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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我国的建筑业虽然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在实际施工中也存在各种问题,其中最为常见的

就是软土地基处理问题。为此,本文详细分析了房屋建筑软土地基工程类型,并结合软土地基的特点,阐

述了房屋建筑工程软土地基的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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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土地基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不良地

基,成因较为复杂,土质较为松软,如果

在未经处理的软土地基上直接进行房屋

建筑的施工建设,则会发生不可预料的

沉陷或失稳,导致房体出现沉降、裂缝等

问题,严重的还会发生坍塌危害人民的

生命财产安全。 

1 软土地基的特点 

软土地基由于其土质松软、土层空

隙大、含水量高、以及土壤整体强度低

等,具有较高的压缩性,在无外力干扰的

普通状态下,能够维持自身所需的基本

稳定平衡,保障土壤不变形,但当软土地

基受到外物的压力作用时,会发生形变,

不足以给外物提供有效支撑。 

此外,软土地基还存在受力不均匀

的问题,同一区域内不同位置的软土地

基的受力情况各不相同,这导致在未经

处理的软土地基上建设的房屋,会因为

平面布局上的受力不均而出现墙体开

裂问题。由此可以看出软土地基的稳定

性较差,且容易受到外界压力的影响而

发生改变,地基一旦变形就无法逆转,

势必会给房屋建筑的实际使用寿命造

成影响。 

2 房屋建筑软土地基工程的特

点 

由于地理因素问题,软土地基多都

出现在我国丘陵山区和沿海地区,其土

壤整体强度偏低,在不借助外力的情况

下,很难对软土地基进行塑形。同时,由

于软土地基具有较强的吸水性,受力会

发生形变,所以也给房屋建筑的施工建

设增加了很大的难度。此外,在部分水下

资源较为丰富的山区或临海地区进行建

设时,由于软土地基中的含水量过高,给

房屋建筑工程的建设带来一定的危险性,

不仅会使建成的房屋建筑因缺乏有效的

地基支撑而发生沉降,还会因施工难度

大,造成施工事故的发生。 

3 软土地基基础工程的类型 

3.1桩基础工程 

桩基础工程具有较高的抗侧刚度和

单桩刚度,能够承受房屋建筑带来的上

覆荷载和横向荷载,防止房屋建筑发生

不均匀沉降,同时具有较高的持力层承

载力,能够承受房屋建筑带来的所有竖

向荷载。常见的桩基工程主要由承台和

与承台相连的桩身组成,其能够在液化

的土壤中为房屋建筑提供一个强有力的

支撑。因此,桩基础工程常被用在高层建

筑的软土地基处理中。 

在实际的软土地基施工中,根据摩

擦力的原理,可以将桩基础中的承台桩

分为摩擦桩和端承桩。摩擦桩通常被应

用在载体层较钱或没有硬层载体层的

底层土壤中,而端承桩则适用于含有岩

石结构的软土地基,用来与岩石层相连,

提高软体地基的强度。此外,根据施工

方式的不同,还可以将桩基础分为灌注

桩和预制桩,灌注桩指的是在施工钻孔

内放入钢筋并进行混凝土浇筑,其可以

根据房屋建筑的实际需求对高度进行

调整。而预制桩则是将提前预制好的钢

筋笼打入地面,而后进行混凝土浇筑,

由于这种方法所使用的钢筋笼是提前预

制好的,因此预制桩只适合有高度要求

的房屋建筑。 

3.2深基坑支护工程 

深基坑支护工程是一种临时性的支

护工程。在软土地基施工中,首先要对深

基坑开挖的施工区域进行清场,并确认

该施工区域是否具备放坡作业的基础或

在开挖过程中是否可以保障施工作业的

安全。由于深基坑支护工程在施工的过

程中,受地质自然条件因素的影响较大,

因此对施工技术和施工工艺有一定的

要求,再加上软土地基容易受力变形,

所以导致深基坑支护工程实施起来具

有较高的难度。当前,较为常见的深基

坑支护结构类型有逆作拱墙、地下连续

墙、排桩支护、水泥土桩墙等,具体施

工中,应结合房屋建筑及软土地基的实

际情况,对深基坑支护工程的结构类型

进行合理选择。 

3.3混凝土基础工程 

混凝土基础工程是由筏形基础、条

形基础、独立基础、箱型基础四部分组

成,其在具体的施工中又包含后浇带混

凝土工程、混凝土结构施工缝处理、模

板工程、钢筋工程、混凝土工程等多项

分项工程。其中,在模板工程的施工中,

必须在施工的准备阶段对模板安装的尺

寸要求进行反复审核,在保障图纸要求

符合国家相关规范的基础上,确保模板

的刚性、稳定性以及承载力都能契合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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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建筑的实际使用需求,提高软土地基

的承载力,确保房屋建筑工程的整体稳

定性。 

4 房屋建筑工程软土地基基础

的处理方案 

不同区域的地基在土质上可能会存

在较大差异,因此在对地基进行处理的

过程中,必须因地制宜,要结合房屋建筑

工程所在地地基的实际特征,选择最为

合适的地基处理技术。 

4.1泥搅拌桩处理技术 

对部分含有粘性土或砂性土的软土

地基,可以选用泥搅拌桩处理技术来提

高软土地基的稳定性。与其他的地基处

理技术相比,泥搅拌桩处理技术具有较

高的作业效率和较低的施工成本,能够

在提高施工进度的基础上,节约施工成

本。在泥搅拌桩处理技术的应用上,必须

严格按照对应的施工设计方案和交底要

求来开展施工,同时加强施工过程的检

测工作,定期做好各项施工记录。 

在具体的施工中,应先用钻机搅拌

土层,使其成为泥浆,而后借助输送管道,

按照一定的比例将泥浆与配置好的水泥

进行混合搅拌,成为水泥搅拌桩,并对其

进行养护。通常情况下,泥搅拌桩处理技

术多用于地标浅层的软土地基支护,深

度一般不会超过20米。在施工前,必须对

软土地基的性能和土壤成分进行分析,

如果软土地基的性能和土壤成分不符合

相关的标准,可以适当的在泥浆搅拌过

程中添加一些煤渣、碎石、砂石等材料,

从源头上改变软土地基的土壤性质问题,

待软土地基土壤成分性能符合要求后,

才能进行软土地基的处理工作,完成对

软土地基内部结构及土体成分的整合,

进而实现对软土地基性质的整体提升,

以达到提高软土地基稳定性的目的。 

4.2深层搅拌桩处理技术 

深层搅拌桩技术是利用混凝土与含

水率较高的土壤相互混合,形成具有一

定支撑强度的水泥土,从而达到提高软

土地基承载力的目的。与泥搅拌桩处理

技术不同,深层搅拌桩处理技术,能够对

深层次的软土土质进行处理,适用于各

种高层房屋建筑的地基施工。在软土地

基的处理过中,施工人员首选需要按照

事先设定好的程序,将喷射注浆管深入

到预定的深度,然后进行高压送水,待土

壤的含水率达到对应的要求后,开始输

送水泥浆、煤灰、砂石等原料,形成具有

一定深度的水泥粉煤灰砾石桩,以此提

高地基的承载力和抗变形性。在深层搅

拌桩处理技术的应用中,技术人员必须

时刻对喷射注浆管的潜入深度、注水流

量、压力参数等数据进行观察,自下而上

进行切割式的射注浆,待注浆页面不在

下沉后,才能停止往软土地基深层输送

泥浆。此外,技术人员还需要对深层搅拌

桩的桩柱分布排列和间距进行测量,以

此确保地基的受力均匀。 

4.3砂石桩柱处理技术 

为有效解决因地形形变而给房屋建

筑结构带来的影响,可以采用砂石桩处

理技术来增加软土地基的整体强度,降

低软土地基的形变可能。 

采用砂石桩柱处理技术对软土地基

进行处理时,首先要对软土地基的表面

进行清理,而后按照图纸方案预定的要

求,进行钻孔作业,单一的砂石桩柱无法

对整个房屋建筑起到支撑作用,因此必

须适当增加砂石桩柱的数量,形成砂石

桩柱群体,通过科学合理的桩柱分布排

序,解决软土地基形变问题,为后续的房

屋建筑工程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此外,

需要重视砂石桩柱的强度,可以通过增

加砂石密度和强度,以及灌注水泥性能

的方法,提高砂石桩柱的强度,增强地基

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进而提高软土地基

的负载能力,将地基形变对房屋结构的

影响降到最低。 

5 结语 

在软土地基的处理上,技术人员应

对软土地基的性能有深入的了解,并结

合不同地基基础处理技术的优缺点选择

最为合适的地基处理技术,提升软土地

基的稳定性。同时,在这个过程中,还应

不断的通过分析和总结,优化现有的软

土地基处理技术,从而进一步保障房屋

建筑的整体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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