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坑槽钢支护套定额 基坑支护施工方案
集合(优质5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以
下是我为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基坑槽钢支护套定额篇一

深基坑支护是对地下结构的施工安全以及基坑周边环境安全
所实行的保护措施，通过支挡、加固和保护对深基坑的侧壁
和基坑的周边进行防护，是近年来城市高层建筑的中常见的
一种新型实践工程学理论，尤其是如今城市建筑数量不断增
加，相邻工程的深基坑支护形式也有着互相影响的作用，因
此对于深基坑边坡的支护需要特别重视，避免边坡事故。本
文主要围绕深基坑边坡支护的设计方式、施工方法和维护管
理方法进行阐述，加深对深基坑边坡支护的认识，提升其安
全性和合理性。

1.深基坑边坡支护的设计思路与安排

由于深基坑边坡支护工程通常应用于城市的中高层建筑，而
目前我国的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土地利用率也在逐步增
加，因此相邻工程的深基坑距离通常较近，所以施工的安全
性成为其中尤为重要的问题。其次则是需要依据工程设计的
要求，首先保证工程质量，其次保证工程设计的成本优化和
施工效率的优化。可以将施工过程分为三个大的步骤来进行。

首先，勘察施工场地的情况，尤其是了解地下管线的分布，
对于现场的支护段界限进行了解，并对施工基坑的情况进行
调查，收集场地的土质情况，结合勘察报告总结场地的地下
水层状况。



其次，确定工程的具体施工步骤，通常按照钢管桩施工和后
期的土方开挖、锚杆和混凝土施工。喷锚的施工阶段可以与
土方开挖相结合，在将土方开挖深度进行大致的层级划分后，
依据实际的开挖情况安排具体的锚杆排距，而喷锚的施工需
要在喷锚工作面成形后第一时间进行，避免深基坑的边坡受
天气等外界因素的严重影响。一般在施工的过程中，依据土
方开挖的层级进行施工，喷混凝土施工的时间应当尽量与水
泥浆的强度成形状况相联系。

最后，在施工的后期，要通过适当的监测系统来进行现场的
位移和沉降情况的监测，并在土方开挖的层级加深时进行实
施的土层状况调查，在监测的过程中要支护桩顶部水平位移、
支护桩深层位移、竖向沉降值等等，在出现一些相对较大的
数据变动时，要及时寻找并发现影响因素，例如土层状况、
水土合力作用等，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证施工的效果和
安全性。

2.深基坑边坡支护的施工方法

基坑的支护施工主要分为钢管桩施工、土方开挖、预应力锚
杆施工和普通锚杆施工四个部分。

钢管桩的施工主要集中在基坑边坡上，尤其是与电缆相交出
的支护和加固，通常的施工工序是先进行孔位制定，然后在
制定的孔位上实施钻孔，在钻孔机开始施工前要先对垂直度、
机位等进行细致的调节，从而保证与孔位的严格吻合，钻孔
完成后进行下管、清孔、灌浆、补浆等一系列施工后确定根
桩，其他根桩同样按照次步骤来进行。钢管桩通常采用110钢
管，在施工前对钢管底部进行处理，保证出浆孔的正常。管
内采用压浆，水灰比例应在0.50左右，灌浆时的浆压应维持
在0.7mpa左右，避免气体等的混入，最后可以通过补浆来进
行加固。

土方的开挖应当提前确定出大致的开挖层级，通常在开挖前



将每2m确定为一个挖深层级，即分段式开挖。挖掘过程与边
坡锚喷要求互相配合，保证机械开挖距符合实际的施工要求。
并且在每个层级的开挖结束后进行及时的清土作业，保证施
工场地的正常运行，及时的采用运输车辆对挖出的土方进行
外运，尽量使用自卸车在基地内进行土方的外运。

预应力锚杆的施工是与其结构直接相关的，预应力锚杆本身
对于支护的机构起到支挡和土层稳定的作用，通过穿孔的滑
动面将钢筋固定在土层中，再借助钢筋的拉伸形成一定的回
弹力，从而对土层加固，形成支挡结构。其具体的施工工序
应当首先进行平台的架设，在确定打孔位置后调整钻机的位
置和角度，之后的施工过程与钢管桩的施工过程较为类似，
差别仅在于最后的张拉锁定处理，这是预应力锚杆施工的关
键，也是其支挡作用形成的关键，因此在设计之初应当合理
的估算预应力的损失，从而调整应力，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还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偿张拉，因此在封孔时可以考虑
采用沥青等防渗材料来进行。

常规锚杆的作用就是对土层进行常规的拉伸加固，其一端连
接工程建筑，另一端深入土层，在深基坑的支护中起到侧面
的加固和牵拉作用，其基本施工步骤与预应力锚杆的施工过
程类似，但在施工的最后也需要通过压浆、补浆等方式保证
其应力标准。

3.深基坑边坡支护的施工管理及维护方法

深基坑边坡支护的施工管理及维护主要集中在后期的测试和
安全维护两个重要的方面。在监测方面，应当注意将监测过
程全面覆盖到工程施工直至工程完工，借助信息化的管理和
监测系统，对于土层结构、土层受力情况、土层变形情况，
对周围土层形成的结构位移、沉降、受力等情况进行适时的
分析，在沉降和位移监测上要借助专用的精密仪器进行测量，
从而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还要加入人工监测，保证对于
明显的土层和深基坑周边影响的及时发现。在发现问题后，



要及时的对于沉降、位移等情况进行分析，从而调整施工方
法，保证工程的总体效用。

总结学者的研究经验可以发现，深基坑的安全威胁主要存在
于土体内的水位变化，可以通过土钉混凝土面层的隔水作用
降低对基坑边坡的影响，或者通过打泄水孔来进行泄水处理。
另外要注意天气等因素的影响，避免在雨水较为集中的季节
施工。在整体的施工规划中，要严格进行开工前的障碍物清
理，树立施工标示，在机械施工的过程中，明确操作规范，
并要求现场常驻专业的指挥员，在深基坑施工工地周围设防
护栏，并保证防护栏的稳固，避免滑移，还要尤其注意地表
水向施工基地的渗漏或者流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工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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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槽钢支护套定额篇二

冬季要有冬季的专项施工方案，不同季节，施工要求是不一
样的，下面是基坑支护工程冬季施工方案，为大家提供参考。

一、编制说明



1.1编制目的

为保证xx项目基坑工程冬季施工期间的施工质量和安全，保
证工程的正常、连续进行，确保公司年度施工计划和质量目
标的顺利实现，特制定本措施。

1.2编制依据

1.2.1施工图纸

1.2.2主要规范、规程（见附表1）

二、工程概况

xx项目场地位于xx地域，该基坑开挖深度为xxm。

三、冬季施工的定义

根据《建筑工程冬期施工规程》jgj104-97中规定：“根据当
地多年气象资料统计，当室外日平均温度连续5d稳定低于5℃
即进入冬期施工，当室外日平均气温连续5d高于5℃时解除冬
期施工。”

四、冬季施工的'目标

1.保证冬期连续施工，完成生产计划，确保工程各项目标顺
利实现。

2.确保冬期施工期间的工程质量，保证施工成品不受损坏，
保证混凝土、砂浆不出现冻害等质量事故。

3.保证冬期施工期间的施工和消防安全，杜绝重大隐患，不
发生人身伤亡等重大事故。



五、冬季施工总体部署

5.1组织准备

为了确保冬期施工的顺利进行，应充分重视。

2.成立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负责人的施工现场冬期施工领导小
组，成员主要由工程、技术、质量、材料等人员组成。

冬季施工领导小组内部分工如下：

项目经理：负责组织冬施准备落实及冬施实施情况的检查，
并负责监督检查冬施期间的质量安全措施落实情况。

技术人员：负责冬施技术措施的编制、审核工作，并负责监
督检查冬施各项技术措施的准备及落实。

3.进入冬期施工前，对掺外加剂人员应学习本工程范围内的
有关知识，明确职责。

4.冬期施工期间，应密切注意和掌握天气预报和寒潮、大风
警报，以便及时采取防护措施。

5.2技术准备

冬季施工前制定技术措施，结合工程特点进度情况编制好冬
期施工技术措施，针对本工程特点制定冬季施工重点分项工
程的技术措施。

5.3现场准备

1.根据实物工程量提前组织测温计等有关机具、防冻剂等材
料进场。

2.冬施期间，空压机、锚杆钻机等设备的防冻保温工作按动



力机械系统冬施措施贯彻执行。

六、冬季施工的技术要求

1.钢筋在运输和加工过程中要防止撞击和刻痕。

2.当雪天、风速超过5.4m/s（3级风）时进行焊接作业，应采
取遮蔽措施，焊后为冷却的接头不得碰到冰雪。在负温下施
工时，对气源设备应采取保温防冻措施。

七、冬季施工质量及安全保证措施

加强冬季施工组织领导和冬季施工管理工作，落实责任制，
建立冬施质量体系。项目经理部要设置专人收看当天或近期
天气预报，根据气温变化采取对策，保证冬施顺利进行。各
分项工程的冬季施工质量及安全保证措施如下：

1.花管、钢绞线不得有冰、霜和冻块。

2.湿作业锚索施工时，钻孔过程中排出的水要组织定向有序
排水，不得泛流，冻结土体。

3.混凝土喷射作业需外加防冻剂，确保工程施工质量。

4.钢腰梁的加工场地和堆放在场地应平整密实，防止因冻融
产生地面下沉，造成钢腰梁弯曲。

5.安装钢腰梁之前，应清除上面的积雪积冰。

八、安全消防措施

1.冬期前后，对现场的施工设备应进行经常检查维修，做好
防冻防寒工作。

2.现场供电要有专人管理，按规定作好电气设备的接地、接



零。现场所有电器设备必须由专业电工负责安装、接线、维
修等。

3.各种动火照明电线不得使用破线或绝缘不良的电线，线号
要符合安全用电量。

4.电线进入工作现场与物体接触应架设牢固，不得松动，防
止风刮磨擦起火。

5.安全人员应对施工人员加强冬期施工的安全教育工作。

基坑槽钢支护套定额篇三

深基坑支护是对地下结构的施工安全以及基坑周边环境安全
所实行的保护措施，通过支挡、加固和保护对深基坑的侧壁
和基坑的周边进行防护，是近年来城市高层建筑的中常见的
一种新型实践工程学理论，尤其是如今城市建筑数量不断增
加，相邻工程的深基坑支护形式也有着互相影响的作用，因
此对于深基坑边坡的支护需要特别重视，避免边坡事故。本
文主要围绕深基坑边坡支护的设计方式、施工方法和维护管
理方法进行阐述，加深对深基坑边坡支护的认识，提升其安
全性和合理性。

由于深基坑边坡支护工程通常应用于城市的中高层建筑，而
目前我国的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土地利用率也在逐步增
加，因此相邻工程的深基坑距离通常较近，所以施工的安全
性成为其中尤为重要的问题。其次则是需要依据工程设计的
要求，首先保证工程质量，其次保证工程设计的成本优化和
施工效率的优化。可以将施工过程分为三个大的步骤来进行。

首先，勘察施工场地的情况，尤其是了解地下管线的分布，
对于现场的支护段界限进行了解，并对施工基坑的情况进行
调查，收集场地的土质情况，结合勘察报告总结场地的地下
水层状况。



其次，确定工程的具体施工步骤，通常按照钢管桩施工和后
期的土方开挖、锚杆和混凝土施工。喷锚的施工阶段可以与
土方开挖相结合，在将土方开挖深度进行大致的层级划分后，
依据实际的开挖情况安排具体的锚杆排距，而喷锚的施工需
要在喷锚工作面成形后第一时间进行，避免深基坑的边坡受
天气等外界因素的严重影响。一般在施工的过程中，依据土
方开挖的层级进行施工，喷混凝土施工的时间应当尽量与水
泥浆的强度成形状况相联系。

最后，在施工的后期，要通过适当的监测系统来进行现场的
位移和沉降情况的监测，并在土方开挖的层级加深时进行实
施的土层状况调查，在监测的过程中要支护桩顶部水平位移、
支护桩深层位移、竖向沉降值等等，在出现一些相对较大的
数据变动时，要及时寻找并发现影响因素，例如土层状况、
水土合力作用等，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证施工的效果和
安全性。

基坑的支护施工主要分为钢管桩施工、土方开挖、预应力锚
杆施工和普通锚杆施工四个部分。

钢管桩的施工主要集中在基坑边坡上，尤其是与电缆相交出
的支护和加固，通常的施工工序是先进行孔位制定，然后在
制定的孔位上实施钻孔，在钻孔机开始施工前要先对垂直度、
机位等进行细致的调节，从而保证与孔位的严格吻合，钻孔
完成后进行下管、清孔、灌浆、补浆等一系列施工后确定根
桩，其他根桩同样按照次步骤来进行。钢管桩通常采用110钢
管，在施工前对钢管底部进行处理，保证出浆孔的正常。管
内采用压浆，水灰比例应在0.50左右，灌浆时的浆压应维持
在0.7mpa左右，避免气体等的混入，最后可以通过补浆来进
行加固。

土方的开挖应当提前确定出大致的开挖层级，通常在开挖前
将每2m确定为一个挖深层级，即分段式开挖。挖掘过程与边
坡锚喷要求互相配合，保证机械开挖距符合实际的施工要求。



并且在每个层级的开挖结束后进行及时的清土作业，保证施
工场地的正常运行，及时的采用运输车辆对挖出的土方进行
外运，尽量使用自卸车在基地内进行土方的外运。

预应力锚杆的施工是与其结构直接相关的，预应力锚杆本身
对于支护的机构起到支挡和土层稳定的作用，通过穿孔的滑
动面将钢筋固定在土层中，再借助钢筋的拉伸形成一定的回
弹力，从而对土层加固，形成支挡结构。其具体的施工工序
应当首先进行平台的架设，在确定打孔位置后调整钻机的位
置和角度，之后的施工过程与钢管桩的施工过程较为类似，
差别仅在于最后的张拉锁定处理，这是预应力锚杆施工的关
键，也是其支挡作用形成的关键，因此在设计之初应当合理
的估算预应力的损失，从而调整应力，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还可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补偿张拉，因此在封孔时可以考虑
采用沥青等防渗材料来进行。

常规锚杆的`作用就是对土层进行常规的拉伸加固，其一端连
接工程建筑，另一端深入土层，在深基坑的支护中起到侧面
的加固和牵拉作用，其基本施工步骤与预应力锚杆的施工过
程类似，但在施工的最后也需要通过压浆、补浆等方式保证
其应力标准。

深基坑边坡支护的施工管理及维护主要集中在后期的测试和
安全维护两个重要的方面。在监测方面，应当注意将监测过
程全面覆盖到工程施工直至工程完工，借助信息化的管理和
监测系统，对于土层结构、土层受力情况、土层变形情况，
对周围土层形成的结构位移、沉降、受力等情况进行适时的
分析，在沉降和位移监测上要借助专用的精密仪器进行测量，
从而保证监测数据的准确性，还要加入人工监测，保证对于
明显的土层和深基坑周边影响的及时发现。在发现问题后，
要及时的对于沉降、位移等情况进行分析，从而调整施工方
法，保证工程的总体效用。

总结学者的研究经验可以发现，深基坑的安全威胁主要存在



于土体内的水位变化，可以通过土钉混凝土面层的隔水作用
降低对基坑边坡的影响，或者通过打泄水孔来进行泄水处理。
另外要注意天气等因素的影响，避免在雨水较为集中的季节
施工。在整体的施工规划中，要严格进行开工前的障碍物清
理，树立施工标示，在机械施工的过程中，明确操作规范，
并要求现场常驻专业的指挥员，在深基坑施工工地周围设防
护栏，并保证防护栏的稳固，避免滑移，还要尤其注意地表
水向施工基地的渗漏或者流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工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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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坑槽钢支护套定额篇四

摘要：为了保证施工安全及质量，对开挖深度超过5m
（含5m）、开挖深度虽未达到5m，但地质条件、地下管线、周
边环境复杂的基础工程施工，须进行安全设计，编制基坑支
护安全专项施工方案。本文在分析基坑支护工程实施过程中
常见危险源的基础上，对其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进行了
探讨。

关键词：工程安全与质量；危险源；专项施工方案



1基坑支护工程实施过程中的危险源

为了保证超高、超大工程建设项目地下结构施工质量和基坑
周围环境的安全，从技术角度对基坑侧壁及周围环境采取的
地下水控制、支挡以及加固保护措施称为基坑支护。基坑工
程开挖前，必须全面调查基坑周边建筑物、构筑物、工程地
质水文条件、地下管线等环境情况，进行基坑设计，制定降
排水方案，防止基坑开挖、维护、使用环节安全危险源发生。
危险源的分析贯穿于基坑工程全过程，包括资料收集、地质
调研、数据计算、施工图设计、项目实施、监测控制等环节。
常见的危险源如表一所示。

2基坑施工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原则

该是施工单位已经具备的条件，或者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有
可能争取实现的。这一原则，客观上要求项目部在制定专项
施工方案之前，必须掌握主客观情况，认真、深入地进行调
查研究工作，收集整理工程现场资料，进行反复对比分析、
试验论证。只有这样，编制出来的方案才切实可行，才能用
于指导施工。

2.2确保工期，按时交付能

否按规定的期限，保证工程特别是重点工程按期或者提前完
成，尽早发挥投资效益，关系到工程项目投资效益的好坏。
因此，基坑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要求工程项目在规定的时间内
竣工，这客观上要求施工企业在编制专项施工方案时应充分
考虑工程量、现场施工条件、资源供应情况等因素，在组织
上统筹安排，均衡施工；在技术上，尽可能采用先进的施工
技术及施工经验，提高装配化、机械化、信息化施工管理程
度。

2.3坚持工程项目“安全生产、质量第一”



在进行基坑专项施工方案编制时，要充分考虑工程项目安全、
质量等因素，坚持安全施工的前提下，质量达标。在提出施
工方案时，要充分采取有利于安全、质量的技术组织措施，
使专项方案符合安全质量规范要求。不考虑安全、质量的专
项方案，其他方面再优秀都是不可取的'。

2.4工程投资费用最低

编制基坑工程专项施工方案时，在满足其他条件的同时，还
必须使方案经济合理，以便增加投资生产效益。这客观要求
在方案编制过程中，尽量采用降低费用的一切可行措施，从
人力、物力、材料、机械、间接管理费用等各方面着手，发
掘潜力，力争费用最低。以上几点是一个有机统一整体，在
编制专项方案时，必须通盘考虑，做到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质量达标、进度合理、费用最低，只有这样的方案，才是可
行的。

基坑槽钢支护套定额篇五

2.规范引用

3.概况介绍

4.周边环境

5.方案设计

明确控制点具体位置，引测方法。分段情况及分段距离、明
确主要断面支护情况及土质分层情况；补充基槽内集水坑、
排水沟设置平面图，明确集水坑设置数量。

6.管理机构

分项工程的责任分工；明确主要管理目标。如专项施工方案



的编制、审批、论证、交底、检查、监督、验收及边坡监测
等。

7.施工部署

8.施工工艺

如果设计有，明确钢管桩、腰梁、冠梁相关内容。验收程序
及相关要求，补充质量验收标准

9.材料准备

明确主要材料工程量及质量要求

10.安全施工

确保人员上下安全施工通道位置做法。季节性安全施工措施。

11.基坑监测

由建设单位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按规范要求补充我
方可进行的巡视检查内容。明确巡视责任人、时间及相关要
求，执行《建筑基坑工程检测技术规范》（gb50497-20xx）。

12.应急救援

明确应急救援路线，图示清楚。

13.附图

现场施工平面布置图、支护平面图、剖面图；监测点位置；

14.其他

方案不能滞后。有的方案里面写的分项工程开始时间已经在



审批之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