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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础的基础是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主要功能是承载建筑物的垂直载荷。如果施工项目的施工没有严格控

制基础施工,基础质量得不到保证,整个工程的质量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基础质量也会很差,结算就会发生,导致建筑物墙壁开

裂和整个建筑物的结构强度。性衰退,一旦发生微弱的地震,建筑物将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对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构成巨大威

胁。因此,要高度重视建筑物的基础施工,严格按照相关的基础施工技术标准,规范施工作业过程,保证施工项目基础的施工质

量。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建筑工程基础的主要特点,探讨了建筑工程基础的常用处理方法和处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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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地基基础质量是建筑工程建设顺利实施的关

键,尤其是软土地基的处理,因此为了保障建筑工程地基基

础建设的顺利进行,以下就建筑工程地基基础常见的处理方

法进行了探讨分析。 

1 建筑工程地基基础的主要特征分析 

建筑工程地基基础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1 复杂性特征 

中国幅员辽阔,地质条件差异很大。一些地区的地质表

现出各种土壤的混合状态。再加上中国许多地区的频繁地震,

这将对建筑工程的基础产生更大的影响。鉴于基础工程施工

的复杂性,一旦施工项目基础施工期间的勘察设计工作不明

确,将对施工影响较大,施工质量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1.2 隐蔽性特征 

建筑工程地基基础施工流程十分复杂,而且要求每个流

程之间要实现良好的衔接。但在建筑工程地基基础施工中存

在较强的隐蔽性,给施工质量检测带来较大的难度,因此需

要强化对施工中每个环节的质量监督,有效地提高隐蔽性工

程施工的质量。 

2 建筑工程地基基础常见的处理方法分析 

建筑工程地基基础常见的处理方法主要有： 

2.1 用替换垫法分析 

更换缓冲技术是去除软土地基下层的湿软土层,然后更

换材料,具有永久变形和稳定的性能,更换后进一步紧凑。在

施工过程中,可采用砾石,建筑垃圾等材料代替垫层；垫层在

软土地基上的应用可以有效提高施工项目软土地基的承载

力,也可以促进软土压实。压出形成凝固形状是处理暗孔的

最佳材料。应采用砾石土进行缓冲,以掌握压实的致密性和

厚度；该替代缓冲方法具有施工周期短,成本低,操作简单的

特点,在施工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 

2.2 强有力的方法分析 

采用强夯法处理软土地基工程最常用的方法之一是砰

击力较大,深度加固较深。强夯法是现阶段基础施工中最快,

最有效的软土地基加固方法。运行过程主要适用于建筑垃圾

倾倒区和大孔隙碎石土软土地基。适用于湿陷性黄土,低饱

和度粉质土等软土地基,但不适用于软土地基,如淤泥质软

土地基和高饱和度粘土。在处理软土地基时,采用强夯法不

仅可以提高软土地基的刚度,而且可以快速加固和稳定施工

的软基,对湿陷性和液化状态有效。软土地基。去除地面有

效地减少或避免了软土地基问题的发生。 

2.3 地面排水方法分析 

排水法在基础工程施工中的应用可以有效地排出软土

地基中的水分。通常需要根据施工项目软基的状态和面积等

实际情况,采用排水法处理软土地基,即有效排出软土的水

分。通过在排水沟的纵向和横向挖掘盲沟,从而增加软土地

基的强度。盲沟排水可采用化学方法去除和吸收水分,从而

有效去除水分。 

2.4 桩基处理方法分析 

桩基适用于施工基础的施工。可湿性黄土层的厚度不小

于 10μm,上部结构的结构和结构大而集中；高层建筑,严格

限制整体倾斜度；对不均匀定居有严格的限制。对于主要承

受水平荷载和上拉力的 A 级建筑物和塔式设备等建筑物,应

从完全消除湿陷性的角度选择桩基础。具有湿陷性黄土场地

的桩基桩端必须穿透湿陷性黄土层,应满足下列要求：在非自

重湿陷黄土场地,桩端应采用低压缩性非崩塌黄土支撑。在图

层中；在自重可折叠黄土场地,桩端应支撑在可靠的岩石(或

土壤)层中；在选择桩的类型时,应根据工程需要,场地湿陷

型,湿陷性黄土层厚度,桩基端承载层的土壤状况,施工条件

和场地周围环境进行确定。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的确定应

根据规范要求确定,并应在现场通过单桩竖向承载力的静载

试验确定。 

3 建筑工程地基基础的处理要点分析 

3.1 施工现场调查点 

中国不同地区的地形和地质条件不同。因此,在软土地

基施工过程中,有必要对整个项目区进行调查,既要充分了

解当地的地质条件,又要掌握当地的水文条件,提供可靠的

施工。引用。同时,在对当地地质和水文条件进行调查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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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防止施工区域的软土地基缺陷,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不

必要的事故。 

3.2 制定施工处理计划的关键点 

软土地基现场勘察完成后,有必要根据数据显示进行设

计,形成科学的施工方案。在设计方案时,要求相关设计人员

对调查报告进行研究,全面掌握数据情况,并以报告为参考。

要准确计算出参数的推荐值,特别是软土地基承载力数据,必

须全面准确。需要将实际实际土压力的计算与工程测量报告

进行比较。如果存在偏差,则需要再次进行真实性测试。执行

负载测试并验证实际数据。在进行整体施工进度时,相关施工

人员必须承担全部责任。在施工前,有必要对软土地基的类型

进行比较,并对软土地基承载力的科学设计进行综合评述。如

果施工中有严重的软土。如果需要基础沉降现象,有必要立即

停止分析,将结果报告给相关单位,并采取科学的解决方案,

防止软基不稳定对建筑物上部造成严重破坏。同时,它可以防

止伤亡的发生。确保施工的整体安全和效率。 

3.3 地基施工处理要点分析 

本文结合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对其施工技术要点进行分

析,具体表现为： 

3.3.1(打)压桩施工技术要点分析 

第一、(打)压桩施工前的技术准备要点：首先对桩身质

量进行全面检查,测量管桩的外径、壁厚、桩身弯曲度等有

关尺寸,并详细记录,发现桩身弯曲超过规定或桩尖不在桩

纵轴上的不宜使用；桩的堆放、吊运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

行。其次施工前应对桩位下的障碍物进行清理,必要时对每

个桩位采取钎探方法查明。地质条件复杂的地区如岩溶地区

应对桩端持力层进行探明,预先处理。再次保持场地平整坚

实,有排水措施,为防止桩机下陷而造成桩身倾斜、桩机挤压

导致桩位偏移等影响施工质量问题及施工安全隐患,必须对

施工场地进行局部回填平整,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地基承载

力,使其达到打(压)桩施工要求。桩机行走或施打过程保持

机身稳定。最后制定有效的压(打)桩路线,并根据桩的入土

深度,宜先长后短、先高后低,若桩较密集,宜采取“先中间

后两边”的措施进行压桩(打桩)施工。防止压桩机侧向挤压

已完成的管桩。第二、(打)压桩施工中的技术要点分析。首

先发现桩不垂直应及时采用正确的纠偏措施,桩压入一定深

度发生严重倾斜时,不宜采用移架方法来校正。其次接桩时

要保证上下两节桩在同一轴线上,接头处应严格按照操作规

程施工。第三、(打)压桩施工后的技术要点分析。首先土方

开挖应沿桩周边分层均匀进行,防止土体侧压力在桩身上产

生附加弯矩而导致桩身偏斜或导致桩身断裂。其次当基础埋

深较大时,桩身完整性检测应在基坑开挖至基底标高后进行。 

3.3.2 管桩焊接施工技术要点分析 

第一、对接前上下端板表面应采用铁刷子清刷干净,坡

口处应刷至露出金属光泽。第二、接桩时焊缝应分层施焊,

第一层焊完后必须把焊渣清理干净,方可进行第二层施焊,

焊缝质量要保证连续、饱满,不得有咬边、弧坑、气孔、夹

渣等缺陷,焊完后应将焊渣敲干净后检查焊缝质量；重要工

程应对电焊接桩的接头做 10%的探伤检查。第三、焊接好的

桩接头应严格按规定要求满足停歇时间后,才能继续沉桩,

停歇时间宜大于 8min；严禁用水冷却或焊好立即施打。第

四、采用四点对称焊接固定,不少于两人同时对称施焊；下

节桩的桩头处宜设导向箍,接桩时上下节桩段应保持顺直,

错位偏差不宜大于 2mm。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础工程施工受地下影响。 如果基础施工质

量不严格控制,将严重影响整个施工项目的质量,甚至导致

建筑物墙体开裂,特别是软土地基。 为确保建设项目基础施

工的顺利实施,有必要加强对建设项目基础施工基础施工处

理技术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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