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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不断发展,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规模、深度与广度日益加强,锚桩作为大直径水泥土桩体,与普通锚索相比,具有锚固体直径大,

承载力高,位移控制效果好等特点。结合实际工程分析,重点讲述在锚桩施工过程中的问题和难点,并通过对基坑实时监测,分析基坑变形效果,

结果表明该体系满足基坑安全要求,且经济性强。 

[关键词] 深基坑；锚桩；基坑监测 

 

引言 

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发展不断完善,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规模、深度

与广度日益加强,导致基坑工程规模不断加大,深度不断加深
[1-4]

。对基坑

工程的设计理念与施工技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过这么多年基坑工程的

不断发展和完善,涌现符合适合我国国情实用的基坑设计方法。本文讲述

针对软土地区,选用合适的支护体系,既能保证基坑变形要求,又能保护周

边环境或者地下管线,同时还能保证整个基坑工程造价经济性。 

锚桩支护是一种大直径水泥土桩体与传统锚索相结合的新型支护结

构。利用旋喷钻机按一定角度在土中成孔,在成孔过程中,喷射水泥浆,充

分搅拌形成桩体,并将钢绞线带入桩体,从而形成锚桩
[5-6]

。该体系因经济

性好,在江浙等软土地区使用广泛。 

1 锚桩的优点 

在软土地区的深基坑中,锚桩体系具有以下优点： 

1.1经济性强。与传统的内支撑体系相比,因减少很多内支撑和立柱,

工程造价可节省30%左右。同时,锚桩体系内基坑内空旷,挖土造价低。 

1.2工期短。锚桩体系基坑内空旷,挖土作业面好,能显著提高基坑施

工的工期。 

1.3能有效约束变形。锚固体直径大,能有效降低土体应力水平,减少

锚索塑性变形,通过预张拉,能有效控制围护变形。 

1.4改善围护墙体的受力条件。通过多排锚桩对软土的加固,减少作用

于围护墙体的土压力,同时多排锚桩对围护结构的多点约束,可减少作用

于围护墙体的弯矩,改善围护结构的受力条件。 

2 工程实例 

2.1工程概况。华卓总部商务大楼及秀湖总部商务楼,位于浙江嘉兴市

秀洲区新塍塘路北侧,秀港路西侧,外港路东侧,主体结构由1幢10层办公

楼、1幢11层办公楼、1幢15层办公楼、1幢16层办公楼、1幢18层办公楼、

1幢21层办公楼、2幢4层办公楼组成,地下整体设置两层地下室。基坑近似

矩形,基坑东西向长约232.2m,南北向长约148.5m,地下室基坑开挖深度约

10.8m,基坑周长约738.5m,基坑面积约32843.0m
2
,局部集水井及电梯井落

深1.5-3.6m。 

2.2周边环境。基坑东侧：基坑边线距离用地红线约4.7~23.8m,红线

外为秀港路,秀港路上有通信、燃气、污水、雨水、给水、电力管,基坑边

线距离通信管约5.5m、距离燃气管约6.7m、距离污水管约10.2m、距离雨

水管约23.2m、距离给水管约26.7m、距离电力管约27.9m；基坑南侧：基

坑边线距离用地红线约6.4-18.4m,红线外为新塍塘路,路上管线未明；基

坑西侧：基坑边线距离用地红线约6.2-10.1m,红线外为外港路,路上有给

水管、通讯管、雨水管、污水管、电力管和给水管,基坑边线距离给水约

6.2m、距离通讯管约7.7m、距离雨水管约10.7m、距离污水管约19.7m、距

离电力管约22.7m、距离给水管约24.2m；基坑北侧：基坑边线距离最近用

地红线约3.5m,红线外为空地。 

2.3工程地质条件。拟建场地位于长江三角洲冲海积平原,场地第四系

覆盖层主要以冲海积、海积的粘性土、粉土等组成。在基坑开挖影响范围

内的土层物理力学指标如下表： 

表2-1  土层物理力学指标 

 

3 基坑支护结构设计 

3.1围护剖面设计。(1)围护桩体系：本工程基坑开挖深度普遍为10.8m,

基坑面积约32843.0m²,面积较大,采用 ∅ 850@1200三轴搅拌桩内插

H700×300×13×24型钢。普遍区域型钢长度18m,型钢间距1.2m,三轴搅拌

桩采用42.5普通硅酸盐水泥,水泥掺量20%。 

(2)拉锚体系：对于10.8m的基坑,本次采用三道∅400@1800的锚桩。第

一道锚桩倾角30°,内置3-∅15.2预应力钢绞线,锚桩长度16(18)m间隔布置；

第二道锚桩倾角30°,内置3-∅15.2预应力钢绞线,锚桩长度15(17)m间隔布

置；第三道锚桩倾角30°,内置3-∅15.2预应力钢绞线,锚桩长度15(17)m间隔

布置。三道锚桩横向均以双拼25b工字钢腰梁连接。围护剖面详见图1： 

(3)降水措施：基坑开挖影响范围内的土的渗透系数较低,本工程采用

真空管井的降水措施,降水井长度为1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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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围护剖面图 

3.2锚桩施工中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措施。本工程基坑开挖影响范围内

有③-1淤泥质粉质粘土夹粉土和③-2砂质粉土,对于③-1层具有含水量

高、孔隙比大、承载力低等特性,对于③-2层存在承压水的问题。同时基

坑周边管线众多,需避免锚桩施工与后期开挖对管线的影响。 

为有效减少锚桩施工中存在的问题,采取如下措施： 

(1)为减少锚固段进入第③-1层淤泥质粉质粘土夹粉土中,同时为拉

大锚桩与地下管线的距离,第一道锚桩的位置已由压顶梁位置下移1m。 

(2)本工程采用∅400@1800的锚桩,由于锚桩间距较小,可能存在较

大的群锚效应。本工程每道锚桩采用长短相间的布置形式,长锚索在原

有计算的基础上增加2m,锚头不在同一平面上,拉大锚头的间距,从而减

小群锚效应。 

 

 

图2  现场已开挖至坑底照片 

(3)在施工第二道锚桩时,位置处于第③-2层砂质粉土中,在锚桩施工

过程中,发现承压水不断涌出并带出泥砂。为防止泥砂不断涌出而引起周

边道路的塌陷,在第二道锚桩预成孔过程中,针对③-2砂质粉土层,由于其

层厚约1.8m,拟采用人工结合镐头机插入钢管隔离的措施。钢管规格为

219*6的焊接钢管,长度4m,钢管插入角度与锚桩一致,钢管插入至下层④

-1粘土层不小于1m。钢管外侧与三轴搅拌桩之间缝隙采用瞬凝水泥+麻丝

进行封堵,从而切断承压水沿着锚桩自由端涌出并带出泥砂。 

根据最终施工现场反馈信息,通过合理的设计和施工措施,基坑变形、

周边管线、周边道路沉降处于安全状态,现场照片如图2： 

4 基坑开挖的实测与研究 

本工程基坑开挖深度10.8m,属于深基坑工程,且基坑面积较大,施工

周期较长,为防止在基坑施工过程中出现重大事故,对基坑的监测尤为重

要。监测内容包括：①、围护桩顶部水平、竖向位移；②、围护桩深层水

平位移；③、周边道路沉降；④、坑内外水位；⑤、管线位移；⑥、锚桩

轴力。 

4.1围护桩顶部水平、竖向位移。本工程于2019年3月15日施工第一道

锚桩,在后续开挖至坑底过程中,围护桩桩顶水平位移最大值在41.8mm(发

生在阳角区域),竖向位移在20mm之间。其余区域桩顶水平位移在35mm左右

之间,对于10.8m的深基坑,相对是比较稳定的状态,满足国家标准《建筑基

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2009)对变形的要求。 

4.2围护桩深层水平位移。通过侧斜管测量结果,围护桩的最大位移在

桩顶处,锚桩的支护形式属于多支点拉,上下两道锚桩的间距相对较近,且

在预拉过程中施工预应力,同时,本次锚桩的锚固段土质较好,因此整个基

坑深层水平位移的最大值为41.8mm。围护桩深层水平位移如图3： 

 

图3  围护桩深层水平位移随深度变化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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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会和谐发展是我国现今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社区已成为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社区能否谐发展关乎到

社会的和谐发展,而现在社区管理过于笼统和粗化,需要借助物业管理实现管理的具体和细化。通过模式创新以及持续发展将物业管理融入社区

管理中,利用物业管理这一相对成熟模式提升社区安全,尽可能创造和谐社区。文章首先分析了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的现状和关系,然后对社区

管理与物业管理的融合创新模式进行探究,以供参考。 

[关键词] 社区管理；物业管理；融合创新 

 

1 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1.1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的区别 

社区以及物业作为城镇居民的日常基层服务单位,其管理工作的有效

开展在内容和方式方面有着一定的相同点和不同之处。在社区管理与物业

管理工作的开展在管理对象方面基本一致,都是某一管辖区域范围当中的

全体社会居民。在管理工作开展目标的设定方面,社区与物业相应管理服

务工作的开展,都是为了为广大社会成员获得稳定幸福的生活提供强有力

的客观发展保障。在管理手段上,不管是社区基层服务组织还是物业的社

会性服务单位,都要与时俱进的通过各种各样各不相同的管理手段,力求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优质化的管理和服务。 

1.2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的区别 

社区管理工作的开展为求能够更好的实现广大社会成员日常生活步

调的安定,而物业管理工作的开展则是为了能够在实现小区居民生活和谐

的同时,尽可能最大限度的提升物业公司自身开设经营的社会经济收益水

平。相比物业管理工作开展的覆盖范围,社区的管理覆盖面积更为广阔,

管理工作涉及到的内容更加多样复杂。 

1.2.1性质不同。社区管理是一个综合性管理,它是居委会对社区服

务、卫生、治安、综合治理等实行组织领导、综合协调、执法检查等活动,

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对象主要是人。物业管理是以小区内的公共场

地及各类房屋、建筑的使用、维修和保养为核心的专业管理服务,它的对

象主要是物业。 

1.2.2成立目的不同。社区委员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委会

组织法》由民政部门统一管理的,并划拨一定的经费支持其运行,属基层群

众性自治组织,其成立主要是政府管理城市的需要。物业管理依据主要是

《物业管理条例》,归住建部门管理,主要是业主维护和管理所拥有物业的

需要,属商业化的服务活动,主要靠物业管理企业向业主提供常规服务、专

项服务、特约服务获得相应的物业管理服务费运转。 

1.2.3管理范围不同。在区域上,物业管理一般是以单个楼盘或住宅区

为单元,而社区管理是按照行政区域来划分的,通常一个社区中包含多个

住宅区或楼盘,所以,物业管理小区是组成社区的基础。在内容上,社区管

理和物业管理的管理内容都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但其综合性程度有所不同,

物业管理主要是围绕人的居住环境开展,而社区管理除居住环境外,包括

人的社会生活,如文教卫生、计生、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就业安置、流

动人口及环境治安等。 

2 当前我国社区管理与物业管理情况分析 

首先,我国社区管理的信息覆盖率较低,无法满足社区管理对信息的 

4.3锚桩内力。根据开挖过程中,实时监测锚桩轴力,第一道至第三道

锚桩轴力分别稳定在290KN,265KN,280KN,此三道锚桩轴力的设计值分别

为350KN,330KN,350KN,实测轴力比设计轴力小,认为本次锚桩承受的内力

处于安全范围内。 

4.4坑内外水位。基坑设置13个水位观测孔,总体情况在监测控制范围

内。在基坑东侧的2个水位观测孔在前期达到报警值。本项目第二道锚桩

从基坑东侧开始做,在施工过程中,承压水压力大,前期施工孔口未能堵住,

出现泥砂和水外流现象,导致坑外地下水下降过快。因此,在后期施工锚桩

过程中,遇到承压水层,已采取合理的封堵措施,从而避免出现涌水和涌砂

现象的出现。 

5 结论 

5.1根据实际施工监测情况,采用三道锚桩,能有效控制基坑围护结构

位移,从而有效控制周边道路的沉降及对周边管线的保护。 

5.2本工程基坑长边和短边较长,采用锚桩体系,比传统的内支撑造价

节约30%,且在施工过程中,锚桩体系内基坑内空旷,挖土造价低。 

5.3通过每道锚桩采用长短相间的布置形式,可有效减少群锚效应。 

5.4锚桩施工遇承压水区域,对孔口通过及时的封堵,可解决在高承压

水下,钻孔后基坑背后的水土流失问题。 

5.5综合分析,采用锚桩体系,通过合理的设计、施工工序安排、严格

基坑信息化监测工作,能确保整个基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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