷

载的加重。 

2.4 提高地铁深基坑地连墙施工质量 

地连墙施工是深基坑围护结构建设的重要建设内容施工，

建设单位为了能够确保地连墙施工作业的稳定性，需要确保施

工建设方案的专业度。在施工建设时也要严格遵守工程的建设

方案，提高成墙的质量，也为后续的地铁施工奠定基础。建设

时可以采取跳槽逐幅施工方式，液压抓斗槽壁机完成成槽过

程。再选择优质的泥土作为护壁，可以尽可能保障地连墙的施

工质量。施工建设方在进行基坑开挖时要通过中心线的外放，

确保中心线的位置能够尽可能的准确，避免由于地连墙外侧土

坑的压力作用，导致结构出现位移或者区域结构产生变形的情

况。通过确保加密控制点和水准点的准确度，在多次测量与复

核的基础之上，使基坑操作能够满足专业需求，以此来提高建

设项目的整体质量
[8]
。 

2.5 加强地铁深基坑深层搅拌桩加固施工 

深层搅拌装是地铁深基坑围护结构固定的重要形式之一，

在实际开展加固措施和技术应用时，要选择质量优质的加固材

料。通过使用深层搅拌装抽条，将加固的侧重点放在深基坑的

端头和侧围护，保证结构的钢度，并且减小深基坑的偏移。加

固时还可以通过裙边加固的方式，利用立柱和支撑杆，使得整

个基坑的结构更具稳定性。施工建设方应当通过做好受力强度

的控制，使得深基坑的结构更具稳定性，建设工艺也能够保证

安全性的需求。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为了更好的完成地铁车站的深基坑围护结构设

计与施工操作，可以通过成立专项施工方案的形式，从而合理

调查施工现场的周边环境因素，使得围护结构的设计工作更具

专业度，施工过程更具可行性和质量保障。施工建设单位还需

要实时观测深基坑周边的荷载情况，做好监督管控工作，避免

施工混乱造成的荷载增加以及工程建设质量降低等情况的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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