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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社会发展背景下，建筑工程规规模逐渐增大，深基坑支护工程是高层建筑的重要施工内容，对于提升整体建筑结构
稳定性与安全性具有重要的作用。建筑基坑支护工程施工中受到各种因素影响，需要加强施工管理力度，保障各项工作的
有序开展，才能提高基坑支护工程的施工效果。论文主要对房屋建筑基坑支护工程施工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旨在进
一步提升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质量，促进高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水平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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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高层建筑工程需求量日益涌现，

对建筑工程施工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深基坑支护工程的有

效性应用，可以提高高层建筑基础工程施工稳定性和可靠性，

对整体施工成本进行有效性控制，加快施工进度，保障施工安

全，推动高层房屋建筑施工质量的全面提升。因此，加强对房

屋建筑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2 房屋建筑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前的组织规

划要点

2.1 加强施工设计管理

施工设计的质量对基坑支护工程施工效果具有直接的

影响。在保障施工设计方案安全性与可行性基础上，对施工

成本进行合理控制。如果施工设计方案不合理，容易造成严

重的施工质量事故问题，如无证设计、设计参数误差较大。

支护方案选择不科学等 [1]。因此，在对施工设计方案进行管

理时，需要提高设计人员的综合素养，强化其专业知识水平，

具备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对力学知识熟练掌握，对地基、

基础等跨学科知识进行了解，能够对边坡支护进行优化设

计，同时了解当地水文环境、地质条件等。在具体的施工之

前，施工人员需要对设计方案、图纸进行详细审核，明确设

计意图，加强设计人员与施工人员的沟通交流，做好技术交

底工作，保障设计方案的贯彻执行与落实。选择具备较高资

质的单位对方案进行设计。

2.2 选择合适的施工单位

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较为复杂，对施工单位的专业性要

求较高，在选择施工单位时，要结合具体情况，对施工单位

的施工资质、专业能力、技术力量、整体素质等进行严格把

控和优化选择 [2]。管理人员要给予良好的协助，对分包单位

的资质进行严格审查，确保选择具有较高的社会信誉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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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的分包单位进行施工，且要确保其施工人员具有较高的

专业技能，并具备较为丰富的施工经验，保障施工操作的规

范性，促进基坑支护工程的高质量施工。避免出现转包现象。

2.3 强化专项方案审核

对施工专项方案进行全面性审核，能够为工程施工的规

范性开展提供技术指导和方向指引。因此需要设计人员深度实

地，展开全面的勘察测验，对现场地理条件、环境进行全面了

解，以便提升专项方案设计的优化性。但是在实际工作运行中，

很多施工单位忽视专项方案的重要性，对其他单位的方案原样

照搬，与自身实际的工程施工需求严重脱离，导致对工程施工

不能提供针对性技术指导，严重降低其使用价值 [3]。所以，要

对专项施工方案进行严格审核，确保审核程序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要求，并对不合格的方案，督促设计单位进行修正，促进施

工方案的优化性，保障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质量与效果的全面提

升。必要情况下可以邀请相关转接联合审查。

3 房屋建筑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质量管理要点

3.1 土方开挖施工

要结合施工现场的环境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土方开挖

施工方案，并对周边建筑、构筑物等进行拍照，对地质条件、

地下设施等信息进行全面采集和分析，如果遇到特殊土质，

需要优化开挖方案，避免雨季施工，对软土开挖深度进行有

效控制，避免出现土体变形、滑移、坍塌问题的出现。要注

重对周边环境进行保护，避免造成太大的粉尘、噪声污染。

可以进行分层开挖，把挖出来的土方及时清运，减少土体堆积。

3.2 选择合适的支护方式

一般情况下，深基坑支护方式有以下几种：①土钉支护。

利用钻机钻孔，并浇筑钢筋混凝土杆，使其与土体之间发生

摩擦力，加强对基坑的支护效果。该种方式安全性好，易操

作，不会引起周边土体变形，费用较少。②排桩支护。在选

择支护方式时，需要结合工程要求、基础类型、地质水文条

件等机型综合性分析，选择最佳的支护方案，保障其技术性

和经济性效果最佳化。可以利用排桩支护对基坑结构进行扩

展，如设置两排支护桩，可以有效提升整体结构的力学性能，

控制桩配筋数量，改善维护桩受力状况，增加支护性能。③

锚杆支护。使用土层锚杆在基坑墙面钻孔，并对其端部直径

扩大，使其以柱状形态呈现，保障施工标准性，然后按照施

工工序防治钢筋、钢索、抗拉材料等，并浇筑浆液，与土层

结构结合，强化其整体结构的抗拉能力，避免出现结构变形

问题。

3.3 支护桩施工技术

通常情况先使用钢筋混凝土支护桩，来增加支护可靠性。

可以使用螺旋钻对支护桩土方开挖，并对开挖数量进行合理

掌控，保障灌注桩施工质量。结合现场具体情况，选择合适

的灌注施工技术，增加支护桩整体结构稳定性和可靠性。

3.4 土体止水效果控制

如果施工现场的地下水位较高，容易出现管道渗漏问

题，影响整体基坑支护结构的安全性。在设计止水方案时，

需要对防火、降水、排水等各种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性考量，

并对地质条件进行勘验，对基坑周边环境、地下水资料信息

全面了解，主要依靠抽水方式对地下水进行控制，避免引起

周边水土流失，导致出现坑底流沙、管涌问题。一般情况下，

主要是利用止水帷幕对基坑支护工程进行止水处理。对桩体

的搭接长度、密实度进行优化设计，避免出现蜂窝、桩头开

叉问题，严禁在支护结构上开口。此外，要设置现代化的自

动检测装置，对基坑支护结构进行动态化跟踪监测，对基坑

结构变形、沉降量、位移数值等问题进行实时监测，掌握精

准数据，并与标准参数进行对比分析，以便对基坑支护工程

潜在险情进行科学预测，采取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保障整体

工程可靠性。

3.5 完善施工管理体系建设

制定严格的施工质量管理制度，对不同环节的施工操

作进行有效性约束，保障施工技术的规范性操作；明确施工

质量管理责任，并将其具体落实到人员身上，强化管理责任

意识，完善奖惩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选择专业化的施工团

队，加强对施工人员的专业化培训，使其掌握最新施工知识、

工艺技术等，促进其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优化使用组织规

划设计，实现施工质量的全过程动态性管理，结合具体的施

工要求，对施工材料、设备、人员进行优化配置，明确施工

质量管控要点，做好施工技术交底工作；对施工材料质量进

行严格把关，进场之前严格审核，结合设计要求制定材料质

量标准，保障其质量符合设计要求，一旦发现不合格的产品

予以退回处理；对施工质量进行优化控制，完善施工质量管

理规划，避免出现偷工减料行为；对施工进度进行合理控制，

强化施工监督管理，加强各个参与方的有效性沟通交流，保

障各类物资的顺利运转，并确保上下工序能够有效性衔接，

避免因沟通不畅延误施工进度；要做好竣工验收工作，保障

施工质量的规范性和标准性；加强施工安全管理，制定科学

合理的应急处置预案，尤其要对突发事件进行合理处理，保

障施工顺利进行。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房屋建筑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中，要对

多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做到全方位质量质量，保

障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选择合适的支护结构方法，保障施

工管理的有效化，推动房屋建筑深基坑支护工程施工质量管

理效果的全面提升，为人们提供更加优质的房屋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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