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暰摘暋要暱暋针对某近代优秀建筑物受相邻基坑施工影响出现的墙体裂缝棳提出了相邻基坑施工影响近代优秀建筑物的

安全监测对策棳通过控制地下水位暍调整支护结构的刚度和建筑物沉降动态预报等方法确保近代优秀建筑物的安全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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棸暋引暋言

南京某部办公楼位于南京市湖南路棻棸号棳该建

筑先后是清朝江苏咨议局暍江苏省议会暍中华民国临

时参议院以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所在地暎该办公

楼于棻椆棸椆年开工建设棳棻椆棻棸年落成棳为砖木结构棳
清水砖墙棳三角形木屋架棳圆拱形窗棳地上二层棳平面

呈正方形棳中部为草坪棳周围是高二层的办公用房棳
形成前后两进与东西厢房组成的四合院棳建筑面积

棿椂棸棸旐棽暎棻椆椄棽年棳该建筑被列为第一批南京市文

物保护单位暎棻椆椆棻年棳又被国家建设部暍国家文物

局评为近代优秀建筑暎
根据建设单位的需要棳棽棸棸椆年椂月在该办公楼

的西南侧建设综合楼棳综合楼设置棽层地下室棳开挖

深度椆灡椃椀旐棬局部棻棻灡椃棸旐棭棳基坑平面基本呈现 斕
形棳长约棻棸椀旐棳宽椂棽旐棳基坑开挖边线距该建筑

椀灡椂旐暎场区内土层为素填土暍粉质粉砂暍淤泥质粉

质粘土暍粉质粘土棳地下水位在地面以下棸灡椄旐棳地
下含水量丰富棳部分土层为微承压水暎基坑支护采

用 椆棸棸钻孔灌注桩和二层钢筋混凝土内支撑结构

体系棳水泥土深搅拌桩作为止水帷幕暎在基坑开挖

中要确保该近代优秀建筑物棬文物楼棭的安全暎
棻暋现场调查与监测方案

棻灡棻暋现场调查

对棾倍开挖深度内的文物楼基础形式暍构件截

面暍节点构造暍构造措施等进行了现场调查棳详细调

查了建筑物的裂缝开展情况进棳对裂缝进行了检测

与标识棳并对部分承重结构的黏土砖进行抽样检测暎
结果表明棳文物楼基础形式为棾皮放大脚砖砌条形

基础棳无圈梁棳基础整体性差棳部分基础有裂缝存在棳
表现为文物楼出现不均匀沉降棳墙面裂缝较多棳最大

裂缝达宽度达到椄旐旐棳大部分裂缝达宽度在棽暙
棿旐旐之间暎屋架木结构仅漏雨处有轻微腐朽棳大部

分未发现腐朽与虫蛀现象棳但存在老化现象棳部分木

结构出现顺纹裂缝暎黏土砖存在轻度风化和损伤暎
由于基坑距文物楼较近棳文物楼基础存在断裂棳基坑

施工对文物楼有显著的影响棳要求临近文物楼基坑

不允许出现水土流失棳变形控制在允许范围内棳尽可

能减小基坑施工对文物楼基础的扰动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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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尚根等椇临近基坑的近代优秀建筑物监测与对策 棾棸椃暋暋
棻灡棽暋监测方案

由于人们对支护结构与土相互作用的机理尚未

完全了解棳基坑设计理论不够成熟棳基坑土方开挖时

其坑外地表的变形没有统一和准确的计算方法棳为
实时把握基坑施工中挤坑支护结构的受力和变形状

况棳确保基坑施工正常进行棳在施工过程中必须对基

坑变形和周边环境情况进行动态监测棳做到信息化

施工暎
根据数值分析表明椲棻灢椀椵棳对于深度为棻棸旐 左右

的基坑采用支护桩加钢筋混凝土内支撑体系棳其最

大沉降发生在距坑外椆旐 左右暎监测资料表明椲棿椵棳
类似基坑最大沉降发生在距坑外椂旐 左右暎而该

处正是文物楼所在的位置棳如果沉降过大棳文物楼基

础可能出现断裂棳加速墙面裂缝发展棳水土流失也是

文物楼基础扰动影响因素之一暎因此棳在距文物楼

基础棽旐左右处设置水位观测孔和土体深层水平

观测孔棳同时在文物楼设置沉降观测点暎当到达下

述监测项目报警值之一时棳均进行报警暎地下水位

下降椀棸棸旐旐棷斾或累计超过棻棸棸棸旐旐椈沉降持续

棾斾大于棽旐旐棷斾或累计超过棽棸旐旐椈土体深层水平

位移顶部持续棾斾大于棽旐旐棷斾或累计超过棻椀旐旐暎
取上述报警值的椂棸棩作为预警值棳超过预警值时增

加监测频率暎为了减少仪器的误差棳在监测前对所

用仪器进行检测棳固定操作人员暎超过报警值时棳监
测小组立即通知业主暍监理和施工单位棳由施工单位

组织专家讨论对策棳对文物楼的安全性进行评估暎
棽暋基坑安全监测对策

棽灡棻暋控制降水

按照基坑施工方案的要求棳逐次降水棳满足土方

开挖棳土方分层暍分块开挖棳及时浇筑底板和侧墙和

回填土棳减少基坑暴露的时间棳减小基坑施工对文物

楼的影响暎施工单位在土体开挖前进行预降水棳将
地下水降至地表以下棴棻棸旐处棳临近基坑的文物楼

地下水位累计超过棻棸棸棸旐旐 以上棳沉降测点监测

数据显示棳文物楼平均沉降达棿灡椂旐旐棳现场查明墙

面原裂缝增大棸灡棾旐旐左右棳并增加若干条新裂缝棳
宽带在棸灡棻暙棸灡棾旐旐之间暎上述现象表明棳文物楼

基础整体性差棳并对地基土的变形敏感暎监测单位

及时启动报警机制棳将监测结果通知业主暍监理和施

工单位棳组织专家会审棳查明止水帷幕的深搅桩存在

冷接头棳出现渗水暎决定在距文物楼基础棻旐 处增

设一排回灌设施棳同时对出现渗水处的止水帷幕进

行压密灌浆处理暎上述措施有效地确保了在基开挖

时文物楼基础处的地下水位保持动态平衡棳减小因

水土流失引起的文物楼的沉降暎
棽灡棽暋控制支护结构变形

在基坑开挖中要严格控制支护结构的变形对文

物楼产生的不均匀沉降暎为了预测基坑土方开挖中

支护结构的变形所产生的地表沉降棳对支护结构暍开
挖深度与地质条件相近的基坑采用文献椲椂灢椃椵的方

法进行地表沉降计算棳并与现场监测数据对比棳优化

计算参数棳预先对文物楼产生的不均匀沉降进行预

估棳并对支护桩的变形提出具体的水平位移量提出

控制要求暎当要求文物楼沉降为棽棸旐旐 时棳按文

献椲椃椵给出的计算方法可算出地表最大沉降位于坑

外椀灡椃 旐 处棳支 护 桩 顶 的 水 平 最 大 位 移 不 超 过

棻椀旐旐暍支护桩身的水平最大位移不超过棾棸旐旐 时

能够满足监测方案的要求暎将此计算结果通报给基

坑设计单位棳设计单位重新进行计算与复核棳将钢筋

混凝土支撑的截面由椃棸棸旐旐暳椂棸棸旐旐 调整为

椄棸棸旐旐暳椃棸棸旐旐暎支撑截面增大棳即水平支撑刚

度增大棳可有效地控制支护桩顶及桩身的水平位移棳
减小因支护结构变形引起的文物楼的沉降暎
棽灡棾暋文物楼沉降动态预报

为了预测文物楼在基坑施工过程中沉降变化情

况棳防止文物楼出现破坏棳为采取工程措施赢得时

间棳需要对基坑土方开挖中文物楼的沉降提前进行

预报暎斅斝网络椲椄灢棻棻椵和遗传算法算法均可根据监测

数据预测建筑物的下一步的沉降棳传统 斅斝算法具

有收敛速度慢棳稳定性差棳初始权值是随机给定的棳
每次训练的次数及最终权值会略有不同棳网络的寻

优不具有唯一性棳会出现局部极小问题的缺点椲棻棽椵暎
遗传算法的搜索始终遍及整个解空间棳擅长全局搜

索椲棻棾椵棳而人工神经网络对局部搜索有明显的优势暎
因此棳将二者结合起来棳优势互补棳用遗传算法对人

工神经网络的权值进行优化棳在解空间定出一个较

好的搜索空间棳再用 斅斝算法在这个空间搜索出最

优解暎采取遗传棴斅斝神经网络模型对文物楼的沉

降进行动态预报棳将文物楼沉降与时间关系作为一

个时间序列棳用先前若干时间点的监测沉降值来预

测后续时间点的变形棳为预测下步某一时间段内文

物楼的沉降棳即用前几天相应测点的变形监测数据

为原始输入棳将以后几天该相应点的各预测值视为

输出棳在时间推进到下一日以后棳将该日的实际监测

值滚入作为新的输入棳而置换掉最前一日的监测值棳
以不断更换输入数据而进行下一日动态预测方法暎
文物楼沉降实测值与预测值的对比见表棻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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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棻暋文物物沉降预测值与实测值比较

步暋骤 建暋筑暋物暋沉暋降暋棷旐旐 均暋差

第三步
实测值 棻椀灡棿棻 棻椀灡椀椄 棻椀灡椆椃 棻椂灡棸棾 棻椂灡棽椂 棻椂灡棻椀 棻椂灡棸椀 棻椀灡椀棾
预测值 棻椀灡椀椀 棻椀灡椂棻 棻椂灡棸棿 棻椂灡棾椀 棻椂灡棿椃 棻椂灡棽椆 棻椂灡棸棿 棻椀灡椆椂 棻灡棸椀棩

第四步
实测值 棻椀灡棿棾 棻椂灡棻棿 棻椂灡棾棻 棻椃灡棸椄 棻椃灡棾棻 棻椃灡椀棻 棻椃灡棽棾 棻椃灡棸棽
预测值 棻椀灡椂棿 棻椂灡棽椃 棻椂灡灡椀棸 棻椃灡棾椀 棻椃灡椀椃 棻椃灡椄椆 棻椃灡椃棾 棻椃灡椂棻 棻灡椆棸棩

第五步
实测值 棻椀灡椃棾 棻椂灡棽棿 棻椂灡椃棾 棻椃灡椀椄 棻椄灡棿棿 棻椄灡棻椀 棻椄灡棸椀 棻椃灡椂棸
预测值 棻椂灡棽棽 棻椂灡椄椃 棻椃灡棿椆 棻椄灡椀棾 棻椄灡椄棿 棻椄灡椃棻 棻椄灡椂椀 棻椄灡椀椃 棾灡椄椄棩

第六步
实测值 棻椂灡棸棸 棻椂灡椄棿 棻椃灡棽棾 棻椄灡棸椂 棻椄灡棽棿 棻椄灡棸棻 棻椃灡椄椃 棻椃灡棽棾
预测值 棻椃灡棿椄 棻椃灡椆椀 棻椄灡棽椀 棻椄灡椂棿 棻椆灡棽棾 棻椆灡棻椃 棻椆灡棸棻 棻椄灡椄棽 椂灡椀棻棩

暋暋从文物楼沉降预测值与实测值比较可以看出棳采
用基于遗传神经网络预测方法所得到的预测值与实测

值吻合较好棳该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棳能满足

工程实际应用的要求棳及时地预测基坑土方开挖中文

物楼的沉降变化情况棳有力地指导了基坑工程的施工暎
基坑施工完毕棳文物楼的沉降情况见图棻暎最

大沉降值为棽棻灡椃棿旐旐棳发生在基坑土方开挖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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