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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foundation pit excavation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soft soil foundation is the foundation type that construction 
personnel and they don’t want to meet. Because the soft soil base contains a lot of water resources, the surrounding soil is loose and 
the density is relatively large, so the soft soil foundation has very poor stability and bear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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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建筑工程施工基坑开挖过程中软土地基是施工人员及其不愿碰见的地基类型，因为软土地基层里含有大量的水资源，所
以导致其周边的土质稀松且密度比较大，所以导致软土地基不论是在稳定性方面还是抗承载方面其能力都非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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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遇到软土地基可以说是整个

建筑工程的施工难点与重点之一，而在基坑开挖中软土地基

开挖阶段，有效的运用支护施工工艺和桩基施工工艺，可以

很好的提升软土地基的稳定性与承载力，为进一步的提升整

个建筑工程施工质量而奠定良好基础。

2 基坑开挖中软土地基的特点与危害

所谓的软土层其实主要就是指那些地基层的淤泥和淤

泥状的土质，这种土质的最大特点就是含水量非常高、土质

间的密度非常大，从而导致土质的透水性非常差，所以在建

筑工程施工过程中的基坑施工阶段，其稳定性和承载力都非

常的差，很容易发生流变或者是开裂与沉降的问题。如若土

质的稳定性和承载力无法承受上部结构的重量或者是那些

附加的重量时，那么下部的软土地基就会形成很大的流动状

态，这样就会致使软土地基产生不均匀的沉降问题、更严重

的甚至会出现塌方情况 [1]。

3 基坑开挖中软土地基支护与桩基施工问题
分析

3.1 基坑开挖关于地基支护结构的研究
建筑工程施工基坑开挖中关于软土地基支护结构，一

般都是采用 SMW 打桩方式，桩主的主体结构采用混凝土浇

灌，高强度的水泥对下水的腐蚀性具有明显的抗拒性，并防

渗水能力十分突出，SMW 桩主内部采用 H 型钢作为桩主的

主要支撑零件，该零件造价低廉且回收利用率比较高，是

SMW 桩普遍推广开来的重要原因。同时伴随基坑开工的是

基坑支撑保护工程的进行，支撑保护措施要分段分层进行，

在基坑开挖之前就要铺设，该措施不但有支撑保护的作用，

还有数据测量的作用，在防基坑位置偏移和下沉有着重要的

作用，在基坑开挖的过程中要伴随着混凝土和土石方的回填

工作，混凝土和土石方的回填一定要及时，务必在一天之内

完成，否则会因为长时间真空状态造成基坑变形，间接的影

响支撑保护结构的安全，造成基坑塌方。

3.2 基坑开挖关于地基支护稳定性把控
在软土地基的基坑支护施工阶段施工人员一定要运用

型钢的焊接当成整个支护结构的把控重点，而型钢的钢口截

面施工人员必须以梯形的状态再进行双面坡品的焊接操作，



65

工程技术与管理·第 06卷·第 11 期·2022 年 06 月

并且必须要保障焊接处的平整状态。而想要实现这一施工要

求那么施工人员就要积极的做好型钢焊接口的打磨工作以

及防锈处理，这样才可以有效的把控由于基坑支护结构的变

形、以及基坑支护结构的破坏从而产生的软土地基失稳的问

题 [2]。

3.3 基坑开挖关于桩基施工常见问题
软土地基的桩基础施工阶段很容易因为受到气候原因

的影响从而引起基坑出现积水的问题，而一旦桩基础出现积

水问题那么就会极大的影响施工数据的精准度。为了有效的

避免桩基础在施工的过程中出现积水问题，那么在施工过程

中施工人员就必须要运用节点降水的模式从而来有效的改

善桩基础的积水问题。桩基础施工过程中与土层的接触是最

为密切的一项施工工艺，所以在施工的过程中地质资料就显

得特别的关键，而施工人员只有充分的掌握地质结构的实际

数据，这样才能够保障整个桩基础的施工安全与施工质量，

从而进一步的确保整个建筑工程的施工质量。要知道土质层

的环境是非常多变且复杂的，所以在进行桩基础的施工之前

必须通过有相关资质的专业单位从而有效的开展土质资料

的深入测量与数据的汇总。

4 基坑开挖中桩基施工工艺探究

4.1 桩基施工工艺之地下连接墙
基坑开挖中软土地基的桩基础施工工艺首先是进行地

下连接墙的施工，而软土地基的桩基础地下连接墙一般都是

经过原位连接成槽，然后再进行现场浇筑最终形成的以钢筋

混凝土模式的围护墙，这种地下连接墙有很好的挡土与隔水

作用，所以可以更好的将桩基础与周边的软土质层进行有效

的隔离，从而防御因为周边软土质层的侵蚀从而导致建筑桩

基础的开裂或者是沉降，同时也有效的预防了周边软土质层

当中的水份向建筑桩基础渗透。正常情况下，软土地基的桩

基础的连接墙会选择厚度在 60cm、80cm、100cm 以及最大

的厚度 120cm，而连接墙的厚度完全取决于软土质层的含水

量以及其施工现场具体情况。地下连接墙的结构形态主要有

两种，一种是锚拉式结构，另一种是支档式结构，而地下连

接墙最大的优势与特点就是其噪音非常低、并且振动感也很

低，所以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对于周边的环境不会形成太大

的不良影响。

除此之外，地下连接墙还具有刚度大且完整性好的特

点，这一特点很利于保护地基支护从而减小支护变形的可

能，并且地下连接墙的还能够直接当成地下室结构的外墙，

从而极大的缩短了桩基础的施工周期，最终有助于工程造价

实现节省成本开支的目标。

4.2 桩基施工工艺之水泥土重力式围护墙
水泥土重力式围护墙在桩基础施工工艺当中算是比较

厚重的一种挡土墙，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是无支撑自主

式，其施工过程中完全是依造墙体的自重以及墙底的阻力，

与墙体前部的开挖面下部分的土体进行相互的压力作用，从

而才得以保障墙体的稳定性 [3]。而一般情况下水泥土重力式

围护墙的厚度都在 0.7~0.8 倍的开挖深度，所以，水泥土重

力式围护墙在进行支护施工的过程中，必须要保证基坑边与

红线间预留好充足的距离，这样才有利于水泥土重力式围护

墙的安全施工与便利施工。

除此之外，水泥土重力式围护墙还具备施工过程无噪

音、无振动的特点，并且对于周边环境的污染程度较小、且

其挤土轻微还拥有挡土与隔水的有效作用。水泥土重力式围

护墙的优势与特点还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在基坑开挖中软土

地基的桩基础施工过程中一直被广泛的运用。

4.3 桩基施工工艺之基坑降水
软土地基桩基础的施工过程中最常见也是最不好解决

的问题就是基坑积水，这不仅仅会给整个桩基础的施工带来

很大的困难，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建筑的整体施工安

全。所以，在基坑开挖中软土地基桩基础的施工过程中，为

了有效的避免出现基坑积水的问题，施工人员可以利用基坑

降水从而有效的规避和处理施工基坑所存在的积水问题。针

对于基坑存在积水问题最合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基坑内降水，另外一种是基坑外降水。而这两种

基坑降水办法不论是使用哪种，其最主要的目的都是为了有

效的排放出基坑当中的积水，从而为接下来的施工操作提升

有效的利用。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在进行基坑降水的过程中

如果想要与主下水道形成合理的连接关系，那么现场的施工

人员必须要确保是通过水泵从而对积水开展合理的设置，这

样还要有效的保证排水沟是处于合理连接的情况下。

5 结语

中国土质的这一特殊情况在建筑工程施工阶段，给基

坑工程在设计阶段以及实际的施工过程中都形成诸多的困

难。不仅仅会给建筑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对于居

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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