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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深基坑工程是现代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支护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环境友好
性对于工程的成功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建筑技术的进步，深基坑工程变得越
来越复杂，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本文探讨了深基坑支护的常见方法及施工技术管理所面临的问题，
提出了应对这些的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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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 foundation pit project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modern urban construction，and the safety，
relia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of its supporting technology ar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uccess of the 
project.In recent years，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e deep foundation pit engineeri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ex，and has also brought many new 
problem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mmon methods of deep foundation pit support and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and puts forward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to deal with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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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人口的密集化，高层建筑项目赖以生存的深基坑

支护施工技术，保障了施工现场安全以及构造物的稳固性，是

高层建筑工程中至关重要且无法忽视的一环。然而，在工程规

模持续扩大且施工场地复杂度上升之时，深基坑支护施工面对

种种挑战，如不断演变的地理环境、上下波动的水位情况等诸

多问题，直接影响了深基坑支护项目的安全施工和如期完成交

付两大目标。因此，房建项目工程可利用引领行业发展的建筑

材料、施工手段和装备机具，同时进一步构建标准规范，对深

基坑周围环境进行勘察监测和保护，并对施工过程中存在的各

类风险进行预警，采取防范措施，从而有效降低施工风险，打

破深基坑支护施工的技术壁垒，提升施工效能。 

一、建筑工程深基坑支护应用特点 
（一）基坑深度不断增加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建筑密度的提高，地下空间的开发利

用变得日益重要，从而使得基坑深度持续加大。基坑深度的增

加对支护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支护结构必须具备更强的承载

能力和稳定性，以应对更大的土压力和水压力。同时，由于施

工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支护结构的设计和施工需要更加

精细和严谨，以确保基坑开挖过程中的安全。这一趋势也推动

了深基坑支护技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通过采用新材料、新工

艺和新技术，支护结构的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为基坑施工提

供了更加可靠的保障。 

（二）具有较强的区域性 

建筑工程深基坑支护应用的区域性特点十分显著，这主要

是由于不同地区的地质、水文及气候条件存在显著差异。这些

自然条件的地区性差异对深基坑支护的设计和施工产生了深

远影响，要求工程团队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必须紧密结合当地

实际情况进行。土壤类型、岩层结构、地下水位及水质等关键

因素在不同地区有着明显的变化，这些因素直接关系到支护结

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因此，在支护方案的设计阶段，就必须

深入调研当地的地质条件，精确掌握水文情况，以确保支护方

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全方位保障工程稳定性 

在建筑工程中，深基坑支护的全面性特点主要体现在其对

整个工程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全方位保障上。由于深基坑工程往

往涉及到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其稳定性和安全性不仅直接关

系到施工过程的顺利进行，更对周边建筑物、地下管线以及人

员安全构成重要影响。因此，深基坑支护技术必须全面考虑各

种因素，包括地质条件、水文情况、气候条件、周边环境等，

以确保支护结构能够在各种复杂环境下保持稳定和安全。这种

全面性要求支护设计必须精确细致，能够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

出现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预防和应对。同时，全面

性还体现在深基坑支护技术的综合应用上。在实际工程中，支

护技术往往不是单一使用的，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运用

多种技术手段，以达到最佳的支护效果。 

二、工程概况 
本工程为某高职院校搬迁建设项目，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33012.55 平方米。该建筑共有地上五层，地下一层。其中，教

学楼为地上三层；体育馆为地下二层，地上一层；实验室为地

下一层，地上四层；办公楼为地上四层；综合楼为地下 1层，

地上三层；学生宿舍与教师宿舍为地上五层；看台、变电所为

地上一层。边坡主要存在于场地北侧、东北侧场地内运动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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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存在高差。北侧场地整平设计标高为 533.00-545.00m，项

目建设与外侧山体将形成高度约 9.00-39.00m 的高陡边坡，边

坡支护段长约 440m。 

三、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要点 
（一）施工准备 

在现场交接准备方面，对现场的平面控制网点进行交接并

复核，并根据需要进行导线点加密；对现场的水源、电源及排

水设施进行踏勘、交接。在技术准备方面，由土建施工部技术

负责人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尽快熟悉图纸，提出图纸问题及在施

工中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合理化建议等，进行图纸会审；根据本

工程的特点，项目部必须配备 GB50300-2013《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验收统一标准》及与其配套的各项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施工

工艺标准 GB/T50375-2006《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评价》、建筑标

准设计图集等技术资料；根据工程的特点，按 GB50300-2013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表 A.0.1 要求编制施工方

案和相关管理制度。在施工队伍准备方面，各个分项工程在开

工前，按照公司质量管理体系中的分包方控制程序进行施工队

伍工人的选择、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在施工机具及

材料准备方面，根据工程需要用量，在公司范围内进行调配。

三大机具和主要材料设备要先落实货源，再按计划采购供应，

陆续进场。具体的投入计划见《拟投入的主要施工机械设备》。

除上述内容外，本项目施工准备工作阶段，相关工作人员与业

主单位进行工作面移交，确定测量水准点及红线位置，对场地

进行放线定位，场地整平。按照施工总平面布置图，搭建现场

临时设施，以及在场外搭建临时加工场。 

（二）喷锚支护 

1.锚杆试验 

为保证施工质量，施工人员根据工程要求和技术规范，制

定混凝土砂浆配合比试验计划，包括试验方案、试样数量、试

验方法等，并选择符合规范要求的水泥、砂子、碎石等原材料，

并严格控制其质量，保证试验数据的准确性。在此基础上，按

照试验计划进行试验，分别测试不同配合比下混凝土砂浆的强

度、流动性、密度、收缩性等指标，比较各组试验数据，对混

凝土砂浆的水灰比、粗细骨料、添加剂等参数进行优化，以确

定最佳配合比方案。同时，施工人员根据施工技术方案，合理

选择长度、直径与孔径的锚杆和塑料管进行注浆密实度试验。

在选择好锚杆和塑料管后，施工人员按照试验计划进行注浆密

实度试验。将混凝土砂浆注入钻孔中，并养护 7d 后，取出混

凝土试块进行密实度对比研究。在注浆密度试验中，施工人员

根据施工技术方案，选择需要使用的锚杆及其规格型号；注浆

密实度达到 90%后，根据试验结果判断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2.钻孔施工 

为保证钻孔施工质量，施工人员根据施工设计图纸，精准

布设锚杆孔位，并根据设计要求，确定长度和直径，并严格控

制钻孔的深度和角度，将孔位置误差控制在 100mm 内；钻孔角

度偏差控制在 5°内；成孔深度偏差控制在 50mm 内。同时，施

工人员根据喷锚施工方法，合理选择钻孔孔径。针对先插入锚

杆再注浆施工方法，将钻孔孔径控制在大于锚杆直径 15mm 以

上。针对先注入砂浆后再插入锚杆的施工方法，将钻孔孔径控

制在大于锚杆直径 25mm 以上，以确保砂浆能够完全填充钻孔

中。另外，施工人员应注重钻孔的清洁度，对已钻好的孔道进

行封堵处理。避免孔内灰土、水等杂物进入影响锚固质量。 

3.锚杆安装与注浆 

在本项目施工中，施工人员需检查锚杆的长度、表面光滑

度、材料和强度、螺纹与钻孔的匹配度等。针对不合格的锚杆，

需重新制作，确保锚杆能够达到预期的锚固效果。同时，施工

人员在锚杆安装施工中遵循“慢”“匀”的原则，保证锚杆插

入方向与钻孔方向一致，且砂浆能够填充孔道。针对砂浆流出

现象，施工人员对其进行实际封堵，采用一次注浆，注浆压力

不小于 2.0MPa，若锚固段遇富水时应采用二次劈裂注浆法提高

锚固力。一次注浆管采用Φ25mmPVC 管，注浆时注浆管应插至

距孔底 250-500mm 处，孔口部位设置止浆塞及排气管。在初次

注浆的水泥结石体强度达到 5.0MPa 时，可进行二次注浆，二

次注浆管采用Φ20mm 镀锌管，高压注浆的劈裂压力不宜低于

2.5MPa。在注浆过程中严禁抽拔注浆管或孔口注浆；如发现孔

口浆面回落，应在 30min 内进行孔底压注补浆 2-3 次，确保孔

口浆体充满。注浆量达到相当于直径 90/130mm 锚固体的注浆

量，且注浆压力达到上述要求后方可终止注浆。为保证锚杆安

装与注浆施工质量，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管理和监督，并

加强对设备、材料等方面的检查和管理。 

（三）钢筋笼的制作 

在建筑工程的深基坑支护施工中，钢筋笼的制作是一个至

关重要的环节。钢筋笼是由多根钢筋焊接或绑扎而成的结构，

用于增强支护结构的稳定性和承载能力。在制作钢筋笼时，需

严格按照设计图纸和规范要求进行。首先，应选用符合国家标

准和质量要求的钢筋材料，确保其强度、韧性和耐腐蚀性满足

工程需求。钢筋的直径、间距和排列方式等参数应根据设计要

求进行精确控制。具体来说，对于直径为 20-30mm 的钢筋，其

间距通常控制在 150-200mm 之间。钢筋笼的长度和直径也应根

据基坑的深度和宽度进行定制，以确保其能够有效增强支护结

构的稳定性。在焊接或绑扎钢筋笼时，应采用合适的焊接工艺

和绑扎方法，要确保钢筋之间的连接牢固可靠。焊接接头的质

量应符合相关标准和规范要求，避免出现裂纹、气孔等缺陷。

同时，钢筋笼的保护层厚度也应得到严格控制，通常不小于

50mm，以保护钢筋免受腐蚀和损坏。制作完成的钢筋笼需进行

严格的质量检查，要确保其尺寸精度、外观质量和内在质量符

合设计要求和施工规范。只有通过检查的钢筋笼才能被允许运

往施工现场进行安装和使用。 

（四）深基坑降水技术 

1.井点降水技术 

井点降水技术是一种常用于深基坑施工中的水位控制方

法，特别适用于处理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以减少基坑开挖过

程中水的渗入，保障施工安全。通过在基坑周围布置一系列的

井点，利用泵抽水系统将地下水位降低至所需深度。井点通常

由过滤器、管道和泵组成，过滤器防止固体颗粒进入泵内，以

免堵塞和损坏。井点降水的关键在于井点的布置和深度，这需

要根据地质条件、地下水位、基坑尺寸和施工期限等因素综合

考虑。通过合理设计井点的位置和深度，可以有效控制基坑内

的水位，防止水土流失和周边地面沉降，确保基坑及周边结构

的稳定。井点降水技术施工快速、成本相对较低，对环境的影

响小，但在地下水位较深或土层渗透性较低的情况下，效率可

能会受到限制。在选择和实施井点降水技术时，需详细评估工

程地质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以确保技术的有效性和经济性。 

2.深井降水技术 

深井降水技术是在深基坑工程中用于控制地下水位、保障

施工安全的一种有效方法。与井点降水技术相比，深井降水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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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适用于更深的地下水位控制，特别是当需要降低的水位超过

井点降水能力范围时。该技术通过钻设深井利用强大的泵设备

从深层次抽取地下水，达到降低地下水位、减少基坑水压、防

止水土流失的目的。深井通常布置在基坑外围，通过精确计算

确定布置位置、间距以及深度，以保证抽水效率和效果。深井

降水技术的关键优势在于能够处理复杂的地质和水文条件，包

括高地下水位、低渗透性土层或者大流量的地下水流。 

3.排水沟降水技术 

排水沟降水技术是通过开挖排水沟或渠道来降低地表水

和浅层地下水位的简便方法，广泛应用于深基坑工程和其他土

木工程中，以减轻地下水对施工的不利影响。这种技术特别适

合于地下水位不是特别高，但需要快速排除积水以保证施工区

域干燥的情况。合理设计排水系统可以有效地引导地表水和浅

层地下水流向指定地点，降低基坑或工程区域内的水位。排水

沟降水技术的设计需要考虑土壤的渗透性、地形条件、预期的

降水量以及周围环境的保护。排水沟的位置、深度和宽度都应

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优化设计，以达到最佳的排水效果。 

（五）混凝土养护 

在本项目施工中，施工人员综合运用遮盖保温法、喷水养

护法进行混凝土养护。在遮盖保温法下，施工人员在混凝土喷

射完成后，立即用帆布、塑料薄膜或保温毯等材料覆盖在表面

上，并加以固定，以遮挡太阳直射、减少蒸发散热，保持混凝

土表面湿润，促进混凝土强度的发展。在喷水养护法下，施工

人员每天用清洁水对混凝土表面进行喷淋浇灌，保持其湿润状

态。特别是在高温季节和干旱地区，施工人员根据喷锚混凝土

实际施工质量，适当增加喷水次数和喷水量，确保混凝土充分

吸收水分，防止干裂和龟裂。 

四、结语 
房建项目建筑工程施工中，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是保障工

程安全稳定的关键。通过探讨泥浆护壁、钢筋笼制作、地下连

续墙混凝土浇筑等技术环节，不难发现，严格控制材料质量、

遵循施工规范、注重细节处理是确保施工质量的基石。未来，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建筑行业的发展，深基坑支护施工技术将不

断创新和完善，为建筑工程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更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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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管的一种趋势，也是税务机关判断企业有无违法行为的重要

依据。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企业在取得发票的过程中尽可能

地取得电子发票，并在开具发票的过程中使用电子发票。通过

电子发票，可以对发票信息进行追溯，使税务机关能够对企业

的实际情况进行及时的了解，使企业在涉税环节的税务信息可

以被税务机关监控，从而有效地降低企业税务风险发生的可能

性，使企业在涉税过程中能够有效地防止虚假抵扣、一票多报

等问题，从而提高企业税务管理过程的规范性。 

4.3.加强信息沟通 

第一，建立税务数据库。税务数据库是根据企业的实际特

征，记载了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税务风险，同时对税

务风险信息进行持续改进，从而达到对税务风险预警的目的。

在分析各种税务风险信息的过程中，需要借助税务风险数据库

来分析其中存在的税务风险指数，从而为企业的税务风险控制

提供一个客观的依据。与此同时，企业还要建立健全的税务风

险自查体系，总结企业在税务管理过程中的风险管理成果，针

对管理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持续解决企

业各个环节中存在的问题，使税务风险管理水平得到有效的提

升。这样，当将来发生类似的税务风险时，可以及时提取相关

的信息，帮助企业控制税务风险。 

第二，建立完善的税务风险沟通机制。要想防范税务风险，

首先要建立健全的沟通机制，在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过程中，各

个部门之间要加强信息的交流，保证各个环节的信息能够及时地

传递，包括在税务信息的收集、传递和处理等各个方面，都要建

立一个规范化的机制。通过健全沟通机制，使企业各个部门之间

能更好地合作，实现税务风险的有序控制。在控制企业税务风险

过程中，应积极与财务、税务行政等相关部门进行积极的沟通。

企业财务部门应定期对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进行分析，并与企业

税务管理部门积极探讨核算信息，由税务管理部门对企业财务部

门在涉税核算环节的工作状况进行分析。同时，企业的采购部、

销售部等部门对在采购和销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税务风险点进行

分析，及时与税务部门沟通，制定出科学的税务风险控制措施。

通过建立全方位、全方位的信息交流机制，使企业能够有效地控

制税务风险，达到低风险经营的目的。 

5.结束语 
综上所述，税务风险管理对于企业合法合规经营、提高内

部管理水平、优化税务管理程序、提高经营效率、控制经营风

险、增强企业社会形象和信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企业需识

别和评估包括政策风险、操作风险、税务筹划风险、信息风险

在内的多种税务风险，并建立相应的识别和评估机制。另外，

企业应采取包括防范、转移和应对在内的多种策略，以有效管

理税务风险，确保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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