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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官庄旧村改造基坑支护设计与施工实践
李先经,王会军,刘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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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青岛市即墨区王家官庄旧村改造项目基坑支护设计方案与基坑支护实施情况,该工程地层条件复杂,
地下水丰富,又靠近石鹏水库,环境条件较复杂,通过采用土钉墙与高压旋喷桩止水帷幕,基坑降水等技术措施的

顺利实施,基坑支护效果良好,确保了地下车库基坑开挖、基础施工的安全,施工质量满足相关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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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andconstructionofthefoundationpitsupport
forWangjiaguanzhuangoldvillagereconstruction

LIXianjing,WANGHuijun,LIUXinqi
(QingdaoGeologicalEngineeringSurveyInstitute,QingdaoShandong２６６１００,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foundation pit support for the
WangjiaguanzhuangoldvillagereconstructionprojectinJimoDistrictofQingdaoCity．Theprojectischaracterized
withcomplexstratumconditions,richgroundwater,andisclosetoShipengReservoirwithcomplicateenvironmenＧ
talconditions．Throughthesuccessfulimplementationoftechnicalmeasuressuchasthesoilnailingwallandhigh
pressurejetgroutingpilewatercutＧoffcurtain,foundationpitdewatering,goodfoundationsupporthasbeenaＧ
chieved,ensuringthesafetyoffoundationpitexcavationandfoundationconstructionintheundergroundgarage;and
theconstructionqualitymeetstherelevanttechnicalrequirements．
Keywords:foundationsupport;highpressurejetgroutingpile;watercutＧoffcurtain;soilnailingwall;dewatering

１　工程概况

王家官庄旧村改造项目(观澜国际小区),建筑

面积约６６万 m２,地下车库面积１２万 m２.我院自

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先后承担王家官庄旧村改造一期、二
期、三期项目基坑支护设计与施工任务.拟建工程

场区位于青岛市即墨区营流路以西、长江一路以北.
基坑开挖深度为６５５~７４３m,基坑安全等级为二

级,周边环境条件较复杂.本文以二期项目为例重

点对基坑支护设计、施工实践进行阐述.

２　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情况

２．１　地形地貌及周边情况

场区原为村庄,较平坦,勘察期间因一期正在施

工,场区有堆土,勘探孔口地面高程２１２０~２２８３

m,堆土标高２４２１~２４８２m.场区地貌为山前冲

洪积平原.

１２~１７号楼基坑平面布置如图１所示,基坑北

侧为已建１８~２０号楼(３２F,框架结构),距离基坑

约１７m;基坑东侧为已建２１号楼(３４F,框架结构、
筏板基础)、正在施工建设的２２号楼(３４F,框架结

构、筏板基础),距离基坑最小距离为１７m;基坑西

北侧为既有居民住宅(均为２层砖混结构)和居民道

路,住宅距离基坑最小距离约８４m,道路距离基坑

距离约为２０m;基坑西南侧为一期已建成项目,由
于二期项目计划实现与一期地下车库的对接,因此,
西南侧将大开挖,不存在基坑;东南侧距离红线距离

较远,放坡空间充足.项目三期２５~２７号楼基坑则

与二期地下车库相接,东南侧近邻石鹏水库.



图１　基坑平面布置

Fig．１　Layoutofthefoundationpit

２．２　地层情况

根据勘察报告描述,场区第四系土层主要由全

新统人工填土层、全新统陆相冲洪积层和上更新统

陆相冲洪积层组成.基岩为白垩系青山群安山岩,
并穿插分布有泥质粉砂岩.各岩土层分布特征及其

物理力学参数见表１.
第①层杂填土为灰褐－黄褐色,稍湿,松散,主

要由粘性土、砂土组成,该层土回填时间较长,除堆

土外,其他地段自重固结基本完成,但强度较低.

２．３　水文地质条件

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孔隙承压水.主要赋

存于第层粗砂中,勘察期间属丰水期季节,钻孔中

测得稳定水位埋深４００~６６０m,水位标高１５７２
~１７６９m,地下水主要补给源为大气降水,地下水

年变幅１~２m.

３　基坑支护设计

３．１　基坑支护设计概述

表１　岩土参数汇总

Table１　Summaryofgeotechnicalparameters

层
号

岩土层名称 层厚/m
平均
厚度/
m

层底标高/
m

粘聚
力c/
kPa

内摩擦
角φ/
(°)

平均重度

γ/(kN
m－３)

地基承载
力特征值

fak/kPa

变形模
量E０/
MPa

压缩模
量Es/
MPa

弹性模
量E/
GPa

① 杂填土 ０３０~４５０ １４６ １７２３~２１６７ ００ １８０ １９０
③ 粉质粘土 ０６０~５００ ２５９ １５７３~２０１０ ２３０ １３３ １９７ １７０ ５５
③１ 细中砂 １００~２５０ １６０ １５８７~１８１９ ００ ２００ １９０ １６０ ５０
 粉质粘土 １００~５６０ ３２６ １１７５~１７００ ２５４ １２８ １９８ ２００ ５９
 中粗砂 ０８０~８００ ４３５ ６７０~１４０４ ００ １５０ ２００ ３５０ ２００
 强风化安山岩 ０３０~１０１０ ２０９ ６７０~１１８６ ００ ４００∗ ２３０ ４５０ ２５０
 中风化安山岩 ０５０~８６０ ４３９ ０７１~１１８３ ００ ６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００ ３０

　∗ :等效内摩擦角.

　　项目一期、二期１２~１７号楼、三期２５~２７号楼

基坑支护设计方案均采用了高压旋喷止水帷幕结合

基坑内降水控制地下水,复合土钉墙支护方案[１－３].
二期１８~２３号楼因采用天然地基,筏板基础,基坑

开挖具有放坡空间,故采用了放坡结合土钉墙支护,
基坑降水结合明排控制地下水.

３．２　二期１２~１７号楼基坑支护方案

１２~１７号楼基坑最大开挖深度为６９０m,最
小开挖深度为６６０m,支护结构采用复合土钉墙支

护型式,围护结构分为３个单元进行设计[４－５](详见

图２),AB段为３单元,BC段、DE段为１单元,CD
段为２单元,基坑侧壁安全等级为二级[６－７].

因二期２２号楼基坑已回填,且原设计采用放坡

支护,土钉长度１０００mm,对１２~１７号楼基坑支护

无影响.

３．３　基坑止水及场区内降水

由于拟建场区基底标高处为承压含水层,出水

量较大,为保护环境,因此整个拟建场区采用高压旋

喷桩止水帷幕进行止水,结合场区内降水控制地下

水.由于场区面积较大(场区内部存水量较大),因
此,需在基坑周边及基坑范围内设置适当数量的降

水井,并结合明排方案进行坑内降排水,坡顶设置截

水台、坡面设置泄水孔、坡底设置排水沟.坑内在基

坑开挖过程中通过设置排水沟明排水方式排水,排
水沟距坡底０３m;坡面上适当设置泄水孔,以每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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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基坑支护剖面

Fig．２　 CrossＧsectionofthefoundationpitsupport

m２ 一个为设置原则.保证坑内地下水位在基础底

板以下不小于０５m.

４　施工技术要求

４．１　施工顺序[８－９]

(１)土方开挖:分层分段进行,最大开挖范围为

３０m,严禁超挖;

(２)钢花管、土钉施工:每层土方开挖后应及时

进行支护施工;
(３)面层施工:每排支护结构施工结束后及时进

行挂网、喷浆;
(４)高压旋喷桩施工:土层开挖至３８m 时,进

行旋喷桩的施工;
(５)排水沟施工:截面尺寸３００mm×３００mm,

沟壁采用粘性土烧结砖,底部采用素混凝土垫层.

４．２　基坑开挖要求

(１)挖土施工要严格控制,统一协调,按挖土方

案严格执行,控制每次挖土的位置、深度等,不得随

意挖土;
(２)分层分段开挖,分层分段要在施工方案中明

确,分层开挖深度应严格控制,不得超挖;
(３)制定合理的挖土车辆行进路线,避免载重车

辆沿基坑边行驶碾压;
(４)挖土操作要格外小心,严禁撞击支护及钢管

桩,特别是夜间挖土施工,要有专人指挥;
(５)基坑边严禁堆放土方,基坑边５m 范围内

堆放钢筋、沙石料等材料要求附加载荷≯１５kPa;
(６)满足回填条件后,应及早对基坑进行土方回

填;
(７)塔吊应单独设基础,避免对围护的不利影

响,混凝土泵车停放位置应尽量远离基坑,尽量减小

对围护结构的振动.

４．３　主要结构构件的施工技术要求

(１)钢筋土钉采用 HRB３３５螺纹钢筋,直径为

２０mm,机械成孔,成孔孔径为１１０mm,土钉位置

的允许偏差为１００mm,土钉倾角的允许偏差为３°,
土钉杆体长度应大于设计长度[１０];

(２)击入式钢管土钉施工时端部应做成尖锥状,
顶部宜设置防止钢管顶部施打变形的加强构造,主
浆材料应采用水泥浆,水泥浆水灰比为０５,注浆压

力≮０６MPa,应在注浆至管顶周围出现返浆后停

止注浆,当不出现返浆时,可采用间歇注浆的方法;
(３)高压旋喷桩采用直径 １２００ mm,间距为

１０００mm,入岩深度≮０５m,桩位的允许偏差为５０
mm,垂直度的允许偏差为０５％;

(４)坡面挂 Ø４mm＠２００mm×２００mm 成品

钢筋网,面层喷射８０mm 厚细石混凝土,强度等级

为C２０,钢筋网间距的允许偏差为±３０mm,细骨料

宜选用中粗砂,含泥量＜３％,选用粒径≯２０m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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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配砾石,水泥与砂石的质量比宜取１∶４~１∶
４５,砂率宜取４５％~５５％,喷射作业应分段依次进

行,同一分段内喷射顺序应自上而下均匀喷射,一次

喷射厚度宜为３０~８０mm,喷射混凝土时,喷头与

土钉墙墙面应保持垂直,其距离宜为０６~１０m,
喷射混凝土终凝２h后应及时喷水养护[１１];

(５)注浆液采用纯水泥浆,水灰比为０５,水泥浆

内可掺入能提高注浆固结体早期强度或膨胀的外掺

剂,其掺入量宜按室内试验确定,注浆管端部至孔底

的距离≯２００mm,注浆拔管过程中,注浆管口应始终

埋入注浆液面内,应在水泥浆液从孔口溢出后停止注

浆,注浆后,当浆液液面下降时,应进行孔口补浆;
(６)注浆采用二次压力注浆工艺,二次压力注浆

采用水灰比为０５的水泥浆,二次注浆管应牢固绑

扎在杆体上,注浆管的出浆口应采取逆止措施,二次

压力注浆时,终止注浆压力≮１５MPa;
(７)降水井的施工应首先按照设计要求测放井

位,然后钻机就位后进行管井的成孔施工(成孔过程

中应保持孔内液柱压力与地层侧压力的平衡,若成

孔难度较大可采用套管护壁,成孔过程中冲洗介质

的选用应符合现行规范、规程要求并考虑现场实际

的钻进情况),成孔工艺选用回转钻进泵吸反循环工

艺,成孔完毕后进行井管的吊放安装(安装前需先进

行配管),井管安装完毕后进行滤料的填充(滤料应

按设计规格进行筛分,其磨圆度应较好、不含泥土和

杂物),滤料的填充工艺应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

选择,为防止泥皮硬化,下管填滤料之后应立即进行

洗井(本方案采用水泵洗井),必要时在管井的施工

阶段进行试抽水试验(检验管井出水量的大小,确定

管井设计出水量和设计动水位).

４．４　质量检验要求(检测)
(１)水泥按同品种、同强度等级进行检验,不超

过２００t为同一编号进行检验;
(２)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必须符合设计要求,用于

检查结构构件混凝土强度的试件,应在混凝土的浇

筑地点随机抽取,现场搅拌混凝土浇筑每台班应留

设不少于１组试块,每组３块;
(３)钢筋的检验应按不同厂家、不同规格的钢筋

分批按照国家对钢筋检验的现行规定进行检验,检
验时以６０t同一批号、同一规格尺寸的钢筋为一批

进行检验;
(４)水泥浆体检测应符合现场使用标准,按照国

家规范对浆体的稠度、配合比及浆体的强度等进行

质量检验;
(５)喷射混凝土面层应进行现场试块强度试验,

每５００m２ 喷射混凝土面积的试验数量≮１组,每组

试块≮３个;
(６)喷射混凝土面层应进行厚度检测,每５００

m２ 喷射混凝土面积的检测数量≮１组,每组的检测

点≮３个,全部检测点的面层厚度平均值不应小于

厚度 设 计 值,最 小 厚 度 不 应 小 于 厚 度 设 计 值 的

８０％;
(７)土钉的抗拔承载力检测时,土钉检测数量不

宜少于土钉总数的１％,且同一土层中的土钉检测

数量≮３根,对安全等级为二级、三级的土钉墙,抗
拔承载力检测值分别不应小于土钉轴向拉力标准值

的１３倍、１２倍,检测土钉应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

选取,检测试验应在注浆固结体强度达到１０ MPa
或达到设计强度的７０％后进行,当检测的土钉不合

格时,应扩大检测数量;
(８)旋喷桩直径、规格、桩间距以及入岩深度应

根据设计要求按照相关规范进行检测;
(９)降水井的出水量的实测值应不小于设计出

水量,当降水井设计出水量超过抽水设备的能力时,
按单位储水量检查,降水井抽水稳定后,井水含砂量

≯１/２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体积比);井管的斜度≯１°,井
管内沉淀物的高度应小于井深的５‰.

５　基坑监测

本基坑工程周边环境较复杂,因此除进行安全

可靠的围护体系设计、严格按规范要求施工外,尚应

进行现场监测,做到信息化施工.由建设单位委托

第三方进行基坑变形监测.
基坑围护体系随着开挖深度增加必然会产生侧

向变位,关键是侧向位移的发展趋势.一般围护体

系的破坏都是有预兆的,因而进行严密的基坑开挖

监测非常重要.通过监测可及时了解围护体系的受

力状况,对设计参数进行反分析,以调整施工参数,
指导下步施工,遇异常情况可及时采取措施.基坑

开挖监测是保证基坑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措施[１２].

５．１　本基坑监测项目

(１)边坡顶部水平位移监测;
(２)边坡顶部竖向位移监测;
(３)临近地面、建筑物竖向位移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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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监测单位认为应当监测的其它项目.

５．２　监测仪器要求

满足观测精度和量程的要求;有良好的稳定性

和可靠度;监测前应对仪器设备检查调试;计量器必

须在检定周期的有效期内使用.坡顶水平位移采用

经纬仪或全站仪测定,观测点精度≮０５mm,坡顶

垂直位移采用水准仪测定,观测点精度≮０５mm.

５．３　监测频率

监测单位接到建设单位委托后及时展开工作,
布置监测点,测得原始数据.

(１)开挖深度５０m 以内时,１次/２d;
(２)开挖深度＞５０m 时,１次/d;
(３)底板浇筑后７d,１次/２d;
(４)底板浇筑后７~１４d,１次/３d;
(５)底板浇筑后１４~２８d,１次/５d;
(６)底板浇筑完工２８d后,１次/１０d;
监测单位可根据监测结果对监测频率进行调

整.当有危险征兆时,应实时跟踪监测.监测期限:
基坑开挖前至基坑回填结束.

当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加强监测,缩短监测

时间间隔:
(１)基坑监测项目达到报警值;
(２)监测数据变化较大或速率加快;
(３)存在勘察未发现的不良地质;
(４)超深、超长开挖或未及时加撑等违反设计工

况施工;
(５)基坑及周边大量积水、长时间连续降雨、市

政管道出现泄漏;
(６)基坑附近地面荷载突然增大或超过设计值;
(７)基坑支护结构出现开裂;
(８)周边地面突发较大沉降或出现严重开裂;
(９)邻近建筑突发较大沉降、不均匀沉降或出现

严重开裂;
(１０)出现其他影响基坑及周边环境安全的异常

情况.

５．４　监测报警

(１)坡顶部水平位移累计绝对值达５０~６０mm
(相对开挖深度h 的０６％~０８％),变化速率１０~
１５mm/d;

(２)坡顶部竖向位移累计绝对值达５０~６０mm
(相对开挖深度h 的０６％~０８％),变化速率５~８
mm/d;

(３)周边地表竖向位移累计绝对值达５０~６０
mm,变化速率４~６mm/d;

(４)周边地表裂缝宽度累计绝对值达２０mm 并

持续发展;
(５)锚杆拉力累计绝对值达设计值的７０％~

８０％.
工程施工和使用期限内,每天均应由专人对支护

结构、施工工况、周边环境、监测设施等进行巡查,并
做好记录,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相关单位.当出

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立即进行危险报警,并应对

支护结构和周边环境中的保护对象采取应急措施:
(１)监测数据达到监测报警值的累计值;
(２)支护结构或周边土体的位移值突然明显增

大或坑内出现隆起、陷落等;
(３)锚杆体系出现过大变形、压屈、断裂、松弛或

拔出的迹象;
(４)周边地面出现较严重的突发裂缝或危害结

构的变形裂缝;
(５)根据工程经验判断,出现其它必须进行危险

报警的情况.

６　基坑支护完成工程量及取得的效果

自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８月,王家官庄旧村

改造基坑支护项目分３期施工,我院与建设单位先

后签订多份基坑支护施工合同,累计完成工程量详

见表２.

表２　基坑支护完成工程量汇总

Table２　Summaryoftheworkamountofthefoundationpitsupportcompleted

阶　　段 面层/m２ 土钉/m 高压旋喷/m 注浆花管/m 降水/(台日－１) 备　　注

一期基坑支护 １０７０００ ４１５００ ７１２８０ ２９０６ 降水井２７９m
二期基坑支护１８~２１号楼 ９０９２３ ２２０３０ ３３００ ４３０７ 降水井２３５m,共分４个基坑

二期基坑支护２２~２３号楼 ４６２３６ １３９５５ １３８００ 单独发包 两个基坑

二期基坑支护１２~１７号楼 ７７７４６ ３２８６０ ７１８２６ ４７２５ ２４４６ 降水井２３６m
三期基坑支护２５~２７号楼 ５８６２６ １７２６０ ４３９６０ ７０４０ ４０６０ 降水井９５１m
合计 ３８０５３１ １２７６０５ １８７０６６ ２８８６５ １３７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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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完成一期基坑周长约１０００m;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完成二期２２、２３号楼基坑支护,２０１３
年完成二期１２~１７号楼基坑支护施工,基坑周长约

６２０m.

２０１７年９月又承担三期２５~２７号楼基坑周长

约３８５m,于２０１８年８月竣工(图３).除二期２２、

２３号楼基坑降水工作由建设单位单独发包外,其余

基坑支护所有工作均由我院施工完成.

图３　三期基坑支护现场

Fig．３　SiteofPhaseⅢfoundationpitsupport

经建设单位委托第三方对基坑变形进行监测,
基坑沉降、位移参数均在规范允许偏差之内,所施工

的多个基坑稳定,没发生任何变形过大或坍塌现象.
该项目一期、二期基坑支护设计方案荣获了青

岛市优秀岩土工程设计三等奖.

７　结语

基坑支护工程是高层建筑的重要部分,基坑支

护设计及施工方案是否合理关系到基坑施工的经济

性及整个建筑施工的安全问题.王家官庄旧村改造

项目建设规模较大,根据其周边环境及工程地质条

件,分期进行分区域设计,一期基坑支护设计与施工

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开始,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基坑支护三期

竣工,因施工质量可靠,设计方案经济、合理,与建设

单位建立了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先后共完成产值

１０００多万元,取得了较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特别是王家官庄旧村改造三期基坑支护,于

２０１７年９月开工,至２０１８年８月完成(因规划设计

等问题停工较长一段时间),施工周期长,经过严寒

冬期及雨季检验,基坑边坡一直保持稳定,竣工验收

质量合格.实施结果证明,基坑设计达到了预期效

果,保证了整个工程施工期间的安全.
该项目基坑支护设计与施工的成功实施,取得

了较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在该地区积累了成功的

实践经验,对类似地层条件、环境条件基坑支护设

计、施工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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