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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field inspection of 

natural foundation, and puts forward the treatment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 hidden 

danger of accidents, so as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the design, construction, project 

quality and ope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so as to obtain obvious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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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天然地基现场检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消除事

故隐患的处理措施，以确保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工程质量与运行的安全，

从而取得明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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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验又称验槽，是岩土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目的是检验钻孔勘察

与施工中全面开挖的地基是否一致，对工程勘察成果与评价建议等进行检验校

核，以及根据基槽开挖实际情况研究新发现的问题和勘察遗留的问题，对保证

工程质量、防止工程事故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现场检验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  建筑物的平面位置与勘察设计时不相同

地下地质条件复杂，各处各异，因位置的变动地质条件也可能不同。笔者

对某工程一附属建筑物基坑验槽时发现建设单位为了废地利用将该附属建筑物

位置移动了 200 多米，施工单位按原设计图纸进行施工。基坑开挖至设计标高 

-2.8 m 时地基土均为填土，填土成分有的基坑以粉煤灰为主，有的基坑以黏性

土为主。经现场检验，填土强度不满足设计的要求，必须重新进行处理。验槽

时 20 个独立基础基坑基本上都已开挖至设计标高，基坑地基土均为填土，基坑

虽作了简单的支护但随时都有可能塌滑。据调查填土厚度在 6.0 ～ 8.0 m，上部 

2.0 ～ 3.0 m 为粉煤灰等杂填土 ; 下部为素填土，主要成分为黏性土。回填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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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 年。考虑对邻近建筑物的影响，大开挖是不可能的，经与设计人员协商建

议全部挖除上部填土至原状黏性土，然后用块石混凝土砌至设计标高，经分析

比较这是最经济合理的处理方案。但基坑开挖深度达 8.0 m，如何保证坑壁的稳

定性是方案能否可行的先决条件，笔者根据现场地质条件，经过认真的分析研

究，提出了“在坑壁垂直方向打锚桩，坑壁内侧横向交叉锚固分步开挖”的方案，

得到了施工方的认可并实施，实践证明该方案对填土深基坑开挖并保证坑壁稳

定性是可行的。

2  坑底标高与设计标高是否相符

施工开挖的基坑标高与设计标高不一致的问题，一般如果施工开挖的基坑

地基土与勘测成果不一致时验槽比较容易发现，但如果施工开挖的基坑地基土

与勘测成果一致，验槽时就有可能忽略了，现场检验人员一定要注重这一问题，

以消除工程中由于施工使建筑物基础埋深浅于设计埋深而可能存在的事故隐患，

特别是在地形变化大的情况下，使受偏心荷载的独立基础置于分界边缘时，基

础容易产生滑移和倾斜。如某厂有一建筑物基坑开挖时，基坑地基土为新近填土，

不满足设计要求，按勘测成果，基础埋深 -2.0 m 处的地基土为可塑 - 可塑偏硬

的粉质黏土，勘测成果与基坑开挖的实际情况不符，经现场检测分析，原因为

施工方弄错了标高，基坑开挖深度与设计深度相差 0.8 m 。再挖除 0.8 m 后，基

坑地基土为可塑 - 可塑偏硬的粉质黏土，与勘测成果相符，也满足了设计要求。

3  地基土性质与勘测成果是否相符

基坑地基土性质与勘测成果是否相符是现场检验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两

者不符合，原因何在。笔者在对某变电所建构筑物基坑进行验槽时发现，主变

压器、主控制楼等重要建筑物的基坑地基土与勘测成果相一致，而邻近的一些

附属建构筑物基坑地基土与勘测成果不相一致。分析其原因认为，由于原始地

形存在高差使变电所局部地段存在填方，部分附属建筑物基础埋深较浅，按设

计标高，施工开挖的坑底距原始地表面只有 0.5 ～ 0.8 m，由于该位置原为水稻田，

表层地基土在水下长期浸泡软化，而在勘测时忽略了对表层地基土工程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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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究。勘测任务书中一般只提供变电所主要建、构筑物的基础埋置深度和

设计地面标高，而一些小型的支架设备基础未提供埋置深度，特别是存在填方

地段，造成勘测时忽略对原始地面表层地基土性质的分析研究。通过现场检验，

不仅使设计施工符合场地岩土工程的实际情况，确保工程质量，同时也给我们

反馈一个信息：在进行岩土工程勘测时，要搞清设计标高与原始地表面标高的

关系，不要忽略对表层地基土工程性质的分析研究，而且有利于我们总结勘测

经验，提高勘测水平。

4  基坑内积水问题的处理

基坑内积水，土的天然状态被破坏，地基土的工程性质发生变化。现场检

验时，有时发现基坑内积水，这时应督促施工单位予以排除，并根据土的性质、

湿度情况，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特别是地基土为特殊性土，如清除被水浸泡

的土层，并保持基坑地基土为天然状态。某工程地基土为膨胀性土，施工基坑

开挖现场检验满足设计要求。但在基础垫层浇筑之前，下起了大雨，雨后基坑

内积了很多水，地基土被浸泡了一天一夜，施工方把基坑内积水排除以后欲浇

垫层，但基坑表层膨胀土层被水浸泡，力学性质已下降很多，经笔者现场督促，

挖除了基坑内被水浸泡软化的土层，消除了事故隐患 ; 又如某线路工程，一杆

塔地基土为厚层 （ 4.6 m） 杂填土，因承载力低，变形大，地下水位浅，设计

采用大板基础。基础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在基坑内排水，且地下水位不易降

低，当基础垫层浇好 1 d 后，发现有开裂现象，因此，施工单位要求进行设计修

改，进行必要的地基处理。笔者经过现场检验认为，基坑在抽水过程中将碎块

石中充填物如黏性土、砂砾石等带出，大大地降低了杂填土的密实度，使基础

产生较大的不均匀沉降，问题解决的关键是如何降低基坑中的地下水。笔者经

过分析计算建议采取基坑外排水，在基坑四周共布置四口降水井，将泵头设置

在 -1.9 ～ 2.0 m 位置抽水，使基坑四周水位保持在 -1.9 m 左右，同时向基坑中

充填中粗砂并捣实至 -1.5 m（设计基础埋置深度）后浇筑基础。实践证明，该

方法有效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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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坑地基土不均匀性及其处理

地质条件的复杂多变，有限的钻孔不一定能反映地质全貌，基坑开挖后，

软弱层往往可见。某变电所 35 kV 开关室条形基础基坑现场检验时，发现中间

有一段（约 1.0 m 长）为结构松散的素填土，物理力学性质与其他段相差很大，

该段不能满足设计要求。

6  填土地基的质量控制

某电厂工程中，由于施工工艺的要求，一些小型附属建筑物以施工中产生

的填土为地基，设计对填土质量有严格的要求，施工中如何控制填土的质量是

问题的关键所在。笔者在现场检验时详细地检验了填土的成分，用轻便贯入仪

对其密实度及均匀程度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并采取一些扰动土样，进行击实试验，

取得了相关的参数，建议并提出合理的施工处理措施，得到了设计、施工的认

可并实施，该工程建成使用三年运行良好。

7  基底存在管道等的处理

由于人类长期的工程活动，城区的自然地貌不断改造，一些沟、塘、河流

被掩埋而形成暗沟、暗塘、古河道 ; 不规则分布的古井、古墓等形成浅部地层障

碍 ; 特别是近代，城区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的堆积，地下管线的埋设，使地质条

件更为复杂，有限的钻孔有时不能全面反映地下的真实情况。如某桩基施工中

发现地下 4.0 m 深度有直径 60 mm 供水管道，1/ 3 水管位于东北侧桩身内。施工

图勘探时，因桩间距较小，为 2.4 m×2.4 m，勘探点布置于塔位中心，未能发现

地下有管道，而规划设计等有关单位无人知道又无图纸资料表明该管道的走向

和埋置深度，对此经有关单位进行地下管道探测，结果发现相邻塔位处有上下

分布的两个管道，判定上面的为直径很小的管道，而下面管道大小无法判断，

建设单位将杆塔位杂填土挖至 2.0 m 深，只发现一根直径为 15 mm 的管道，因场

地范围有限，若继续往下挖，难度大且不安全。有限深度内能否发现另一根管

道，这一难题摆到了建设及施工单位面前。笔者验槽时根据塔位处管道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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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塔间距、相临塔位原始地形，综合判断塔位的大管道延伸至相邻塔位，最多

位于相邻塔位东侧 1/2 的范围内，经现场人工小螺纹钻（ 按 20 cm 网格状布置） 

钻至 6.0 m 深（杂填土为 4.2 m），未发现有大口径管道，经分析认为可以施工。

经桩基施工查验，未发现有大口径管道 。地基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基础不均匀沉

降和下部粉土层由于楼房附加荷载及地面渗水对人工碎石堆积存在向下游失稳

的可能性。

8  结语

实践证明，现场检验是岩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使设计施工符

合场地工程地质的实际，以确保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工程质量与运行的安全，

消除工程中可能存在的事故隐患，并总结勘测经验，提高勘测水平，以取得明

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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