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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坑工程概况和特点：
（1）工程基本情况：基坑周长、面积、开挖深度、基坑支护设计安全等级、基坑设计使用年限等。
（2）工程地质情况：地形地貌、地层岩性、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特殊性岩土等情况。
（3）工程水文地质情况：地表水、地下水、地层渗透性与地下水补给排泄等情况。
（4）施工地的气候特征和季节性天气。
（5）主要工程量清单。
2.周边环境条件：
（1）邻近建（构）筑物、道路及地下管线与基坑工程的位置关系。
（2）邻近建（构）筑物的工程重要性、层数、结构形式、基础形式、基础埋深、桩基础或复合地基增强体的平面布置、桩长等设计参数、建设及竣
工时间、结构完好情况及使用状况。
（3）邻近道路的重要性、道路特征、使用情况。
（4）地下管线（包括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通信、消防等）的重要性、规格、埋置深度、使用情况以及废弃的供、排水管线情况。
（5）环境平面图应标注与工程之间的平面关系及尺寸，条件复杂时，还应画剖面图并标注剖切线及剖面号，剖面图应标注邻近建（构）筑物的埋深、
地下管线的用途、材质、管径尺寸、埋深等。
（6）临近河、湖、管渠、水坝等位置，应查阅历史资料，明确汛期水位高度，并分析对基坑可能产生的影响。
（7）相邻区域内正在施工或使用的基坑工程状况。
（8）邻近高压线铁塔、信号塔等构筑物及其对施工作业设备限高、限接距离等情况。
3.基坑支护、地下水控制及土方开挖设计（包括基坑支护平面、剖面布置，施工降水、帷幕隔水，土方开挖方式及布置，土方开挖与加撑的关系）。
4.施工平面布置：基坑围护结构施工及土方开挖阶段的施工总平面布置(含临水、临电、安全文明施工现场要求及危大工程标识等)及说明，基坑周边
使用条件。
5.施工要求：明确质量安全目标要求，工期要求（本工程开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基坑工程计划开工日期、计划完工日期。
6.风险辨识与分级：风险因素辨识及基坑安全风险分级。7.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单位。

整体内容（48号文）

（一）工程概况



（二）编制依据
1.法律依据：基坑工程所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标准、规范等。
2.项目文件：施工合同(施工承包模式)、勘察文件、基坑设计施工图纸、现状地形及影响范围管线探测或查询资料、相关设计文件、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价报告、业主相关规定、管线图等。
3.施工组织设计等。

（三）施工计划
1.施工进度计划：基坑工程的施工进度安排，具体到各分项工程的进度安排。
2.材料与设备计划等：机械设备配置，主要材料及周转材料需求计划，主要材料投入计划、力学性能要求及取样复试详细要求，试验计划。
3.劳动力计划。

（四）施工工艺技术
1.技术参数：支护结构施工、降水、帷幕、关键设备等工艺技术参数。
2.工艺流程：基坑工程总的施工工艺流程和分项工程工艺流程。
3.施工方法及操作要求：基坑工程施工前准备，地下水控制、支护施工、土方开挖等工艺流程、要点，常见问题及预防、处理措施。
4.检查要求：基坑工程所用的材料进场质量检查、抽检，基坑施工过程中各工序检验内容及检验标准。

（五）施工保证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安全组织机构、安全保证体系及相应人员安全职责等。
2.技术措施：安全保证措施、质量技术保证措施、文明施工保证措施、环境保护措施、季节性施工保证措施等。
3.监测监控措施：监测组织机构，监测范围、监测项目、监测方法、监测频率、预警值及控制值、巡视检查、信息反馈，监测点布置图等。

（六）施工管理及作业人员配备和分工
1.施工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如项目负责人、项目技术负责人、施工员、质量员、各班组长等）。
2.专职安全人员：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
3.特种作业人员：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
4.其他作业人员：其他人员名单及岗位职责。

整体内容



1.验收标准：根据施工工艺明确相关验收标准及验收条件。
2.验收程序及人员：具体验收程序，确定验收人员组成（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监测等单位相关负责人）。
3.验收内容：基坑开挖至基底且变形相对稳定后支护结构顶部水平位移及沉降、建（构）筑物沉降、周边道路及管线沉降、锚杆（支
撑）轴力控制值，坡顶（底）排水措施和基坑侧壁完整性。

（八）应急处置措施
1.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与职责、应急救援小组组成与职责,包括抢险、安保、后勤、医救、善后、应急救援工作流程、联系方式等。
2.应急事件（重大隐患和事故）及其应急措施。
3.周边建（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产权单位各方联系方式、救援医院信息(名称、电话、救援线路)。
4.应急物资准备。

（九）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1.施工设计计算书(如基坑为专业资质单位正式施工图设计,此附件可略)。
2.相关施工图纸：施工总平面布置图、基坑周边环境平面图、监测点平面图、基坑土方开挖示意图、基坑施工顺序示意图、基坑马道
收尾示意图等。

（七）验收要求

整体内容



图纸分析与施工图绘制



图纸分析

设计说明 总平面图剖面图



施工图绘制
Ø 基坑、土方阶段场地布置平面图

主要展示塔吊的位置、运土车辆出入口、临时堆场、加工棚等位置，表现土方开挖
的方向和形式，同时大致表达基坑的周边环境......

Ø 土方分区及开挖路线示意图

详细展示不同阶段的土方开挖的分区和土体运输流向，能够反应基坑的土方方量......

Ø 分阶段挖土工况图

用剖面图的形式展示挖土与基坑围护构造施工之间的关系，说明开挖方向、分层厚
度及具体方量......

Ø 拆撑顺序示意图

支撑的分区，拆除的流向......



施工图绘制

Ø 基坑周边沉降观测点布置图

Ø 汽车坡道剖面图（出土道路）

Ø 支护桩、止水帷幕施工流向图

Ø 基坑上下通道节点图

Ø 临时排水设施示意图

Ø 塔吊基础与基坑围护支撑的竖向关系图

Ø 地下室分期衔接施工图

.......

基坑围护设计图纸



计算书及相关施工图纸

1.施工设计计算书(如基坑为专业资质单位正式施工图设计,此附件可略)。

2.相关施工图纸：施工总平面布置图、基坑周边环境平面图、监测点平面图、基坑土方开挖示

意图、基坑施工顺序示意图、基坑马道收尾示意图等。

注意是基坑工程施工阶段的
平面布置且通常不止一张



施工平面布置



周边环境



周边环境



周边环境

本基坑北侧红线位于地下通道中心线附近，整体上地下通道与本基坑开挖边线距离较近，
需要重点考虑对该侧的变形控制。基坑边线距地下通道围护结构距离约为0.00~21.41m，且
本基坑东北侧坡道边线与地下通道围护结构有一部分重叠。



基坑施工流程及进度计划



总的施工工艺流程



分项工程工艺流程

三轴搅拌桩施工流程 钻孔灌注桩施工流程



进度计划编制思路
编制进度计划要考虑哪些？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根据已知的目标工期来编计划(根据时间限制)，或者根据资源、空间限

制来编计划。时间，空间，资源，工艺，成本都是编制时要考虑的问题(每一个都可能形成限

制)。通常情况下，刚性的限制(约束)是时间，即工期。

完整的进度计划包含哪些？

进度计划是主脉，由此而外延的有资源配备计划(人、材、机)、资金计划、成本计划等等。

一个完整的进度计划，一定是通盘考虑各个因素后形成的，不考虑约束的计划没有实际意义。



进度计划编制思路
进度计划的编制步骤

第一步，知道工期目标，知道有哪些工作内容(并知道工艺流程)，知道自己有哪些资源;

第二步，按空间顺序排列这些工作内容;

第三步，按时间(工艺流程)顺序分解工作内容，分解的粗细根据编制计划的级别来定，关键是

可以“量化”;

第四步，根据剩余工程量、现有资源、人材机消耗量估算工作所需时间;

第五步，根据工艺流程排列工作;

第六步，如发现计划时间超出工期要求，一般情况下会加大资源投入来缩短关键工作的工期;

只有极少情况下会调整工期目标;

第七步，编排格式。



文本内容编制要点



2.周边环境条件： 

（1）邻近建（构）筑物、道路及地下管线与基坑工程的位置关系。

（2）邻近建（构）筑物的工程重要性、层数、结构形式、基础形式、基础埋深、桩基础或复合地基增强体的

平面布置、桩长等设计参数、建设及竣工时间、结构完好情况及使用状况。

（3）邻近道路的重要性、道路特征、使用情况。

（4）地下管线（包括供水、排水、燃气、热力、供电、通信、消防等）的重要性、规格、埋置深度、使用情

况以及废弃的供、排水管线情况。

（5）环境平面图应标注与工程之间的平面关系及尺寸，条件复杂时，还应画剖面图并标注剖切线及剖面号，

剖面图应标注邻近建（构）筑物的埋深、地下管线的用途、材质、管径尺寸、埋深等。

（6）临近河、湖、管渠、水坝等位置，应查阅历史资料，明确汛期水位高度，并分析对基坑可能产生的影响。

（7）相邻区域内正在施工或使用的基坑工程状况。

（8）邻近高压线铁塔、信号塔等构筑物及其对施工作业设备限高、限接距离等情况。

工程概况



3.基坑支护、地下水控制及土方开挖设计（包括基坑支护平面、剖面布置，施工降水、帷幕隔水，土方开

挖方式及布置，土方开挖与加撑的关系）。

4.施工平面布置：基坑围护结构施工及土方开挖阶段的施工总平面布置(含临水、临电、安全文明施工现场

要求及危大工程标识等)及说明，基坑周边使用条件。

5.施工要求：明确质量安全目标要求，工期要求（本工程开工日期、计划竣工日期），基坑工程计划开工

日期、计划完工日期。

6.风险辨识与分级：风险因素辨识及基坑安全风险分级。

7.参建各方责任主体单位。

工程概况



工程概况
临电配置与计算



风险辨识
类型 危险源 严重等级 可能性等级 风险等级

降排水作业
 
 

降水深度不符合降水方案或降水不及时的 II（严重） III（偶然） 较大风险

使用未经检测的潜水泵 II（严重） III（偶然） 较大风险

移动抽水设备未切断电源 II（严重） III（偶然） 较大风险

抽水设备无保护接零或漏电保护装置 II（严重） III（偶然） 较大风险

抽水设备保护装置不灵敏 II（严重） III（偶然） 较大风险

边抽水边作业 II（严重） III（偶然） 较大风险

类型 危险源 严重等级 可能性等级 风险等级

土方开挖
 
 

边坡开挖系数不符合设计要求 Ⅰ（非常严重） III（可能） 重大风险

深度超过2m的基坑施工无临边防护措施 II（严重） III（偶然） 较大风险

设置的通道不符合要求 II（严重） III（偶然） 较大风险

垂直作业上下无隔离防护措施 Ⅰ（非常严重） III（可能） 重大风险

土质中含有毒有害物时，未能提供相应的防毒措施 Ⅰ（非常严重） III（可能） 重大风险

运土道路的坡度、转弯半径不符合有关安全规定 Ⅰ（非常严重） III（可能） 重大风险

土方吊运工作时，运土料斗装土过满，运输时运输车装载
过满等 II（严重） III（偶然） 较大风险

注：仅举例、风险等级具体划分看本
地方双重预防工作文件



危险源辨识

......

   
第一类危险源 第二类危险源

    把有害物质、能量
体等归为第一类危险
源；决定事故后果严
重程度。
  如：形式的车辆动能，

工作的机械动能，高
处的物体势能，电能
等属于第一类危险源，
它是导致事故的根源、
源头。

     把人的不安全行为、

物的不安全状态、管

理的缺陷及作业环境

归为第二类危险源；

    第二类危险源是第

一类危险源发生的必

要条件，决定事故发

生的可能性；



LEC评价法

01

02

03

04

L表示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小 

E表示暴露于危险环境的频繁程度

C表示事故产生的后果

D（风险值）=L×E×C   风险值D越大，事件越严重

危险源评价——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方法--LEC法

风险评价

LEC法仅为风险辨识常用方式之一



LEC评价法

风险评价



LEC评价法

风险评价

注：风险等级具体划分看本地方双重预防工
作文件



风险评价

    通 常 将 安 全 风 险 等 级 从 高 到 低 划 分 为 重 大 风 险 、 较 大 风 险 、 一 般 风 险 和 低 风 险 ，
分 别 用 红 、 橙 、 黄 、 蓝 四 种 颜 色 标 示 。

注：风险等级具体划分看本地方双重
预防工作文件



施工重难点

一、开挖深度大、施工工况复杂。
密切联系围护设计单位，协同围护设计单位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深基坑施工方案。按照经评审通过的深基坑施

工方案组织施工，施工流程严格遵循围护设计单位确定的基坑施工工况，落实相关工序的技术、安全措施和责任措

施， 以确保地下结构工程的施工在安全、质量受控的条件下顺利进行，做到两个“万无一失”，即“基坑安全和质量万

无一失，周边环境安全和环保万无一失”。

二、施工场地小，交通组织困难，安全文明施工要求高。
利用栈桥，合理布置取土点和土方运输路线，除去交通面积外的空余面积可以用作材料加工场地和钢筋堆场，

与围护设计协商在部分支撑顶设置钢平台堆场。在第一道支撑及栈桥施工后，预先安装塔吊，覆盖大部分的基坑面

积，减少加工及材料场地与施工操作面间的运输工作量，提高工效。安排专人负责场地卫生清扫工作，定期对场内

施工便道和其他机械及人行通道进行洒水降尘，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减少施工粉尘。泥浆运输全采用全封闭的罐式运

输车。运输车在罐顶和底部设进浆口和排浆口。泥浆通过泥浆泵打入罐车，装满后，将进浆口封闭运输至业主指定

或认可的水源保护区域外的合法处理场地后续处理，杜绝了泥浆运输过程中的污染。

......



基坑围护设计( 文字、典型剖面图、平面图 ) ，降排水设计，土方开挖分区、

路线设计( 文字、平面图、剖面图) 等技术参数合理性。

设计说明部分

土方开挖分区

力求达到尽早形成受力体系的原则，支撑以上按支撑划分大区块形成大面

积开挖，支撑以下可按后浇带划分小区块进行细部开挖。同时与地下室、地上

建筑主体的施工顺序相协调，满足工程施工顺序和分期分批施工得要求，使近

期施工与后期利用相结合；分区大小应使机械和车辆得功效得到充分的发挥。



施工计划

基坑工程的施工进度安排(具体到各分项工程的进度安排)，机械设备配置，主要材

料及周转材料需求计划，主要材料投入计划、力学性能要求及取样复试详细要求，试

验计划、劳动力计划是否齐全与合理。



1.技术参数：支护结构施工、降水、帷幕、关键设备等工艺技术参数。

2.工艺流程：基坑工程总的施工工艺流程和分项工程工艺流程。

3.施工方法及操作要求：基坑工程施工前准备，地下水控制、支护施工、土方开挖等工艺流程、要点，

常见问题及预防、处理措施。

4.检查要求：基坑工程所用的材料进场质量检查、抽检，基坑施工过程中各工序检验内容及检验标准。

施工工艺技术



施工工艺技术

需要介绍的主要内容如下:

1、基坑各部位采用的围护形式。

2、围护桩桩型、直径、入土深度、砼强度等级、配筋情况及桩中心距、桩顶标高等；

3、止水帷幕类型、平面布置、入土深度，设计要求的施工方法及工艺参数等；

4、支撑系统(包括支撑构件、围檩、冠梁、竖向立柱等)的平面布置、竖向标高、截面设计等，传力带

及换撑设计资料;

5、土钉的主要信息；

6、地下连续墙的墙厚、墙深、接头形式、插人深度、砼强度等级及配筋情况等，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要

求；

7、自然放坡的坡率，护坡砼厚度、强度等级和配筋情况;

8、锚杆类型、直径、锚固段长度及锚杆总长，锚杆间距、倾角、标高及数量、注浆材料及其强度等级，

抗拔力设计值，抗拔试验要求等。

9、降排水措施(包括地表水和坑内外降水)、降水设备类型，降水设备的平面布置、埋深及构造情况。



施工工艺技术

一、测量方案

主要阐述测量仪器、平面控制网的建立、高程控制网的建立、相关布网的精度要求、测量操作方法等。

关于平面控制网：

  一级控制网——由业主提供的控制点组成，不受施工影响；

    二级控制网——以一级控制网为依据，由于现场施工情况多变，故布置在外围道路相对可靠处。

     ......

关于高程控制网：

  首级高程控制网——业主下发或城市测绘部门单位提交的城市高程控制点为依据

    二级高程控制网——由于施工现场的环境条件较差，产生破坏的因素众多，二级控制点需加密复测

     ......



施工工艺技术
三轴水泥搅拌桩
一、概述

主要阐述整个基坑工程所有三轴搅拌桩的参数。

二、工艺流程



施工工艺技术

三、施工准备

场地测量控制网的建立、清楚地上与地下障碍物、图纸分析与技术交底、材料进场等。

四、三轴搅拌桩施工

 1.施工顺序



施工工艺技术

2.操作流程
场地平整→测量放线→桩机就位→定

位复核→搅拌和注浆→制备水泥浆液

及浆液注入→重复上述步骤→施工冷

缝处理。

施工过程中一旦出现停工超过 24h 冷
缝，则采取在冷缝处围护桩外侧补搅
素桩方案。在围护桩达到一定强度后
进行补桩，以防偏钻，保证补桩效果。



施工工艺技术

五、质量检验措施

基坑开挖前应检验被动区加固水泥土搅拌桩的桩身强度。水泥土搅拌桩的桩身强

度应采用浆液试块强度试验并结合 28 天龄期后钻孔取芯来综合判定。钻取桩芯检测

数量不宜少于单桩总数量的 1%，强度不低于 0.8MPa。具体检测位置应在平面上均匀

分布，且由各方认可后方可开始取芯检测。单根取芯数量不少于 5 组，每组 3 件试块，

取样点应取沿桩长不同深度和不同土层处的五点，在基坑坑底附近应设取样点。钻取

桩芯宜采用不小于110mm 钻头，连续钻取全桩长范围内的桩芯，芯样立即封闭并及时

进行强度试验。钻孔取芯完成后的空隙应注浆填充。



施工工艺技术
六、质量保证措施

1）保证桩体垂直度措施

（1）在铺设轨道枕木处要整平整实，是轨道枕木在同一水平线上；

（2）在开孔之前用水平尺对机械架进行校对，一确保桩体的垂直度达到要求；

（3）用两台经纬仪对搅拌桩纵横向同时校正，确保搅拌桩垂直；

（4）施工过程中随机对机座四周标高进行复测，确保机械处于水平状态施工，同时用经纬仪经常对搅拌桩进行

垂直度复测。

2）保证加固体强度均匀措施

（1）压浆阶段时，不允许发生断浆和输浆管道堵塞现象。若发现断桩，则在向下钻进 50mm后再喷浆提升。

（2）搅拌头下沉到设计标高后，开启灰浆泵，将已搬至好的水泥浆压入地基土中，并边喷浆边搅拌约 1～2 分

钟。

（3）控制重复搅拌提升速度，以保证加固范围内每一深度均得到充分搅拌。

（4）相邻桩的施工间隔时间不能超过 24 小时，否则喷浆时要适当多喷一些水泥浆，以保证桩间搭接强度。

（5）搅拌时，软土完全搅拌切碎，以利于与水泥浆的均匀搅拌。



施工工艺技术
支撑栈桥、换撑施工及拆除

一、概述

施工栈桥板结合第一道混凝土支撑设置，第一道混凝土支撑上设置栈桥，板厚250mm。



施工工艺技术
二、施工
钢筋工程→模板工程→混凝土工程。

三、拆撑
 1.确定拆除方式（静力切割、风镐破碎、化学破碎、爆破）
 2.拆除原则
    （1）钢筋混凝土支撑的拆除应待相应各层水平结构和周边换撑全部形成并达到设计强度的80％以
上方可实施。
    （2）按结构施工顺序，支撑切割拆除顺序为由下至上，先切割拆除第二道，再拆除第一道支撑体
系。整个基坑支撑体系拆除工程分为两个施工时段进行切割拆除。具体施工时段分根据总包结构施工
进度确定，每道支撑根据结构施工要求分区域逐步拆除。
    （3）总体为先拆除角撑、再拆除东西向对撑，再拆除南北向对撑，且拆除顺序有间隔。
    （4）先分离八字撑（连杆）、再拆主撑，最后拆围檩。

每根对撑拆除的顺序：先将切断围檩（或压顶梁）与支撑的连接，然后将支撑端部的八

字撑（连杆）与围檩和对撑同时断开，再将该八字撑（连杆）拆除。然后将主撑与围檩

断开（对撑拆除做到围檩两端同时断开）；最后根据切割分块图，一段一段的切割拆除。



施工工艺技术
3.操作流程

切割施工流程

链锯切割施工工艺流程：定位放切割线→链锯切割（链锯切割斜切倒八字口→叉车托紧支撑

→气割→叉运→吊运装车（外运破除）→格构柱周边留砼破除→现场建筑垃圾清理外运

排孔切割施工工艺流程：定位放切割线→排孔切割（顶面一侧预留）→预留混凝土风镐破除

→叉车托紧支撑→气割→叉运→吊运装车（外运破除）→格构柱周边留砼破除→现场建筑垃

圾清理外运



施工工艺技术
切割临时支撑搭设

（1）型钢支撑托架

在支撑高度较小部位，型钢托架采用马登形式，横梁（18#

槽钢）、柱（18#槽钢）、两侧立柱撑采用 12#槽钢连接成整

体,确保整体稳定性。每段混凝土支撑下放置 2 个托架，现场

托架使用情况见右图。 

（2）钢管排架

在结构留孔、楼梯、坡道等上方的支撑，不便叉车叉运和吊

车吊运，搭设钢管排架采用风镐或或镐头机凿除。



施工工艺技术
挖土施工方案

可以采用表格的形式，对每个批段的土方按分区进行汇总展示，再配合相应的机械配置：



施工工艺技术

Ø 土方开挖前提：围护墙、支撑、围檩、地基加固达到设计强度，且基坑预降水达到开挖面深度以

下 1.0m，先撑后挖。

Ø 挖土过程中严禁机械碰撞围护桩、工程桩、支撑、立柱和井点、挖土时宜先掏空立柱等四周，避

免立柱等承受不均匀的侧向土压力。

Ø 专人指挥挖土，严禁超挖，基坑开挖时机械挖土宁浅勿深，并经常复测坑底标高。基底土层最后 

30cm 采用人工扦土，确保基底表面平整、垫层厚度均匀。土方开挖至基底要及时组织浇捣垫层

混凝土。深坑区域的挖土需待周边垫层施工后方可开挖。

Ø 挖机在整个挖土施工中严禁抓斗碰撞工程桩，工程桩桩间和工程桩周围土方人工挖土。

Ø 为避免机械碰撞工程桩，机械挖土挖到桩顶上方 0.2～0.3 米，然后由测量用石灰标出工程桩位置，

再由机械开挖桩周围的土方。基坑底留下的土由人工挖土到坑底设计标高。

Ø 挖土、运土机械严禁直接压过支撑杆件，必须跨越支撑时应填 500 厚土，并用走道板架空。



BIM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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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保证措施

u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图

u安全生产制度

u安全保证措施

u质量技术保证措施

u文明施工保证措施

u环境保护措施

u季节性施工保证措施等内容是否齐全与合理



施工保证措施



施工保证措施



应急处置措施

1.应急处置领导小组组成与职责、应急救援小组组成与职责,包括抢险、安保、后勤、医

救、善后、应急救援工作流程、联系方式等。

2.应急事件（重大隐患和事故）及其应急措施。

3.周边建（构）筑物、道路、地下管线等产权单位各方联系方式、救援医院信息(名称、

电话、救援线路)。

4.应急物资准备。

第十条 基坑工程重大隐患，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对可能损害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情况,未采取专项防护措施的；

（二）基坑土方开挖时，支护或降水不及时的；

（三）深基坑未进行第三方监测或深基坑变形超过监测预警值未采取有效措施的；

（四）超过一定规模的深基坑边荷载值超过设计限值的；

（五）基坑周围地面截水、排水措施，开挖顺序和支护设计不符合设计要求的；

参考的住建部《重大隐患》（征求意见稿）



总结

总结本项目施工过程中先进施工工艺、管理重难点和对策、优秀管理方法、安全

保障措施、特殊施工工艺和工法总结等成功经验，供本单位和同行学习借鉴。



方案论证注意事项



参 会 人 员 问 题 ：
      （ 一 ） 专 家 ；
　 　 （ 二 ） 建 设 单 位 项 目 负 责 人 ；
　 　 （ 三 ） 有 关 勘 察 、 设 计 单 位 项 目 技 术 负 责 人 及 相 关 人 员 ；
　 　 （ 四 ） 总 承 包 单 位 和 分 包 单 位 技 术 负 责 人 或 授 权 委 派 的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 项 目 负 责 人 、
项 目 技 术 负 责 人 、 专 项 施 工 方 案 编 制 人 员 、 项 目 专 职 安 全 生 产 管 理 人 员 及 相 关 人 员 ；
　 　 （ 五 ） 监 理 单 位 项 目 总 监 理 工 程 师 及 专 业 监 理 工 程 师 。

常见论证问题



常见论证问题

1、复核周边环境、道路、地下管线埋设等情况。

附件中应包含有周边管线的施工总平面布置图，完善文本中的周边环境介绍，标注好基坑与河道、道路的距离。

2、完善第三方专业监测要求，细化项目部日常巡查措施。

专业监测单位：周边建筑物及构筑物、道路沉降及裂缝、道路下各种管线的位移，基坑深层土体位移、地下水位

变化、支撑轴力变化等。要列明监测点的布置，附上监测点平面布置图和监测警戒值。包含监测数据的记录收集、

分析、管理的具体安排及信息反馈的要求。

日常巡查：人工巡视的措施，监测责任人和监测频率。

3、完善细化挖土分区及流程，支撑以上、以下的区块如何划分。

支撑以上划分应尽早形成受力体系，上部宜按支撑予以划分，下部按后浇带进行划分。土方开挖方案应有对支撑

梁、钢立柱、塔吊基础的保护措施；当车辆不得不在支撑梁下行走时，应该有固定的行车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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