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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介绍了广州地区基坑支护近年来的主要类型及其适用范围，并在分析选型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总结出设
计选型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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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经济形势的良好发展，广州地区的
工程建设也在迅猛增加，而且由于用地越来越紧张，
越来越多的工程向地下发展，地下室的深度和规模
都大大超过以往，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逐渐暴露，
一方面工程项目多，工期紧，另一方面广州地区本身
的地质条件就比较复杂，对基坑支护的设计、施工等
要求较高，因此难免会出现一些事故。 也正是基于
此，广州市建委规定了一整套完善的基坑审查制度，
严格从设计阶段开始把关。 本文结合以往的设计经
验，对广州地区的基坑支护措施进行归纳总结，以期
可以供大家借鉴和参考。

1　广州地区地质条件及基坑支护类型
1．1　工程地质条件

广州地区的地质情况比较复杂，按其岩性有花
岗岩、石灰岩、红层（砂岩或泥岩）之分，上覆土层也
复杂多变，软弱土层包括淤泥、淤泥质土等，强透水
的砂层等较普遍。 不同的地区地质条件差别极大，
而在同一地区地质条件也有很大的不同。 各主要土
层概述如下：

①人工填土，主要为素填土和杂填土，该层大部
分欠压实，局部压实；

②１淤泥质土层，主要组成物为粘粒及有机质，
具粘性，深灰色，灰黑色，流塑状，饱和；

②２淤泥质砂层，主要为淤泥质粉砂及淤泥质细

砂，灰黑色，松散，饱和，海陆交互相沉积；
③１冲积－洪积砂层，由冲积、洪积作用而形成，

主要为砾砂，其次为粗砂，灰白色、灰色，稍密 ～密
实，饱和，含砾石，含粘粒；

③２冲积－洪积砂层，以细砂和中砂为主，次为
粉砂，灰色，灰黄色，含粘粒及砾砂，饱和，呈松散状；

④冲积－洪积土层，由冲积、洪积作用而形成的
粘性土，包括粉质粘土、粘土及粉土组成，颜色一般
为棕红色、灰黄色、深红色、灰褐色，杂白色等，粘性
土呈可塑～硬塑状，粉土呈稍密～中密状，具粘性，
冲积－洪积土层中在不同地段含有砾砂及中粗砂
等；

⑤１残积土层，由残积作用而形成的粉质粘土、
粉土组成，粉质粘土以粘粒为主，粘性较强，粉土以
粉粒为主，棕红色、紫红色等，粉质粘土及粉土呈可
塑状态；

⑤２残积土层，由残积作用而形成的粉质粘土、
粉土组成，含有细砂、中砂、粗砂，局部含砾石，粉质
粘土呈硬塑～坚硬状态；

⑥岩石全风化带，岩石已风化成土柱状或土块
状，较密实、坚硬，岩石组织结构已基本破坏，但尚可
辨认，局部夹强风化岩块，岩石全风化带在可挖性方
面属于土层；

⑦岩石强风化带，矿物成分已显著变化，风化裂
隙较发育，岩心较破碎，多呈碎块状，岩质较软，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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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软化；
⑧岩石中风化带，岩石组织结构部分破坏，矿物

成分基本未变化，风化裂隙较发育，岩心较完整，呈
柱状或碎块状值，岩质较硬，岩石质量指标 ＲＱＤ 值
一般为－１０％～４０％，个别达 ８０％；

⑨岩石微风化带，主要由粉砂岩、粗砂岩组成，
局部夹泥灰岩、砾岩，中厚层状构造，岩石组成结构
基本未变化，有少量风化裂隙，泥质、钙质胶结，岩质
较硬，岩心较完整，一般以呈柱状为主，岩石质量指
标 ＲＱＤ值一般在 ３０％～１００％之间。
对于广州地区的基坑支护来讲，地下水是一个

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地下水位很高，基本接近于地
面，因此对它的处理措施得当与否也是决定基坑支
护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
1．2　基坑支护体系

广州地区基坑支护体系，概括起来包括人工挖
孔桩、钻孔灌注桩、地下连续墙、土钉墙、钢板桩、水
泥搅拌桩重力式挡墙等。 在围护型式上向多样化发
展，新近出现并且应用较多的还有预应力管桩围护、
ＳＭＷ工法。 近年来广州地区基坑支护的特点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地质条件以及周边环境的差异造成支护种
类的多样性，如基坑地质条件较好，周边环境简单，
采用锚杆和土钉支护，如地质条件较差，周边环境复
杂，对变形敏感，则采用地下连续墙等刚性支护体
系；

（２）由于施工条件的限制以及施工风险较大，
广州地区正在逐渐淘汰人工挖孔桩的工艺，详细规
定了禁止使用的条件，包括挖孔桩的极限深度规定、
使用挖孔桩地区软弱土层的极限深度规定等，并且
选用人工挖孔桩必须报建科委进行专项施工审查通

过后方可实施，因此选用人工挖孔桩支护的基坑逐
渐减少；

（３）由于广州地区基坑事故中 ７０％以上是土钉
墙支护引起，并且由于地下锚杆对其它已有建筑物
的危害以及对将来有可能的建筑物产生不利影响，
出于清除地下垃圾的考虑，土钉墙支护也不推荐使
用，对于桩锚支护体系也逐步推行可回收式锚杆
（索）；

（４）由于靠近珠江，地下水较丰富，基坑必须考
虑止水，现在的止水措施主要有地下连续墙的工字
钢板接头、搅拌桩以及旋喷桩等；

（５）对于基坑深度较大，需要采用内支撑体系
的基坑，广州市还规定了第一道内支撑必须采用钢

筋混凝土支撑，以增大基坑整体的支护刚度，大大减
少了安全隐患。

2　基坑支护实例介绍
2．1　钻孔灌注桩围护体系

海珠区机关新办公楼位于广州大道南东侧，首
层总建筑面积 １１９５０ ｍ２ ，场地内兴建包括党委政府
楼、办证中心、人大政协楼、大礼堂和会议中心等功
能建筑，为框架结构，楼高 １ ～１９层，下设二、三层地
下室，基坑最大深度为 １３畅９０ ｍ。
该基坑平面大体呈矩形，大小为 １５７畅２０ ｍ ×

９２畅２０ ｍ，基础为桩基，基坑深度为 ６畅９３ ～１２畅９０ ｍ，
基坑采用土钉墙支护和桩锚支护相结合，局部放坡。
该基坑西面临近广州大道，除东侧和东南侧地

势较低外，南侧、西侧、北侧地势均较高，南侧为空
地，东侧为菜地，西侧边线距广州大道人行道约
２７畅０ ｍ，人行道旁有 ２层商铺；基坑东北向有大小约
５１畅０ ｍ×６８畅０ ｍ 的水塘，３ 层地下室约有 ２／３ 都位
于塘中；基坑正北向为水塘，水塘与北向用地红线相
接，水塘角点距支护桩外边线约 １０畅０ ｍ；塘中有古
建筑需要保护，古建筑与塘边最小距离约 １８畅７０ ｍ，
与基坑边线最小距离约 ３７畅５０ ｍ。
本基坑岩土分层依次为：杂填土、细砂（局部孔

为中粗砂）、流塑状淤泥、软塑～硬塑状（粉质）粘土
泥岩、全风化～微风化泥质粉砂岩、粉砂岩。
地下水位埋深为 ０畅２０ ～２畅７５ ｍ，相当于高程

５畅３５ ～５畅９５ ｍ；砂层是主要的富水层位，水量较大；
粉质粘土（粘土）渗透性能差，属微弱含水层或相对
近似隔水层。
本基坑深度较大，不宜采用搅拌桩等柔性支护

结构形式。 由于地下连续墙支护费用很高，且本基
坑没有特殊的变形要求，因此，结合本场地基坑深度
范围内土质较软弱、有水塘、既有两层建筑物临近基
坑边线，并且有水塘位于基坑内的情况，本基坑支护
结构选定桩锚支护（见图 １）。
钻孔灌注桩桩径为 ８００ ｍｍ，两桩中心距为 ９００

ｍｍ，预应力锚杆杆体材料使用强度标准值 １８６０ Ｎ／
ｍｍ２
的钢绞线，锚具采用 ＯＶＭ系列挤压型锚具。 锚

索自由段为 ５ ｍ，自由段涂抹防锈漆后外包塑料波
纹管，沿杆体每隔 ２ ｍ设置定位支架。
围护桩砼强度等级为 Ｃ２５，冠梁砼强度等级为

Ｃ２５，腰梁砼强度等级为 Ｃ３０。 围护桩砼保护层厚度
为 ５０ ｍｍ，冠梁和腰梁砼保护层厚度为 ３５ ｍｍ。 围
护桩桩顶设置钢筋混凝土冠梁连接桩顶，冠梁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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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海珠区机关新办公楼基坑支护剖面图

尺寸为 １０００ ｍｍ×８００ ｍｍ。
预应力锚杆在锚固体和外锚头强度达到 １５畅０

ＭＰａ时逐根进行张拉锁定，张拉荷载为设计荷载的
１畅０５倍，稳定 １０ ｍｉｎ 后，退至锁定荷载。 锚杆孔内
采用３２．５Ｒ水泥按水灰比０畅５５ 配制水泥浆灌浆，灌
浆压力 ０畅５ ～１畅５ ＭＰａ，锚杆钻孔需比锚杆设计长度
长 ０畅５０ ～１畅００ ｍ。 土钉灌浆压力为 ０畅４ ～０畅６ ＭＰａ。
止水措施为：采用饱５５０ ｍｍ 水泥土搅拌桩，相

邻桩之间搭接 １５０ ｍｍ，形成封闭抗渗帷幕，水泥掺
量 １５％，水泥用量≮５５ ｋｇ／ｍ，水灰比为 ０畅５０。 搅拌
桩长依地层变化且以进入粘性土层≮０畅８０ ｍ。
表 １、表 ２ 分别为桩锚支护结构内力和位移计

算结果。

表 １　桩锚支护结构内力计算结果表

区段
编号

开挖深度
／ｍ

桩径
／ｍｍ

最大弯矩
／（ｋＮ· ｍ）

嵌固深度
／ｍ

桩长
／ｍ

主筋
配置

砼等级 锚杆长度／ｍ 锚杆拉力／ｋＮ 锚杆配筋

７ －７ 亖１３ 崓崓畅２５ ８００ N２３３ 照照畅０３ ４ 櫃櫃畅４０ １６   畅３０ １０饱２２  Ｃ２５ U１ 层 １６   畅６ ３２１ 鲻鲻畅５ ２ －７饱５ f
２ 层 １６   畅０ ３５０ 鲻鲻畅８ ３ －７饱５ f

８ －８ 亖１３ 崓崓畅２５ ８００ N２３６ 照照畅７５ ３ 櫃櫃畅９０ １５   畅８０ １０饱２２  Ｃ２５ U１ 层 １４   畅５ ２７５ 鲻鲻畅１ ２ －７饱５ f
２ 层 １５   畅０ ３５５ 鲻鲻畅３ ３ －７饱５ f

９ －９ 亖１３ 崓崓畅９０ ８００ N４０４ 照照畅５ ４ 櫃櫃畅７０ １７   畅９０ １２饱２２  Ｃ２５ U
１ 层 ２０   畅０ ２５１ 鲻鲻畅６ ２ －７饱５ f
２ 层 ２０   畅５ ４３６ 鲻鲻畅４ ３ －７饱５ f
３ 层 １９   畅０ ５０５ 鲻鲻畅２ ４ －７饱５ f

１０ －１０ ┅８ 崓崓畅８５ ８００ N３２１ 照照畅０５ ５ 櫃櫃畅２０ １３   畅３０ １０饱２２  Ｃ２５ U１ 层 ２０   畅５ ２７２ 鲻鲻畅６ ２ －７饱５ f
２ 层 １６   畅５ ３１５ 鲻鲻畅９ ２ －７饱５ f

表 ２　支护结构位移计算结果表

区段
编号

基坑深度
／ｍ

桩顶位移
／ｍｍ

坑底位移
／ｍｍ

最大位移
／ｍｍ

位移最大点
深度／ｍ

７ －７ l１３ dd畅２５ １８ ��畅０６ ７ 剟剟畅０５ １８ 22畅０６ １ 怂怂畅３５
８ －８ l１３ dd畅２５ １９ ��畅３５ ７ 剟剟畅５１ １９ 22畅３５ １ 怂怂畅３５
９ －９ l１３ dd畅９０ １２ ��畅１８ ９ 剟剟畅９５ １８ 22畅８９ ７ 怂怂畅８０

１０ －１０ 敂８ dd畅８５ １６ ��畅０９ ９ 剟剟畅６１ １６ 22畅０９ ０ 怂怂畅７５

　说明：基坑深度、位移最大点深度从自然地面计算。

本基坑已顺利完成，施工过程中最大位移为 １５
ｍｍ，在规范允许范围之内，实际证明采用桩锚支护
方案是可行的。
2．2　地下连续墙围护体系

广州市华贵路小区由广州市地下铁道总公司兴

建，拟建建筑物为 ５ 个塔楼，下设 ２ 层地下室，基坑
开挖深度约 ９畅９ ｍ。 场地范围淤泥和砂层较厚，周
边老旧房屋较多。 根据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和基坑周
边环境情况，从安全、经济、可靠的角度考虑，采用
８００ ｍｍ厚的地下连续墙作为围护结构；采用 ２层钢
筋混凝土内撑作为支撑结构，局部采用钢筋混凝土
拱圈梁加网架作为支撑结构。 支护情况见图 ２。

地下连续墙槽段长度平均约为 ６０００ ｍｍ，在地
质较差地段减少为 ４０００ ｍｍ。 此外，由于支撑跨度

图 ２　基坑支护平面图

较大，在支撑中间设置钢格构立柱，立柱采用 ４Ｌ１６０
×１２组合而成，钢立柱插入钻孔灌注桩基础内，与
钻孔灌注桩主筋可靠焊接，一起吊放。 钢立柱结构
见图 ３。

本基坑在复杂地质条件和周边环境下采用连续

墙＋内支撑方案，稳妥可靠，位移和沉降均很小，最
大程度的保证了基坑稳定和周边建筑物的安全。
2．3　水泥搅拌桩重力式挡墙围护体系

广州地铁二号线琵洲站采用水泥搅拌桩重力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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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钢立柱结构图

挡墙。 原因是该场地范围内人工填土、淤泥、淤泥质
土、淤泥质砂层厚度较大，分布范围广，属不良工程
地质层，承载能力和抗剪强度较低。 根据琶洲站工
程地质剖面图，其基坑底板大部分仍在淤泥质砂层
中，故对淤泥质砂层须进行处理方能作为基础持力
层。 另外，车站内地下水丰富，经过计算，基坑的日
涌水量接近 ２０００ ｍ３ ，而且分析认为，在实际开挖时
基坑的涌水量要大于计算的涌水量。 所以在基坑围
护时要确保基坑止水，防止渗透涌水而导致基坑土
体失稳。
水泥搅拌桩挡土墙设计成格构形断面。 为了提

高挡土墙的稳定性和控制墙体位移，对基坑被动区
土体进行加固处理，以提高其抗力；基坑内侧采用水
泥搅拌桩格构及梅花形布置加固桩。 另外，为了提
高水泥搅拌桩挡土墙的抗弯、抗剪性能和整体刚度，
采取了在挡土墙最内、最外侧桩身插入饱８０ ｍｍ、长
１１畅６ ｍ的小钢管，以及在挡土墙顶设置现浇钢筋混
凝土板的措施。 详见图 ４。

图 ４　琵洲站水泥搅拌桩重力式挡墙围护结构图

用于基坑围护结构的水泥搅拌桩挡土墙入土深

度为 １倍左右的基坑开挖深度。 由于水泥土挡土墙
的墙底基本坐落在饱和且渗透系数较大的砾砂层顶

面而未伸至不透水地层，为了控制基坑底管涌和隆
起，在基坑内侧一排水泥搅拌桩桩底，使旋喷桩伸至
基底下不透水地层，同时提高了墙体的抗滑移性。
旋喷桩止水帷幕的长度随地层情况变化。 旋喷桩底
插入非透水的岩石强风化层或岩石中风化层 １畅０
ｍ，上端与水泥搅拌桩搭接。 在水泥土挡墙外侧最
外排桩的下端设摆喷桩，采用三重管：直径 ８００ ｍｍ，
间距 ５５０ ｍｍ。
本基坑已施工完毕，最大位移为 １７ ｍｍ，证明在

淤泥等较差土层中的较浅基坑采用重力式挡墙支护

是比较经济合理的。
2．4　预应力管桩支护体系

萝岗区法院审判大楼工程位于广州市萝岗区大

朗村，场地总占地面积约 １４４５３ ｍ２ ，场地内主要建
筑物为前座 ７Ｆ、后座 ８Ｆ 的审判大楼，总高度 ３６畅６
ｍ，拟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桩基础形式。 设一层地
下室。 建筑±０畅０００ ｍ 相当于绝对标高 ＋２８畅４０ ｍ
（广州市独立高程坐标系），一层地下室底板顶标高
为－６畅８０ ｍ，相当于绝对标高 ＋２１畅６０ ｍ，底板厚
４００ ｍｍ和垫层厚 １００ ｍｍ，由于场地已要求平整至
＋２７畅８０ ｍ，因此，基坑的开挖深度为 ６畅７０ ｍ。
建筑基础采用群桩的形式，紧贴基坑边线的柱

下承台厚 １ ｍ，结合现场实际情况，考虑到基坑开挖
到底后可能会换填，因此多考虑换填深度 ０畅５ ｍ，基
坑计算深度为 ７畅８０ ｍ。 东侧约 ２００ ｍ 处有广州北
二环高速公路经过，南向为 ４ 号路和开创大道（已
建和在建），西侧为 １７ 号路（在建），北侧为 １９ 号路
（未建）。 基坑西、北两侧存在雨水沟，其余均为规
划市政管线。
基坑场地下存在较厚淤泥层和砂层，地下水富

水性较好，场地地下水位埋深较浅，稳定水位埋深
０畅４０ ～２畅７０ ｍ，地质条件对基坑支护较不利。

本基坑深度约 ６畅７０ ｍ，由于临近用地红线，无
放坡位置，故不能放坡。 并且基坑场地下存在较厚
淤泥层和砂层，故不宜采用搅拌桩等柔性支护结构
形式。 考虑到周边环境简单，无建筑物，地势空旷，
采用地下连续墙支护费用很高，不经济。 因此，综合
考虑本场地基坑深度不太深、周边环境简单、地势空
旷、地质条件对基坑支护较不利等相关因素，本基坑
支护结构采用桩锚支护体系。
由于建筑物的桩基础采用饱４００ ｍｍ ＰＨＣ 预应

力管桩，为了便于施工，加快进度，节约投资，因此选
用“坑顶小放坡＋饱６００ ｍｍ ＰＨＣ预应力管桩＋预应
力锚索”的桩锚支护形式，桩顶采用冠梁连接。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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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采用单排搅拌桩止水，在管桩施工完成后进行。
图 ５为预应力管桩桩头。

图 ５　预应力管桩桩头大样

本基坑已顺利完成，实例说明采用合理的支护
方案不仅要考虑基坑深度、地质条件以及周边环境
的影响，还应结合主体施工一并考虑，最大可能的满
足安全、经济、工期要求。
2．5　钢板桩支护体系

广州新火车站工程位于广州市石壁，其主站房
分为东、西两侧，中间是广州地铁八号线车站，将火
车站站房分隔两边，站房地上共 ３ 层，地下设置车
库，另有车站地下风道等附属结构。 本地块原状主
要为鱼塘等农用地，场地空旷，周边无建（构）筑物，
对基坑施工较为有利。 根据勘察揭示，场区的岩土
层主要有第四系人工填土层、第四系冲积层、残积土
层和白垩系泥质粉砂岩、砂砾岩。 场区的地表水丰
富，主要为鱼塘水，勘察期间测得地下水稳定水位埋
深 ０畅００ ～２畅３０ ｍ，水位埋藏较浅。
一期基坑支护已统一考虑开挖至地下车库底

面，整个场地形成－５畅０ ｍ的一级平台，外轮廓尺寸
为 ２１８ ｍ ×３６３ ｍ。 二级基坑主要针对在一级平台
上进行施工的横向 ３条风道和竖向 ２条风道的基坑
支护。 基坑深度为 ６畅６ ｍ。
对于场地中部的横向和竖向风道，由于存在高

架承台等其他工程的施工并行，没有钻孔桩的施工
条件，且此处处在一级基坑的平台，基坑深度较浅，
考虑到基坑外围已有止水帷幕，内侧可进行降水施
工，故选用拉森 Ｖ 形钢板桩围护，设置一道钢管内
支撑（饱６００ ｍｍ，壁厚 t ＝１２ ｍｍ），支撑腰梁采用 ４０ａ
（４５ｂ）热轧轻型工字钢。 详见图 ６。
本基坑已顺利完成，由于周边环境空旷，基坑为

长条形，施工周期短，因此采用钢板桩支护既节约了
工期，又控制了基坑变位，此种条件下值得推广使用。

3　基坑支护选型要点
对于基坑支护，应根据不同的条件进行优化选

图 ６　钢支撑腰梁节点大样

择，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场地地质情况、基坑开挖深
度、周边环境、基坑平面形状等，以下分别进行分析
并说明内支撑的选择要点。
3．1　地质情况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采用何种支护形式，
关键看场地内是否存在软弱土层，包括松散且厚度
较大的填土、淤泥、淤泥质土、淤泥砂以及强透水的
砂层等。 如果它们的分布范围和厚度都比较大，就
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一般应采用支锚式桩墙结构
或加强型喷锚支护，而非挖孔填料重力式挡墙。 广
州地区的地下水位一般都较高，所以无论是何种支
护类型，遇砂层时均应考虑基坑的防水。 防水帷幕
一般采用密排式相互搭接的搅拌桩，桩间防水多采
用旋喷桩或摆喷桩。
基岩埋藏的深浅对于预应力锚杆的选择是个很

重要的因素，若较浅则应优先考虑使用，否则应选择
内支撑。
3．2　开挖深度

这对于基坑支护选型是个控制性的因素。 根据
以往经验，开挖深度 h大致分 ４ 个档次进行阐述，并
列出可对应选用的支护类型。

（１）h ＜６ ｍ：坡率法、重力式挡墙、普通型或加
强型喷锚；

（２）h＝６ ～１０ ｍ：普通型或者加强型喷锚、悬臂
式桩墙、单层支锚式桩墙；

（３）h＝１０ ～１５ ｍ：单层支锚式桩墙、加强型喷
锚；

（４）h＞１５ ｍ：多层支锚式桩墙、逆作法。
3．3　周边环境

该因素较复杂，一般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１）基坑边有重要管线、属交通干道的道路、地

铁等。 由于对基坑位移变形限制要求严格，如选用
喷锚支护应考虑增加超前支护和预应力锚杆，同时
要注意锚杆施工不要靠近管线和地铁，采用排桩墙
支护则需在设计计算时严格控制位移，一般不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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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重力式挡墙。
（２）基坑边有天然地基的房屋。 这时需将房屋

基础的荷载换算成超载进行计算，并控制基坑的位
移，同时应采取防水措施或考虑对房屋进行托换处
理。

（３）基坑周边可提供给支护结构施工的空间狭
小。 这时需选用占用空间及施工操作空间均较小的
支护类型，如加强型喷锚、钻孔桩或连续墙等。
3．4　基坑平面形状

这是影响预应力锚杆和内支撑选择的一个因

素。 一般而言，狭长形基坑如地铁区间的明挖段应
选用内支撑而不是锚杆，而圆形基坑则可考虑使用
拱圈支护，可省去内支撑和锚杆。 对于基坑平面尺
寸较大且不规则的基坑，则最好采用锚杆。
3．5　内支撑的选择

混凝土支撑刚度大，温度应力小；而钢支撑刚度
小，温度应力大。 前者对于控制基坑位移和适应温
度较有利，但拆除较费事，后者则便于拆除且可回收
重复利用，两者各有利弊，选用时应考虑施工单位现
有的设备材料条件，如有可供周转的钢支撑，则可大
幅降低工程造价。

总之，在进行基坑支护的选型时，应综合考虑以
上几方面的因素，在保证一定安全可靠度的前提下
选择造价最低的支护类型。

4　结语
基坑工程是一个综合性的岩土工程难题，既涉

及土力学中典型强度与稳定问题，又包含了变形问
题，同时还有土与支护结构的共同作用，被公认为是
实践性很强的岩土工程问题，因此，基坑工程的设计
中须考虑施工中每一个工况的数据。
本文将广州地区的基坑类型归类总结，阐明其

各自的适用范围，分析选型的各影响因素，总结基坑
支护选型要点，相信对于基坑支护设计是大有益处
的。
通过本文所列工程的设计实例，可以总结出一

些经验以及其他还需要注意的地方，可以为今后的
类似工程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 当然，各个工程地
质、环境条件千差万别，在每个基坑工程设计中必须
因地制宜，相信今后在不断完善和不断认识、提高深
化过程中，必定会将这一工程领域的技术水平推向
更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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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亚洲太平洋地区“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国际会议胜利闭幕
　　本刊讯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１ ～２４ 日，第五届亚洲太平洋地区“地质
资源与地质工程”国际会议在吉林大学召开，会议历时 ４ 天。 参加本
次会议的代表总数达 １２２ 人，其中国内代表 １０２ 人，俄罗斯、捷克、也
门等国代表 ２０ 人。 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 ９６ 篇，详细摘要 ２５ 篇，共计
１２１ 篇，其中国内代表论文 １００ 篇，国外代表论文 ２１ 篇。 会前编印了
枟第五届亚洲太平洋地区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国际会议论文集枠。 会
议共交流论文 ４１ 篇，含特邀主题报告 ６ 篇。 交流论文包括中国 ３３
篇、俄罗斯 ６ 篇、捷克 １ 篇、也门 １ 篇。

本届大会是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界的一次盛会。 出席会议的代
表有该领域上一批有影响的专家教授，也有一批有成就的青年学者，
还有一批敢于创新的博士生。 与会代表的发言、来稿反映了当今本
地区该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会议开幕式于 ２１ 日上午在吉林大学北苑宾馆隆重举行，出席开
幕式的领导和贵宾有：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赵继教授，校党委副书记
兼副校长韩晓峰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学钰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
院院士 Ｚｈｕｋｏｖ教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张祖培教授，俄罗
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鄢泰宁教授，地学部部长李守义教授等。 会
议主席 吉林大学殷琨教授和俄罗斯远东国立技术大学安德烈夫

教授分别致开幕词，吉林大学常务副校长赵继教授致欢迎辞，会议秘
书长孙友宏教授主持了开幕式。

在 ２１ ～２２ 日两天的学术交流中，作会议特邀和主题报告的有：
中国吉林大学殷琨教授的“多工艺冲击回转钻进技术的最新研究”；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远东分院海洋学研究所 Ｏｂｚｈｉｒｏｖ 教授的“海洋天

然气水合物及远景油气调查研究”；中国地质调查局张伟教授的“中
国大陆科学钻探技术”；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远东国立技术大学
Ｚｈｕｋｏｖ 教授的“煤 －碳酸盐综合化学处理创新技术”；俄罗斯圣彼德
堡矿业大学 Ｃｈｉｓｔｙａｋｏｖ 教授的“天然气水合物地层原位取样方法”；
中国地质科学院勘探技术研究所刘三意教授的“旋挖钻进技术及应
用”。

会议交流的成果还有：俄罗斯远东国立技术大学 Ａｎｄｒｅｅｖ 教授对
天然气水合物开采方法的研究；捷克共和国奥斯特拉瓦理工大学 Ｐｅｔｒ
Ｂｕｊｏｋ教授对已关闭地下矿山潜能的非传统利用方法的研究；也门共
和国地质调查与矿物资源委员会亚克哈里· 胡赛因博士关于滑坡灾
害对也门地质环境影响的研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刘宝林教授对
环境钻探取样技术的研究；中国成都理工大学陈礼仪教授对低渗透
成膜钻探泥浆体系的研究；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鄢泰宁教授对高可
靠性铝合金钻杆的研究；中国吉林大学赵大军教授对地球物理参数
随钻测量技术的研究；北京探矿工程研究所赵尔信教授对新型金刚
石钻头的研究；中国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卢予北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对 ＰＶＣ －Ｕ塑料井管在浅层地温能开发工程中的应用研究等。

２３ ～２４ 日，部分与会代表参观考察了长春市国际雕塑公园、吉林
大学中心校区、吉林大学地质博物馆、吉林大学建设工程学院冲击回
转实验室和地热能开发利用实验室。

通过本次会议，不但促进了各国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也
为今后多方沟通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同
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吉林大学“地质资源与地质工程”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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