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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丽阳盛京广场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管理
甘蜀宁 １,周洪军 ２

(１.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辽宁总队,辽宁 沈阳 １ １ ０００４；２.吉林省第二地质探矿工程大队,吉林 吉林市 １ ３ ２０００)

摘要:沈阳市三好街丽阳盛京广场项目基坑深度 ２ ６.５ m,属于超大型深基坑。该工程地下水位较高,降水深度大,
施工困难,安全风险较高。阐述和分析了其基坑支护与开挖、降水排水、监测等施工技术措施,以及安全生产管理

措施要点,即领导重视、组织严密、职责分明、管理到位。通过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顺利完成了深基坑工程的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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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U７５ ３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１ ６ ７２-７４２８(２０１ ８)０６-００８５-０４
Construction Safety Management of Deep Foundation Pit of Liyangshengj ing Plaza in Shenyang/GAN Shu-ning １,

ZHOU Hong-j un ２(１.China Building Materials Industry Geologic Exploration Center Liaoning Branch,Shenyang Li-
aoning １ １ ０００４,China；２.Jilin Second Geological Prospecting Engineering Team,Jilin City Jilin １ ３２０００,China)

Abstract:The depth of foundation pit is ２ ６.５m in Liyangshengj ing Plaza of Shenyang,which is a super large deep
foundation pit.Because of the high groundwater level and deep dewatering depth,the construction is difficult with
high safety risk.This paper elaborates and analyzes the foundation pit support and excavation,dewatering and drain-
age,engineering monitoring and other constructin technical measures as well as the main points of construction safe-
ty management.By means of strict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ment,the deep foundation pit construction is smoothly
completed.
Key words:deep foundation pit；pit support；dewatering；earth excavation；engineering monitoring；safety manage-
ment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楼层越来越高,建筑

物基础的开挖深度也越来越深,客观上促进了基坑

开挖及支护技术手段的不断发展,同时对基坑施工

过程中的安全生产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沈阳

市丽阳盛京广场项目基坑深度达到了 ２ ６.５ m,属于

超大型深基坑。该工程地下水位较高,降水深度大,
加上场内地下管网较多,给施工带来了很多困难,安
全风险较高。这就要求从施工设计开始一直贯穿整

个施工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的技术措施和严格的安

全生产管理手段。我们编制了可行的安全专项施工

方案并组织专家进行论证。为提升深基坑建设效率

以及质量,在工程建设施工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安

全生产技术措施及安全生产管理措施。

１　工程概况

丽阳盛京广场工程坐落于辽宁省沈阳市文化路

与三好街交汇处,总投资额达到 ２０ 亿元,设计建筑

面积 １ ８ 万 m ２,建筑上部结构高 １ ９ ２ m,双塔式综合

大楼。其中地下 ４ 层,设计深度达到 ２ ６.５ m。辽宁

总队所属建强岩土工程公司承担了该项工程基坑支

护、降水及土石方工程的施工。该项目位于繁华的

商业区,周围楼群林立,人员往来众多,给施工带来

很大困难。地层土质以砂层为主,极不稳定,地下水

水位较浅,流量大,降水难,排水距离远,施工难度很

大,安全风险很高。

２　施工技术措施

２.１　基坑地质概况

基坑南侧为 ４ 层居民楼,地基为毛石基础,北侧

为 ６ 层建筑,地基为毛石、挖桩基础,西侧为学校操

场,东侧紧邻三好街交通主干线。建筑侧壁安全等

级为一级。
场地地层情况自上而下依次为:杂填土、细砂、中

砂、圆砾、砾砂、中砂、粉质粘土、中粗砂、砾砂,粘聚力



标准值粉质粘土为 ４７.８ kPa,其它为 ０,内摩擦角标准

值在 １２.０°～３７.０°,重力密度 １８.５～１９.５ kN/m３。
地下水稳定埋深 １ １ m,相应标高 ３０.５ m,为第

四系孔隙水,赋存于砂石土层中。

２.２　基坑支护

基坑支护的目的是控制基坑的水平位移和沉

降,保护好周边建筑及地下管网的安全,确保基坑内

主体施工的安全。
丽阳盛京广场基坑上口东西向长约 １ ２ ５ m,南

北长约 ５ ８ m,开挖深度自地面以下 ２ ６.５ m,基坑支

护结构采用支护桩＋预应力锚索、桩间喷射混凝土

的支护形式,支护结构的安全等级为一级。护坡桩

２ ９ ９ 根,桩长 ３８.７ m,桩径 ８００ mm,桩间距 １.２ m,
采用 旋 挖 工 艺 施 工。冠 梁 尺 寸 １ ０００ mm × ６００
mm。此工程中护坡桩施工难点为桩位和旋挖垂直

的精确度(误差≤５‰),如有偏差,会对相邻护坡桩

施工以及后续锚索施工造成影响。其次上部杂填土

埋深较厚,松散,易造成塌孔,我们对此问题采用加

长护筒的方法来解决。基坑设置 ９ 道锚索,锚索自

由段 １ ７ m,锚固段 １ ０ m,材料为钢绞线,单个锚索

设计特征值为 ２ ７０～７１ ５ kN,难度在于首先要保证

锚索的设计长度和注浆量,其次为自由段的保护。
桩间喷射混凝土,挂钢筋网,喷射混凝土厚度 １ ００
mm,混凝土强度 C２０。

施工主 要 设 备 选 用:XR２８０D 型 旋 挖 钻 机,

YC１００ 型锚索钻机,泥浆护壁冲击钻机,BW ２５０
型高压注浆泵,BMY １.８ 型低压注浆泵,PT５ 型混

凝土喷射机,KVF/２ 型空气压缩机,TS３５０ 型灰浆

搅拌机,６０ m 扬程潜水泵等等。
施工程序:测量放线→支护桩施工(监测准备)

→桩顶冠梁施工(监测)→降水井打井施工→桩间排

水管抽水→锚索逐排施工→桩间二次支护→开挖至

设计标高→竣工退场。
基坑支护要同时与监测紧密配合,控制好超深

基坑的水平位移和沉降,保护好周边建筑及地下管

网的安全,同时控制地下水,做好降水排水工作。

２.３　排水措施

基坑施工过程中,地下水对施工的影响很大。
在基坑开挖之后,往往因为基坑与边坡土体抗剪强

度存在差异性产生的剪应力而导致失稳滑动情况。
若土体中水分过大,往往也会导致土体自重的进一

步增大,促使土壤剪应力的增强。除此之外,水分具

有较强的润滑作用,故而土体中若存在大量的水分,
其会降低土体内摩阻力。丽阳盛京广场深基坑施工

地下水位较高,渗透系数达到了 １ ００ m/d,根据施工

总体设计,要将水位从 １ １ m 降到 ３４ m,降深达到了

２３ m。在该项目我们采用管井降水方案,降水井设

置为间距 １ １.０～１２.０ m,共 ３ ３ 眼降水井。另设置 ６
眼观测井。降水井井深 ４５ m,井径 ６００ mm,井管内

径 ４００ mm。观测井井深 ３ ５ m,井径 １ ２ ７ mm。由

于场地面积小,给降水井的布置带来影响,设计时,
把场地南侧以及东北角处的降水井设置在桩位上,
这部分降水井既有降水作用,又要承担护坡桩的作

用。重点在于焊接的同心,以及焊点的质量,保证其

降水的同时,有足够的强度承担起支护效果。
土方开挖前应根据结构施工安排,提前抽水时

间≮１５ d。井内安装水泵要求为:泵量 ８０ m ３/h,扬
程 ６０ m。

降水排水设计方案:根据场地环境条件,排水管

线总长 ３ ７０ m,铺设的纵向坡度≮５％。抽出的水先

由泵管接入 ４ in(Ø１０１.６ mm)支排水管,然后汇集

到主排水管排出场外。
降水工程施工前必须详细调查核实场区地下管

线、构筑物分布情况。井位施放后应采取人工探孔

等方法进一步确定,确认地下没有各种管线、构筑物

后方可施工。

２.４　严格遵循基坑开挖原则,控制基坑边堆放的荷

载

在深基坑施工的过程中,施工人员遵循时空效

应原则,在操作过程中依托施工区域的地质条件而

选择合适的基坑开挖方式。在具体的施工作业过程

中,为确保挖土、撑锚操作的有效配合,依据“先撑后

挖”原则进行作业,并规避超挖现象的发生。为了实

现支护结构与建设区域建筑的稳定以及安全,对初

始位移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对建设区域的几何空

间进行全面的分析以及掌握,降低挖开部分的无支

撑暴露时间,并尽最大的努力解决基坑的变形和稳

定等。
丽阳盛京广场项目施工场地面积大,埋藏深,土

方量达到 ２ １ 万 m ３。施工场地有限,挖出的余土必

须全部外运。施工采用分层分段进行开挖,土方开

挖必须与基坑支护施工密切配合,以达到在保证安

全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场地,降低造价。在第一层土

方开挖后,在场地东北角位置修筑 １∶５ 的坡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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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强安全检查力度,
及时整改安全隐患

完善各项施工管理制度,如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风险隐患报告及整改制度、作业现场机械安全管理

制度、临时用电管理制度、交接班及安全技术交底制

度、紧急撤离制度等等。总队安全环保部对项目进

行定期安全检查,要求项目组每日进行事故隐患排

查,并及时记录整改,不放过任何安全风险。

３.４　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严格执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制度及各项操作规

程。新工人进场必须进行身体检查,严禁酒后操作；
进入现场施工人员严格进行“三级”教育,做好检查

登记记录；施工前进行安全技术交底,办理签字手

续；坚持班前 １ ５ min 安全教育并做好记录。
充分了解并观察施工现场地下管线及地下障碍

物的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处理。现场施工人员

严格执行劳动防护用品使用制度,特种作业人员严

格持证上岗。坚持门卫管理制度,与施工无关人员

严禁进入施工现场。设立符合要求的安全警示标志

和工地安全围栏。

３.５　加强设备设施安全管理

对现场设备质量及技术指标进行严格检查,使
用符合技术标准及资质要求的合格合法设备。对职

工进行设备使用及操作规程培训,建立设备使用维

护台帐,特种设备严格执行持证上岗制度。

３.６　职业健康危害预防

严格执行职业健康安全各项规章制度,为职工

配备合格的劳动防护用品,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确
保施工人员不发生职业健康伤害。

３.７　专项安全生产管理措施列表

我们根据深基坑施工特点,建立并实行以下安

全生产专项技术管理措施:
(１)预防边坡土方坍塌措施；
(２)预防触电措施；
(３)预防机械伤害措施；
(４)预防坠落及物体打击措施；
(５)预防喷射作业伤人措施；
(６)人员上下通道、护栏、基坑边的限载措施；
(７)钻机安全技术交底内容及备案措施；
(８)喷射混凝土安全技术交底内容及备案措施；
(９)临时用电安全技术交底内容及备案措施；

(１０)地下管线及其它地上地下设施的保护措

施。

３.８　加强应急管理工作

为加强丽阳盛京广场深基坑项目应急管理,我
们成立了项目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制定符合项目实

际的事故应急预案及专项处置方案。配备足够的应

急物资,对职工进行应急培训及演练。其中专项应

急处置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１)基坑边坡坍塌事故应急处置方案；
(２)高空坠落事故应急处置方案；
(３)物体打击事故应急处置方案；
(４)触电事故应急处置方案；
(５)机械伤害事故应急处置方案。

４　结语

超深基坑的施工难度及要求比常规基坑要高很

多,出现险情和事故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在施工过

程中,更要从安全生产技术措施和安全生产管理措

施两个方面高度重视,做好每一项工作。超深基坑

支护与降水工程设计等技术方案,以及施工过程中

的现场安全管理等每个环节都是十分重要的。合理

的设计方案、科学的施工与监测是安全生产的技术

保证,严格的现场安全生产管理是预防事故发生的

有效手段。目前丽阳盛京广场深基坑项目施工已如

期顺利完成,通过严格的安全生产管理,该项目没有

发生任何生产安全事故。该项目的成功完成为今后

类似工程施工的安全生产管理积累了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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