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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谈 深 基 坑 回 弹 观 测 的体 会
中国兵 器工业勘 察研究院 靳菊生

【提要】本文主要介绍我们在深基坑回弹观测中有关观测点的安置 和终弹观测时机的工作经验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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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回弹观测是测定基坑开挖后的回弹

量
,

为确定室内地平起始标高
、

改进基础设

计和保护邻近构筑物的安全提供重要资料
。

随着大型高层建筑的兴建
,

地基回弹观测的

任务 已越来越多
。

对于如何改进回弹观测的

方法
,

快速而准确地测定地基回弹量
,
已是

测绘工作者不断探索的新间题
。

根据我们的

实践
,

本文仅在回弹观测点的安置和把握终

弹观测时机上
,

简介如下
,

供互相交流
,

共

同提高
。

一
、

回弹观测标志的安置

关于回弹观测标志的安置方法
,

笔者曾

在 中国建筑学会 93 工程 测量学术 交 流 会 上

《超高层建筑深基坑观测的几点体会》 一文

中作过介绍
。

但这种方法加工复杂
,

安置费

时
,

难度较大
,

且在安置过程中
,

容易触动

回弹观测标志
。

因此
,

我们从实践中
,

对回

弹观测标志的安置工作
,

作 了改进
,

即在钻

孔时
,

采用泥浆护壁代替钻孔套管
,

并在北

京阳光广场开挖土方量 近 4 0 0 0 Om
“

的 工 程

中使 用
,

取 得 了成功
。

具体方法
:

是 以汽

车钻配功1 5 o m m 的岩芯 管 合 金 钻头
,

在回

弹观测点的设计位置的地面上
,

采用 回转钻

进
,

同时以车载泥浆泵压入比重为 1
.

3 的优

质泥浆循环护壁
。

成孔后
,

用钻杆及标
、

杆

连 接 器 将 带有方 丝 反 扣 的 功1 00 m m
,

长

50 o m m的四齿尾回弹观测 标 志 打 入 ( 见图

1 )
,

使标志顶端低于设计 基 面 约 巧 o m m
。

回弹观测标志标
、

杆连接器及标杆连接套管

见图 1
、

图 2
、

图 3
、

图 4
。

娜路 l 呀、 体 以日 普

ù日队é以自葵
\

一
。(ó。.

催将一骊会厂葺厂一可
{

!}}}}} {{{
…… :::::::::::::

}}}
一一

一

昌昌昌
...

}}}}}}}}}}}

珊
材料 钢管

— 一州厂一
~

ǎ笼三只犷
ó

卡g匀忍0

图 1 阳光广场回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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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阳光广场标杆连接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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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安置方法的优点有三
; ( 一 ) 是加

工简便
,

除了回弹观测标志及与 之 连 接 的

标
、

杆连接器外
,

其余都无需加工
。

( 二 )

由于采用钻杆连动的机械回转钻进
,

故钻孔

的垂直度较在摆动状态下的吊锤冲击钻进的

方法要好
。

当以水平尺校平钻台后钻进时
,

钻孔垂直度一般可保证在 1% 以内
,

且安置

速度很快
。

( 三 ) 这种方法是待安置稳妥
、

撤离孔内的全部钻具后再用钢尺吊测 ( 本文

略 )
,

因而避免 了由于交叉操作不慎引起机

械碰动回弹观测标志而影响回弹 初 始 值 精

度
。

二
、

回弹终值的观测时机

由于引起地基回弹的主要因素是基坑底

面的荷载量
,

因此
,

随着基坑逐渐挖深
,

基

底逐渐卸荷
,

地基回弹量也就逐渐增大
。

但

应注意地基回弹有一个逐渐的过程
,

当基坑

开挖完毕
,

基底完全裸露时
,

虽然回弹应力

的绝大部份 已经释放出来
,

但是地基回弹并

未全部结束
,

基坑底面仍在绥慢上升
,

滞后

回弹不容忽视
。

从经验数值看
,

若以人工清

底的时间为界
,

地基滞后回弹量约 占回弹集

中释放量的 6% 左右
。

滞后回弹的时间一般

要持续一个星期左右才能使渐变量衰减到一

站精密水准测量的观 测误差以内
。

因此
,

回

弹终值的观测
,

决不能在基坑开挖完毕就急

于立刻进行
,

而应等候回弹应力近 于衰竭的

时刻再行观测 ( 如果是一次性观测 )
。

否则

获取的回弹量将是失实数值
,

不能用作设计

参考
。

从表 1 中可看出在京的某大厦地基回

弹集中释放量与滞后量的关系 ( 以毫米为单

位 )
。

另外引起地基回弹的主要因素是基面荷

载量
,

除此以外还有基面下的地质结构及含

水量等因素
,

也就是说
,

各回弹观测点在基

坑内的分布位置不同
,

其下面的地质条件可

能也不相同
。

每个观测点下面土的密实程度

及含水量是造成其卸荷后膨胀或回弹应力释

放速度不均匀的一个重要原因
。

因此除各回

弹观测点的回弹主量和滞后回弹量不同外
,

其滞后回弹所需的时间也不相同
,

有些点仅

需四天左
、

右就能使滞后回弹变 量 衰 竭 趋

零
,

而有些点则需一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回

弹量衰竭趋零
,

并且在同一点上的衰变速度

也呈现出不均匀状态
,

这可以从下述几点的

滞后回弹渐变差及观测时间统计 ( 见表 2) 上

就可看 出这种现象
。

因此
,

回弹终值并非一

次性观测
,

往往需要进行多次
,

具体次数要

视滞后回弹的渐变而定
,

一般应小于0
.

2m m

以后才能停止观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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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
,

除本文略的钢尺 吊测获取地

基回弹量的基本方法外
,

只要我们对各个环

节采取必要的措施
,

改进作业方法
,

并切实

把握终弹观测时机
,

不仅可以大大加快回弹

观测速度
,

同时也可以使观测精度大幅度提

高
,

这在我们 自1 9 8 6年以来所承担的回弹观

测任务 中都不断得到证实
,

并获得了成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