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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基坑施工降水造成临近建筑物不均匀沉降的

诊治及监测技术

侯海清， 付　强
（珠海市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站，广东 珠海 ５１９００２）

摘　要：因临近深基坑施工降水，导致珠海香洲区第一小学高年级校区二期综合楼与教学楼发生不均匀沉降，从而
引起墙体开裂、楼体倾斜，通过有针对性地采取了回灌措施，并对施工过程进行了监测，取得了较好的处理效果。
介绍了处治方案，分析了监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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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需诊治的建筑物概况
珠海市香洲区第一小学高年级校区位于珠海市

香洲区情侣路西，乐园路北，东面距海约 １００ ｍ，属
滨海海岸地貌。 该校区二期综合楼及教学楼约于
１９９８年初建成使用。 二期综合楼为框架结构，层数
为 ４层，教学楼为框架结构，层数为 ６层。 二期综合
楼与教学楼连接处设置有沉降缝。 由于场地内二期
综合楼不均匀分布的老船厂基础（埋深约 ４ ～６ ｍ）
和建筑垃圾，给基础施工造成极大困难。 经查证，香
洲一小二期综合楼没有采用预制管桩或沉管灌注

桩，而是采用木桩砂垫层柱下条形基础，另外连接的
教学楼为预制管桩基础。

2　工程地质概况
二期综合楼建筑基底共分布了 ４个勘探孔。 钻

孔揭露，场地内自上而下分布有：第四系全新统人工
填土；全新统海陆交互相沉积的粘土质粗砂、粉质粘
土、粘土质砾砂、粘土及粘土质粗砂、第四系更新统
残积土；燕山期全、强风化花岗岩。 地基土按工程地
质性质分层，特征分述如下：

①人工填土，褐色，松散，湿～饱和，主要由海相
混砂填成，夹有少量大小不等的砖块、岩块、砼块，其
中 ２个勘探孔见老船厂基础，由中、微风化花岗岩和
混凝土构筑而成，埋深 ４畅３０ ～５畅９０ ｍ，厚度 １畅６０ ｍ，
钻进、击实困难，人工填土层厚约 ５畅４５ ｍ；

②粘土质粗砂，灰黑、灰、褐红色，稍密，饱和，级

配较好，磨圆较差，砂成分为石英，泥质不均，层厚约
４畅４８ ｍ；

③粘土，褐红、灰白色，饱和，可塑，土质不均，层
厚 ４畅４８ ｍ；

④砾砂，褐黄、灰白色，稍密～中密，饱和，级配
较差，磨圆差，砂砾成分主要为石英，砾约占 ２５％ ～
５０％，底部泥质增多，土质不均，层厚 ５畅０ ｍ；

⑤砾质粘性土，灰白、浅黄、褐黄及棕红斑杂，饱
和，可塑～硬塑，花岗岩风化残积而成，原岩结构尚
存，除石英外矿物全部风化成土，层厚 １６畅０ ｍ；

⑥全风化花岗岩，褐黄，湿～饱和，原岩结构较
清晰，层厚 ８畅５５ ｍ；

⑦强风化花岗岩，褐黄，灰白斑杂，湿～饱和，原
岩结构清晰。

3　水文地质概况
场地地下水主要赋存于海陆交互相沉积的粘土

质粗、砾砂层及全、强风化花岗岩中，属孔隙～裂缝
水，水量较丰，水位埋深 ０畅８５ ～１畅３０ ｍ。 受大气降
水及海水侧向补给，与海水水力联系密切。

4　险情情况
２００７年 １月，二期综合楼地基出现不均匀沉降

导致的险情：
（１）二期综合楼与教学楼沉降缝连接处 ２４０ 砖

墙开裂，裂缝由上而下，高度为连接处全高，宽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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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３ ｃｍ不等；
（２）室外地坪明显下沉；
（３）地基不均匀沉降有继续发展的趋势，二期

综合楼整体倾斜加大，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实测整体
倾斜为 ０畅００３（倾斜指基础倾斜方向两端点的沉降
差与其距离的比值），距离规范允许值 ０畅００４仅一步
之遥。

5　沉降原因及处理措施
5．1　沉降原因

二期综合楼发生沉降及开裂的原因是邻近的万

科金域蓝湾基坑（深度为１０ ｍ）及恒福阁基坑（深度
为 １０ ｍ）开挖降水。
5．2　处理目的

对建筑物周围设置的地下水回灌系统，要求回
灌后场地地下水水位恢复到正常状态水位，不小于
室内首层地面以下 ２畅０ ｍ，以减缓因相邻基坑施工
抽水而产生的地基不均匀下沉。
5．3　处理方案

（１）回灌井井径 １６０ ｍｍ，井管直径 ６３ ｍｍ（ＰＶＣ
管），总管直径 ９０ ｍｍ（ＰＶＣ管）。

（２）回灌井深 １０畅０ ｍ，滤水砾料厚约 ５０ ｍｍ，规
格为饱５ ～１０ ｍｍ。

（３）井点设置原则：沿建筑物外围布置一圈，形
成封闭的回灌井帷幕，布井间距在 ２畅０ ～４畅０ ｍ，靠
近万科基坑和恒福阁基坑的教学楼东北角和西南角

应密布井点，背离的地方应稀布井点。 重点回灌综
合楼区，密布井点，但教学楼区为摩擦桩基，必须回
灌水，可稀布井点。

（４）回灌水时，初开始回灌水应同时进行，等到
回灌水位达到原自然水位高度后可选择性回灌。

（５）回灌恢复水位在地面下－２畅０ ｍ。
5．4　监测项目及监测指标要求

（１）监测项目为沉降观测、水位监测、裂缝观
测。

（２）沉降观测的要求：共设置 １６ 个沉降观测
点，开始每天观测一次，连续观测 ３ 天，此后每一周
观测一次，连续观测 ２个月，直到建筑物沉降达到规
范要求稳定为止。

（３）沉降观测指标：相邻柱基沉降差≯０畅００２L
（L为柱基中心距离）；整体倾斜≯０畅００４。

（４）水位孔监测指标及要求：建筑物两端及中
间应各布置一个观测点，另外再沿建筑物与两个基坑
最近点连线布置间距 ３０ ｍ左右的观测点，回灌后场
地地下水水位恢复到正常状态水位，不小于－２畅０ ｍ。

（５）裂缝观测指标：梁板柱裂缝宽度≯０畅３ ｍｍ。
沉降观测点、水位观测点及回灌井的布置见图

１、图 ２。

图 １　沉降观测点布置图

图 ２　水位观测点及回灌井设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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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监测成果及分析
6．1　沉降观测成果

图 ３ ～６为沉降观测 t －s曲线，图 ７为回灌水量
日期－回灌水量曲线。
6．2　水位观测

水位观测成果见图 ８。
6．3　监测成果分析

经过以上处理措施后，从监测成果可以判断，场
地的地下水位基本回升到正常水平。 万科金域蓝湾
基坑施工接近±０畅０００，恒福阁基坑加强了止水帷幕
的处理，加快了施工。 两个邻近的基坑对二期综合
楼及教学楼的影响日趋减缓。 回灌水于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９日停止，在此后实测沉降量为零。２００７年４月

图 ３　１ ～４ 号沉降 t －s曲线

图 ４　５ ～８ 号沉降 t －s曲线

图 ５　９ ～１２ 号沉降 t －s曲线

图 ６　１３ ～１６ 号沉降 t －s曲线

图 ７　回灌水量日期 －回灌水量曲线

图 ８　水位观测成果图

３０日实测二期综合楼的整体倾斜纠正为 ０畅００２，符
合有关规范要求。 二期综合楼及教学楼连接处进行
了处理，主体结构未发现新裂缝，原有裂缝没有继续
发展。 实测数据表明，二期综合楼及教学楼的处理
措施是有效的，在费用较少的条件下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7　结语
从该工程实例可以得到启示：目前城市开发的

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深基坑工程出现，为了避免不
必要的损失，在基坑施工前应搜集齐全邻近建筑物
的资料，采取适当有效的措施，防止工程事故发生；
若深基坑周围存在类似本文中的建筑物，采用本处
理方法及相应的监测方法，则可以得到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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