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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建筑物基坑工程的施工完成,基坑内支撑梁需要拆除。在基坑内支撑梁拆除的时候常规的

做法是采用静爆拆除,但是部分工程项目由于在基础施工阶段耽误了部分工期,项目的预售节点又需要

保证,为保证施工节点,同时也要保证工程的质量和基坑的安全,可以采用无损静力切割内支撑梁的施工

技术,从而节省施工时间。然而,这项技术在操作时也会带来一定风险和安全问题,因此必须严格控制操

作过程中的安全风险。本文旨在探讨如何管理无损静力切割拆除内支撑的安全控制要点,为同类工程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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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ilding foundation pit project, the supporting 

beams inside the foundation pit need to be removed. The conventional practice for dismantling the support 

beams in the foundation pit is to use static blasting. However, some engineering projects have delayed some of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during the foundation construction stage, and the pre-sale nodes of the project need to 

be ensured. To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nodes,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the project and the safety of the 

foundation pit, non-destructive static cutting of the internal support beams can be used as a construction 

technique to save construction time. However, this technology also brings certain risks and safety issues during 

operation, so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control the safety risks during the operation proces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safety control points of how to manage the non-destructive static cutting removal of internal 

supports,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similar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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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和工程概况 

某沿海高层建筑工程,地下室二层,总用地面积为11958.18

㎡,为高层商住楼,总建筑面积69374.43㎡,上部结构由一层商

业裙楼与四栋24层高层住宅组成,建筑总高度78.7m,基坑深度

10.5m,基坑工程安全等级为一级。 

为保证基坑开挖及地下室施工过程中周边建筑和道路的安

全,设计采用排桩和支撑梁的基坑支护方案。为保证项目预售节

点,加快施工工期,将内支撑梁拆除模式由静爆拆除改为无损静

力切割拆除。 

内支撑梁及腰梁分布图如(图一)所示,所需拆除的支撑梁

共约2070立方米,所需拆除的腰梁约450立方米,支撑梁的截面

尺寸有如下尺寸：1000×1000、1000×800、700×700；腰梁截

面尺寸统一为1000×1000。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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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损静力切割技术概述 

2.1原理和基本流程 

根据工程支撑梁梁的特点,采用排孔切割法,该方法切割后

的面有100mm空位,吊装时梁与梁之间有足够的空间不会夹住,

切割前在梁底做好满堂红支顶,分块按吊机吊装能力及运输车

辆的长度、载重能力进行分块,该项目基坑两侧均可放置大型吊

机作业,基坑宽度约为60米,则两侧最远吊装距离约35米,按

230T吊机吊重能力,35米距离可以吊8T,最靠近吊机的部位按

30T一块进行切割,梁与梁相交处达不到以上分块重量的首先考

虑切割联系撑(减少切割工程量),有钢柱部分须在该部位切割

四个支撑梁截面,切割时四周支撑梁应保留约一米,并做好支撑

保证割断钢柱时不会翻侧。 

2.2切割施工技术安排 

机械进场→做好切割分块标记→支撑梁支顶(图二)→切割

施工(图三)→吊机吊装、叉车转运(图四)→外运到指定地点→

砼油炮机破碎→钢筋回收(图五)。 

 

(图二) 

 

(图三) 

 

(图四) 

 

(图五) 

3 内支撑梁拆除的各项安全管控要点 

3.1内支撑梁拆除前钢管架搭设安全要点 

支撑梁拆除前,选用搭钢管架的方式来做支撑,切割后用汽

车吊配合吊运梁块。拆除下来的梁块直接先放置于钢管架上,

待一条支撑梁全部拆除完成再统一用汽车吊将梁段吊起,通过

平板车运到场外。因此,钢管架作为拆除完成后梁体的临时搁置

平台,安全稳固性非常重要。本工程内支撑梁主梁采用48*3.25

的钢管搭设,沿支撑梁方向在两边搭设钢管架,内支撑主梁(ZC)

下的立杆纵距为500mm,(JC)梁下的立杆纵距为600mm,内支撑次

梁(LX)两侧的立杆纵距为1000mm,横杆间距为梁宽,内支撑梁下

部横杆设双扣件,扫地杆距楼地面200mm。在钢管支撑架两侧每

隔2米设置一道斜撑杆。为保护楼地面混凝土,在立杆底部需垫

1.5米宽的旧模板,长度视切割段梁长度而定。支撑梁的钢管架

的布设详见(图六-图九)。 

3.2内支撑拆除阶段的安全管控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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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支撑梁钢管架立面图 

 

图七  支撑梁钢管架平面图 

 

图八：腰梁钢管架立面图  

 

图九  腰梁钢管架平面图 

3.2.1提前对切割拆除时的支护结构水平位移进行测算 

目前国内项目在采用无损静力拆除内支撑梁时,项目总工

在编制内支撑拆除施工方案时,较少对支护结构在拆除时的水

平位移进行提前测算,更多的是采用边拆除边监测的方法,目前

有文献提出了支护结构水平位移的测算公式,可以在项目中实

验应用。我们结合本工程进行验证。李涛等[1]对于深基坑内支

撑拆除时支护结构水平位移计算方法进行了明确,明确了小变

位条件下的主动土压力计算方法： 

(1) 

式中：0k为静止土压力系数；s为支护结构某点位移；φi

为土层内摩擦角；iγ为土层有效重度；ih为土层厚度；Ei为土

体水平变形模量；H为基坑开挖深度；D'为侧向影响区深度,按

照下式计算 

   (2) 

式中：D为支护结构嵌固深度。 

内支撑拆除阶段,基坑开挖面以上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土

压力Pl按照式(1)计算；开挖面以下土压力P2按照均布荷载计

算。根据国内一些深基坑内支撑拆除工程的现场监测数据,荷载

损失量Rs与支撑轴力Rn、水平应力Rb存在以下关系：Rs=μ

Rn-Rb(3)式中：μ为折算系数,其大小与内支撑拆除过程中地下

室结构板的浇筑强度、内支撑拆除方式及时间等因素有关。多

个结构单元的微分挠度方程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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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立(1)与(3)得到开挖面以上的受力结构分析式。有文献

表明,μ的取值范围在0.1-0.3较为合理,为验证μ的取值,结合

本工程实践,验证支护结构在不同深度处位移增量。得出位移数

据如下： 

支护结构在不同深度处位移增量数据分析 

表一  支护结构在不同深度处位移增量数据分析表 

支护结构在不同深度处位移增量数据分析

序号 拆撑阶段 深度/m 位移量/mm
位移增量

/mm
备注

μ=0.1 μ=0.3

1
第 2 道内

支撑拆除
0 5.523 23.665 18.141

2 10 10.214 22.486 12.273

3
第 1 道内

支撑拆除
0 6.723 27.264 20.542

4 10 10.752 24.101 13.342
 

根据数据显示,随着深度的增加,位移增量逐渐减少,初步

可以判断为支护结构顶部水平变形受μ值影响最大,底部影响

逐渐减小。因此,在拆撑阶段的安全管理要点主要在于应急计算

中的μ值取值,折减系数μ建议按0.1-0.3进行取值。 

3.2.2内支撑拆除时轴力监测的安全管控要点 

施工时重点监测不同轴力在不同施工段的变化[2],本工程

两道内支撑,选取三个监测时段进行分析,分别是开挖至第二道

支撑下部至底板浇筑期间、第二道支撑拆除期间、第一道支撑

拆除期间。在开挖至第二道支撑下部至底板浇筑的监测期间,

主梁上的轴力监测点出现超过报警值的现象,本工程在开挖至

第二道支撑下部至底板浇筑期间、第二道支撑拆除期间,轴力监

测报警值为8000KN,在第一道支撑拆除期间轴力监测报警值为

12000KN。经观察多日数据,轴力变化存在上下浮动的现象,考虑

是温度变化造成的轴力超过报警值,且未持续增大。在第二道支

撑拆除期间,主梁上的轴力呈现增大后逐渐减小的现象,分析是

由于底板强度的形成及楼板换撑,支撑体系的受力开始减小。在

最后一道支撑拆除期间,轴力也呈现逐渐增大并减小的现象,经

分析也是犹豫第一道支撑拆除后轴力逐渐转换到最后一道支撑,

随着换撑的完成,轴力也就渐渐的趋于稳定。以下是监测的轴力

变化关系图。 

故而在不同的轴力监测的阶段,如轴力出现超过监测报警

值的情况,重点应观察轴力的增加变化情况,尤其应观察换撑

完成后轴力是否减小趋于稳定,如果监测值持续增大,应进行

注意。 

3.3支撑梁吊装阶段的安全管控要点 

本工程选用了2台230T汽车吊,230T汽车吊在基坑边荷载计

算：参数：汽车吊自重72吨,配重43吨,吊装时由四个支脚支撑；

设计允许荷载为2.5吨/平方米。每个支脚荷载：115÷4=29吨。

每个支脚符合设计要求的受压面积：29÷2.5=11.6平方米。每

个支脚下面铺设20mm厚钢板,面积不小于12平方米,钢板下面设

置枕木,则能满足基坑支护设计荷载要求。 

 

(图十)开挖至第二道支撑下部至底板浇筑期间轴力变化图 

 

(图十一)：第二道支撑拆除期间轴力变化 

 

(图十二)第一道支撑拆除期间轴力变化 

3.4其余安全管控要点 

内支撑梁施工时的其余管控要点主要为机械伤害、基坑边

的高处坠落、物体打击等常规管控要点。包括完善进场人员的

安全教育和交底工作,相关作业人员应检查持证上岗情况,在

切割之前应对机械设备进行检查,起吊机械的基础应牢固,起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报 

第 1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3 年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7 

Journal of Safe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重机械臂的回转半径内禁止站人,检查电气设备,防止意外伤

害事故,拆除后的梁体应尽快运出施工场地,加强环境保护,在

切割的时候洒水降尘,切割产生的废水经过沉淀处理后排入污

水管道[3]。 

4 结论 

无损静力切割拆除内支撑梁的安全管控要点总结如下： 

临时搁置拆除后内支撑梁的架体的稳定性是安全管控的要

点,应提前对架体进行受力计算,架体要搭设验收完成后才能投

入使用,保证临时搁置梁体的稳定性。为确保施工安全,应提前

对切割拆除时的支护结构水平位移进行测算,根据文中分析,在

拆撑阶段的安全管理要点主要在于应急计算中的μ值取值,折

减系数μ建议按0.1-0.3进行取值。在支撑拆除阶段,要对轴力

进行监测,如出现轴力超过报警值的现象,应持续观察,看轴力

是否逐渐增大。做好汽车吊的选用,提前设计好单个起吊重量,

确保起吊安全。做好常规安全防范。本文总上述五个方面总结

了无损静力切割拆除内支撑梁的安全管控要点,希望对同类工

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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