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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地下室基坑施工阶段明排水施工方法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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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结合某大楼地下室基坑及基础施工期间的排水方法，介绍采用明排法排出地表水及地下水的工艺做法。重

点介绍明排法排出地表水及地下水的施工方法、关键节点等施工要点，此方法非常适合西南喀斯特地貌的红黏土、
岩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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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bined with the drainage metho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oundation excavation and foundation of a build-
ing basement，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to discharge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water by using the open
drain method．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construction methods and key points to discharge surface water and ground-
water by using the open drain method，which is very suitable for the red clay and karst areas of Karst landforms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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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下室基坑及基础施工期间，不可避免地会遇

到降排水问题。对于降排水的方法，普遍列举的是井

点降水和明排水。但是翻开我们的建筑施工、施工技

术类书籍、杂志，详细讲解教授给大家的往往是高大上

的科学方法:人工降低地下水位———井点降水，各种类

型的井点降水方法。这类方法确实具有其先进性和科

学性，在我国很多地区的基坑及基础施工中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而明排水施工方法的介绍，仅限于基坑、槽
设置排水沟、沉砂井的简单描述，认为“明排水设备简

单，排水方便”，技术含量低，缺乏进一步的探索与挖

掘，给广大建筑施工后来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惑。
经过多年的摸索和思考，笔者有感如下。
1 工程地质情况是选择降水方法的前提

1)在地下室基坑及基础施工期间，采用井点降水

方法必须满足 2 个前提:①地下水可测，具体说就是水

位及水量可测，而且相对稳定，一般情况下均已知水位

线及单位时间涌水量;②渗透系数较大，比如砂质土，

能够确保土壤中的水按设定的方向流动，从而用设定

好的动力设施及水管将水汇集并排出。也就是说，如

果这 2 个前提不能保证，井点降水法就发挥不了作用。

2)西南岩溶地区岩土分层特性往往是这样的:耕植

土或杂填土、红黏土，下伏基岩。场区上覆耕植土或杂

填土一般较松散，施工场地平整时应挖除。红黏土层和

下伏基岩层是地下室基坑及基础施工期间的主要层面。
例如，某大楼的地质情况:“本工程场区为溶蚀盆地

中河流阶地与斜坡麓带，区域构造上位于贵阳向斜北部

转折端东翼，呈单斜构造。场地东南侧有一走向北东北

的区域性小断层通过。场地岩溶发育程度分为岩溶轻

微发育区和岩溶强烈发育区，塔楼主要位于岩溶强烈发

育区。地下水有上层滞水与岩溶裂隙水，水量大，埋藏

浅，大量地下水会引起环境红黏土分布区地面塌陷。总

之，该场区地质情况对施工不利，有溶洞、裂隙、断层、节
理发育。地下水丰富，可以说所有不良地质类情况在该

场区均有出现，且多处发育，施工时应高度重视。”
“上层滞水”与“岩溶裂隙水”，这就是我们地下室

基坑施工及基础施工期间的主要地下水，另外雨季施

工时我们还将面临大量的雨水。“上层滞水”是指存

在于潜水面以上包气带中的局部隔水层之上积聚的重

力水。其实就是由雨水、融雪水等从松散的耕植土或

杂填土下渗时被透水性差的红黏土( 隔水层) 阻滞而

形成的自由水。上层滞水消耗于蒸发及沿隔水层边缘

下渗。“岩溶裂隙水”是存在于可溶性岩层的裂隙、溶
孔中的地下水，它在可溶性岩层的裂隙、溶孔间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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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隔于不透水层。土石方开挖时上层滞水和岩溶裂隙

水会因为开挖流出。由于土石方的不匀质性，这些地

下水的赋存位置、水量等特性也千差万别，加上开挖方

式的多样性，造成地下水流出的位置、水量、方式等事

先预知性不高，即水位、水量、渗透系数不能准确预测。
事实证明传统的井点降水法在多数西南岩溶地区不适

用，而笔者在实践中逐渐总结和完善了在地下室基坑

施工及基础施工期间明排水的施工方法，可供类似地

质情况的工程项目参考借鉴。
2 明排水施工方法在地下室基坑施工及基础施工中

的应用

2． 1 明排水法应用现状

建筑施工、施工技术类书籍包括专业院校的教材，

对明排水施工方法的介绍很简单，技术类期刊也鲜有

介绍。其结果是提到人工降低地下水时，教授、学生们

想到的往往是井点降水。实际施工中，刚毕业的学生

或者外地刚入黔的企业往往编制的方案也是井点降

水。这样的方案或者会被有经验的人员否定，或者由

于成本较高被“附近的项目怎么没有用呢?”一句话否

定，总之得不到实施，最好的结果是成为了迎接检查的

资料(有方案的证明)。实施的却是明排水，因为没有

详细的排水施工方案，缺乏细致的安排部署，往往造成

施工现场污水横流，施工状态不文明，增加了施工难

度，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浪费，甚至造成质量安全事故。
最常见的是用潜水泵将孔桩或基槽内的水抽排到相邻

孔桩或基槽内，采用“接力棒法”将水传递到场区外圈

的排水沟或沉砂井，水需要经过提升、自由落下，再提

升、再自由落下的多次循环，浪费人力、物力。另外一

种现象是地下室底板钢筋绑扎完成，混凝土浇灌前，一

场大雨，基坑成了鱼塘，停雨后抽水，无法将地梁底的

水完全抽净，只好将部分地梁箍筋割开，另行购置小型

水泵放入抽水。既浪费人力、物力，还影响工程进度。
2． 2 改进的明排水基本施工方法、关键节点要点

笔者认为明排水施工方法，首先应在基坑边坡上、下
均设置排水沟———外圈排水沟，此沟为截水沟，除排水作

用外还有截断上部水流的作用。其次在基坑内应设置排

水沟。坑内排水沟设置数量、位置应根据基坑平面形状及

尺寸、地梁分布情况、水泵功率等参数综合确定，如图 1 所

示。另外，在外圈排水沟相交处、转角处及长度 20 ～ 30m
位置应设置沉砂井，如图 2 沉砂井大样所示。除以上基本

施工方法，还应注意以下关键节点要点。
1)坑内排水沟数量应根据场区大小，可在场区范

围内纵横向间隔设置。应选择与地下室底板最深的几

根地梁相交的位置，并将沟向外延伸与基坑外圈排水

沟相连。排水沟间距以潜水泵能直接将孔桩或基槽内

的水抽排到排水沟内为准。坑内排水沟应较最深地梁

低 250mm 以上。

图 1 平面布置

图 2 沉沙井(1． 5m × 1． 5m)

2)所有排水沟(含外圈排水沟) 沟底应有坡度，坡

向设置冲向市政出水口，场内排水沟坡度宜≥0． 2% ，

外圈排水沟可略小，建议≥0． 1%。抽排到排水沟内的

水应能顺排水沟流到外圈排水沟内，再流到末端沉砂

井中。
3)孔桩或基槽施工期间，有意识地选择节理裂隙

发育、岩层较破碎、出水量大、深度较深的孔桩或基槽

作为降水井点，这样可以减小裂隙相通的相邻孔桩或

基槽的出水量，提高干孔的概率，改善施工作业环境。
4)地下室底板钢筋绑扎前，须将地梁底排水沟用

碎石和透水波纹管回填至接近地梁底设计标高，再用

粗砂填平拍实，如图 3 所示。

图 3 排水沟示意

5)地下室底板下的其他工序应在排水沟设计及施

工同步实施，如垫层、防水层等，应将坑内排水沟包裹

起来，如同地梁一样处理。坑内排水沟设计时应根据

各项目地下室底板下的具体设计，同步设计。实施则

可同步实施;或者排水沟设计时预留空间，用碎石和透

水波纹管回填前实施。
3 结语

以上措施可使地下室整个施工过程排水顺畅，形

成较好的施工状态。笔者按此方法在某广场等项目应

用，均取得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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