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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建筑地基施工的技术领域，改善

了坑中坑止水结构的施工效率和质量较低的问

题，公开了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

包括以下施工步骤：施工准备、测量放样、旋喷桩

体、桩体养护和开挖坑槽。将基坑内的底面整平

后测量标记每个桩体的位置，隔水桩的顶部标高

低于帷幕桩的顶部标高，先根据设计的桩位和标

高旋喷出隔水桩和帷幕桩，隔水桩的顶部标高位

置以上没有旋喷水泥浆液以形成开挖部，隔水桩

和帷幕桩形成一个具有凹槽的“盆状”止水帷幕，

然后在开挖部的部位开挖出坑中坑，减少了施工

阻力，在开挖过程中，止水帷幕能阻隔地下水渗

入坑中坑内，无需对坑中坑底部进行抽水，提高

了施工效率，还提高了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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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测量放样：根据设计于基坑（1）的底面测量出若干帷幕桩（31）和隔水桩（32）的桩位，并

做出标记，所述帷幕桩（31）的桩位围设形成封闭的环，所述隔水桩（32）的桩位阵列排布于

所述帷幕桩（31）的桩位内；

旋喷桩体：所述隔水桩（32）的顶部标高低于所述帷幕桩（31）的顶部标高，根据标记的

桩位以及设计标高旋喷出所述帷幕桩（31）和所述隔水桩（32），相邻的所述帷幕桩（31）和所

述隔水桩（32）相互咬合，所述隔水桩（32）于顶部标高以上形成有开挖部（4）；

开挖坑槽：根据设计标定于所述隔水桩（32）的所述开挖部（4）挖设出坑中坑（2）。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于旋喷桩体

步骤中，先旋喷所述帷幕桩（31），并向所述帷幕桩（31）的中部沿所述帷幕桩（31）的长向插

入有加固件（7），再旋喷所述隔水桩（3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帷幕桩

（31）的顶部标高低于所述基坑（1）的底面。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隔水桩

（32）的底部标高距离顶部标高1米以上。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坑中坑

（2）的开口边缘与所述帷幕桩（31）存在距离。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坑中坑

（2）的开口边缘与位于最外圈的所述隔水桩（32）存在交点。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测量放样步

骤中的标记方法为：于测量的桩位处扎有沉孔后，将沉孔填埋有标记粉末。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于开挖坑槽

步骤之前，桩体养护2‑3天。

9.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水泥浆

液中掺有固化剂，所述固化剂包括分子量为130‑800的第一表面活性剂和分子量为1000‑

10000的第二表面活性剂，所述第一表面活性剂和所述第二表面活性剂的质量比例为1:

0.2‑0.5。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旋喷机旋

喷的桩体中水泥掺量设置为桩体质量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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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建筑地基施工的技术领域，尤其是涉及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

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在地下室大基坑施工开挖至设计坑底标高后，还需要在电梯底坑、集水井的部位

继续向下开挖形成局部的小坑，即为坑中坑。而坑中坑位于基坑较深层，容易遇到沙、卵、砾

石等强透水层，因此坑中坑需要防水性能较好的止水结构以防止地下水的渗漏。

[0003] 现有的一种坑中坑止水结构和施工方法是在坑外围设一层搅拌桩或旋喷桩作为

止水帷幕，坑中坑的周围或者坑中坑中部布设有降水井，然后将坑内的水通过水泵抽吸干

净，封堵降水井时将水泵留在井内，当坑中再次渗水时就用水泵抽吸。

[0004] 但是，这种施工方法的止水效果较差，甚至“越抽水位越往上涨”；再者，即使能够

将水抽至坑底标高位置以下，在坑底打防水垫层时，若发生停电或泵烧坏的情况，会导致水

位又上升，水压把垫层顶穿，就需要将垫层凿掉，重新施工，费时费力、还增加了施工成本。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改善坑中坑止水结构的施工效率和质量较低的缺陷，本申请提供坑中坑强透

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

[0006] 本申请提供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采用如下的技术方案：

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施工步骤：

测量放样：根据设计于基坑的底面测量出若干帷幕桩和隔水桩的桩位，并做出标

记，所述帷幕桩的桩位围设形成封闭的环，所述隔水桩的桩位阵列排布于所述帷幕桩的桩

位内；

旋喷桩体：所述隔水桩的顶部标高低于所述帷幕桩的顶部标高，根据标记的桩位

以及设计标高旋喷出所述帷幕桩和所述隔水桩，相邻的所述帷幕桩和所述隔水桩相互咬

合，所述隔水桩于顶部标高以上形成有开挖部；

开挖坑槽：根据设计标定于所述隔水桩的所述开挖部挖设出坑中坑。

[000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将基坑内的底面整平后测量标记每个桩体的位置，先根

据设计的桩位和标高旋喷出隔水桩和帷幕桩，隔水桩的顶部标高位置以上没有旋喷水泥浆

液以形成开挖部，开挖部相当于旋喷桩体的“空孔”，隔水桩和帷幕桩形成一个具有凹槽的

“盆状”；由于旋喷桩的压力较大，故旋喷出的隔水桩可能会有部分返浆液，返浆液可往上填

充空孔，空孔内还会落入部分碎石沙土，然后在开挖部的部位，即“盆状”的凹槽内开挖出坑

中坑，减少了施工阻力。在开挖坑中坑的过程中，隔水桩和帷幕桩能够形成一个围设坑中坑

四周和底部的止水帷幕，止水帷幕能够阻隔地下水渗入坑中坑内，在开挖过程中就无需用

水泵对坑中坑底部抽水，提高了施工效率，还提高了施工质量；另外，因旋喷出的止水帷幕

的抗压强度较大，还能够避免水压过大的地下水将止水帷幕顶裂的情况发生，保证了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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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性。

[0008] 可选的，于旋喷桩体步骤中，先旋喷所述帷幕桩，并向所述帷幕桩的中部沿所述帷

幕桩的长向插入有加固件，再旋喷所述隔水桩。

[000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先旋喷外侧的帷幕桩，再旋喷内部的隔水桩，能够先将整

个盆式帷幕内部与基坑底部的强透水层隔离，从而减少后续旋喷隔水桩时渗水的可能性，

提高施工效率，且优选从与帷幕桩相邻的隔水桩开设施工，能够使内部的隔水桩旋喷时就

先尽可能多的与已旋喷出的桩体咬合，从而能够提高止水帷幕的结构稳定性，使咬合更加

紧密。

[0010] 可选的，所述帷幕桩的顶部标高低于所述基坑的底面。

[001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帷幕桩的顶部标高低于基坑的底面也形成旋喷桩体的

“空孔”，空孔能减少帷幕桩内的返浆液冒流出到基坑表面的可能性，减少施工人员清理的

工作量，还能够利用返浆液填充空孔，进一步节省材料。

[0012] 可选的，所述隔水桩的底部标高距离顶部标高1米以上。

[001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隔水桩旋喷的高度至少为1米，能够起到较好的止水效

果，且保证隔水桩的抗压能力，减少强透水层内高压地下水将隔水桩顶裂的可能性。

[0014] 可选的，所述坑中坑的开口边缘与所述帷幕桩存在距离。

[001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坑中坑上开口边缘距离不会超过帷幕桩的内部边缘，从

而能够避免在挖设坑中坑边缘的过程中挖除到帷幕桩，从而能够保证帷幕桩的止水效果、

且能往帷幕桩内插设加固件。

[0016] 可选的，所述坑中坑的开口边缘与位于最外圈的所述隔水桩存在交点。

[0017]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坑中坑上开口边缘正好位于最外圈的隔水桩上，能够充

分利用旋喷桩的面积，减少材料的浪费，进一步降低施工成本，节约资源。

[0018] 可选的，测量放样步骤中的标记方法为：于测量的桩位处扎有沉孔后，将沉孔填埋

有标记粉末。

[0019]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测量出桩位后可用钢筋棍将桩位扎出直径较小的沉孔，

然后再于沉孔内填埋标记的粉末，相比较于直接撒粉标记，能够提高标记的精确度，减少后

续钻孔时桩孔中心的偏移量，保证相邻的旋喷桩体之间咬合的紧密性。

[0020] 可选的，于开挖坑槽步骤之前，桩体养护2‑3天。

[0021]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旋喷出的隔水桩和帷幕桩需要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淋，使

旋喷桩体凝固，养护时间优选为2至3天便可使桩体达到可起到止水效果的凝固状态且不会

太过坚硬，便于后续开挖坑中坑，。

[0022] 可选的，所述水泥浆液中掺有固化剂，所述固化剂包括分子量为130‑800的第一表

面活性剂和分子量为1000‑10000的第二表面活性剂，所述第一表面活性剂和所述第二表面

活性剂的质量比例为1:0.2‑0.5。

[0023]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分子量为130‑800的第一表面活性剂为低分子量表面活

性剂，可以减少水泥浆液的沉淀和分层，还可增强水泥浆液中反应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控性；

分子量为1000‑10000的第二表面活性剂为高分子量表面活性剂，能够提高水泥浆液的凝聚

力，加快凝固速度；第一表面活性剂的含量较多能够提高旋喷的桩体整体均匀性，使桩体直

径一致，从而提高桩体之间的咬合稳定性，以保证止水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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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可选的，旋喷机旋喷的桩体中水泥掺量设置为桩体质量的25%。

[0025] 通过采用上述技术方案，旋喷桩中水泥的掺量是指与加固土壤的比例，25%的水泥

产量能够较快地凝固土壤并提高桩体强度，减少帷幕桩和隔水桩受压后断裂、变形的可能

性，保证止水效果。

[0026] 综上所述，本申请包括以下至少一种有益效果：

1.将基坑内的底面先旋喷出隔水桩和帷幕桩，且隔水桩的旋喷高度低于帷幕桩的

旋喷高度，以形成一个“盆状”的止水帷幕，然后在隔水桩的旋喷位置以上开挖出坑中坑，开

挖坑中坑的过程中，止水帷幕能够阻隔地下水渗入坑中坑内，在开挖过程中就无需采用水

泵对坑中坑底部抽水，提高了施工效率，还提高了施工质量；

2.因旋喷出的隔水桩和帷幕桩的抗压强度较大，能够避免水压过大的地下水将止

水帷幕顶裂的情况发生，保证了施工的稳定性。

附图说明

[0027] 图1是本申请实施例一中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的剖视图；

图2是本申请实施例一中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的俯视图；

图3是图1中沿A‑A向的剖视图；

图4是本申请实施例一中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的工艺流程图；

图5是本申请实施例一中旋喷桩体步骤内旋喷顺序的流程图；

图6是本申请实施例二中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的剖视图；

图7是本申请实施例二中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的俯视图。

[0028] 附图标记说明：1、基坑；2、坑中坑；3、止水帷幕；31、帷幕桩；32、隔水桩；4、开挖部；

5、空孔；6、返浆液；7、加固件。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以下结合附图1‑7对本申请作进一步详细说明。

[0030] 实施例一：

参照图1至图3，本申请实施例公开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坑中坑2强

透水层盆式帷幕包括若干阵列设置的隔水桩32和贴合围设隔水桩32的若干帷幕桩31。参照

图4，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S1、施工准备：包括场地整平和修建排污系统。

[0031] （1）场地整平：开挖好基坑1后，首先清除基坑1内地面的障碍物，然后合理布置施

工机械、输送管路和电力线路的位置，再通过挖掘机进行场地平整压实，确保施工场地的路

通、水通、电通，场地平整“三通一平”。

[0032] （2）修建排污系统：因电梯底坑、集水井等坑中坑2的深度一般为1~6米之间，本实

施例中隔水桩32和帷幕桩31优选采用旋喷桩施工方法，因针对坑中坑2的旋喷桩较短，施工

过程中可能会产生部分返浆液6，故可在旋喷桩附近用土壤堆积一个沉淀池（大小根据返浆

量确定），将返冒出旋喷桩的返浆液6引入沉淀池中。

[0033] S2、测量放样：按设计施工图放线，定桩位。

[0034] 对应电梯底坑、集水井等需要开挖坑中坑2的位置，根据设计用全站仪于基坑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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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面测量出所有帷幕桩31和隔水桩32的控制点，先埋石标记，然后经过复测验线合格并报

监理复验合格后，用钢尺和测线实地布设桩位，并做出标记，标记后再用竹签钉紧，每个桩

位对应一个竹签。具体的，标记方法为：于测量的桩位处采用钢筋棍将桩位扎出直径较小的

沉孔，沉孔的深度优选为20~30厘米，将沉孔填埋有标记粉末，相比较于直接撒粉在基坑1表

面上进行标记，能够提高标记的精确度，减少后续钻孔时桩孔中心的偏移量，保证桩孔的中

心偏移位差小于50毫米；标记粉末为白灰，白灰能够与土壤结合，起到良好的标记效果。需

要说明的是，帷幕桩31的桩位围设形成封闭的环，可为圆形环或方形环，优选为四边相等的

方形环，优选的，帷幕桩31可设置为两圈，以提高抗压强度，同时两圈帷幕桩31已能达到指

定的止水效果，隔水桩32的桩位呈矩形阵列排布于帷幕桩31的桩位内。

[0035] S3、旋喷桩体，在其他实施例中，隔水桩32和帷幕桩31可以为搅拌桩；在本实施方

式中，隔水桩32和帷幕桩31优选为采用旋喷机制造出的旋喷桩，旋喷桩是一种高压喷射注

浆法，具有较高的止水能力和抗压强度。具体的，旋喷桩体步骤包括：旋喷机就位、旋喷钻

进、旋喷提升和旋喷机移位。

[0036] 需要说明的是，帷幕桩31顶部的设计标高低于基坑1的底面，且帷幕桩31顶部的有

效标高优选为低于基坑1底面0.3米以上；隔水桩32顶部的设计标高低于帷幕桩31顶部的设

计标高，且隔水桩32的底部标高距离顶部标高1米以上，帷幕桩31的底部标高位置与隔水桩

32的底部标高可一致，从而能够起到较好的止水效果，且保证隔水桩32的抗压能力，减少强

透水层内高压地下水将隔水桩32顶裂的可能性。

[0037] 旋喷机包括底部具有钻头的钻杆，钻头上具有喷嘴，本实施方式中优选采用三重

管旋喷机进行三重管法旋喷，即，两个喷嘴使高压水和压缩空气同时横向喷射，并切割基坑

1内的土体，借空气的上升力把被破碎的土由地表排除，于此同时，另一个喷嘴将水泥浆液

压力喷射注入到被切割、搅拌的土体中，使水泥浆液与土混合达到加固目的，进一步提高止

水效果，其加固直径可达0.6~1米，本实施例中通过控制压力使加固直径为0.8米，即隔水桩

32和帷幕桩31的直径为0.8米。进一步的，优选采用长螺旋旋喷搅拌桩进行施工，通过旋喷

加搅拌的方式，进一步提高旋喷桩体的强度。

[0038] （1）旋喷机就位：对旋喷机进行调平、对中，调整旋喷机的垂直度，可以采用正面和

侧面两台经纬仪进行复式校核，保证钻杆应与步骤S2中的桩位一致，偏差应在10mm以内，钻

孔垂直度误差小于0.3%；校验钻杆长度，并根据隔水桩32和帷幕桩31的底部标高长度用红

油漆在钻塔旁标注深度线，保证桩孔的孔底标高满足设计深度。钻孔前应调试空压机、注浆

泵，使设备运转正常。

[0039] （2）旋喷钻进：旋喷机施工前，应首先在地面进行试喷，在旋喷机的机械试运转正

常后,  钻头开始对应桩位钻进，且钻进深度为隔水桩32和帷幕桩31的底部标高。钻孔过程

中要详细记录好钻杆节数，保证钻孔深度的准确。在钻进的过程中，为防止泥砂堵塞喷嘴，

要边射水或水泥浆液、边钻进，同时控制好压力。在钻进过程中如任何一台经纬仪发现有偏

差，就要及时反馈施工人员，实时进行调整，确保垂直度。

[0040] （3）旋喷提升：当钻头钻至桩体底部标高后，再由下向上旋喷，即使三重管进行喷

射高压水、压缩空气和水泥浆液。喷射时，先应达到预定的喷射压力，开始喷浆后再逐渐提

升旋喷钻杆；为保证桩体底端的质量，喷嘴应在设计深度原位旋转10秒钟左右，且在桩底部

1米范围内应适当增加钻杆喷浆旋喷时间。钻杆的旋转和提升应连续进行，不得中断，若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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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发生故障，应停止提升钻杆和旋转，以防断桩，并立即检修排除故障。当喷嘴提升至帷幕

桩31和隔水桩32顶部标高位置时停止旋喷，钻头继续往上提升至脱离桩孔。

[0041] 需要说明的是，因喷嘴停止旋喷，隔水桩32于顶部标高以上形成有开挖部4，开挖

部4相当于旋喷桩体的“空孔5”，且帷幕桩31的顶部标高低于基坑1的底面也能够形成 “空

孔5”，空孔5能减少旋喷桩内的返浆液6冒流出到基坑1表面的可能性，减少施工人员清理的

工作量，还能够利用返浆液6填充空孔5，进一步节省材料。

[0042] （4）旋喷机移位：钻头脱离桩孔后，先冲洗旋喷机的管道和注浆管等机具设备。然

后将旋喷机移位至相邻的下一桩位上，重复旋喷钻进和旋喷提升两个步骤，使旋喷出相邻

的帷幕桩31和隔水桩32相互咬合且呈梅花型满堂红布置，较高的帷幕桩31和较低的隔水桩

32形成“盆状”的止水帷幕3。需要说明的是，参照图5，需要先旋喷外圈的帷幕桩31，从而将

整个盆式帷幕内部与基坑1底部的强透水层隔离，再旋喷隔水桩32，从外往内施工，能够减

少渗水的可能性，提高施工效率，且旋喷隔水桩32时优选从与帷幕桩31相邻的隔水桩32开

设施工，能够使内部的隔水桩32旋喷时就先尽可能多的与已旋喷出的桩体咬合，从而能够

提高止水帷幕3的结构稳定性，使咬合更加紧密。需要注意的是，紧邻帷幕桩31的隔水桩32

均向下偏移0.3米后施工，即最外圈的隔水桩32顶部标高位置与帷幕桩31的标高位置一直，

从而能够保证隔水桩32和帷幕桩31之间的咬合；其它隔水桩32位置不变，实施跳打，防止串

孔。

[0043]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旋喷机旋喷的水泥浆液中掺有固化剂，从而提高强度，增加密

实性，提高止水可靠性。水泥可为P .O42 .5、P.S .A32 .5、P.S .B32 .5及P .C32 .5等，优选为

P.O42.5；固化剂包括分子量为130‑800的第一表面活性剂和分子量为1000‑10000的第二表

面活性剂，第一表面活性剂和第二表面活性剂的质量比例为1:0.2‑0.5。第一表面活性剂选

自丁基奈磺酸盐、二辛基琥珀酸磺酸钠、单硬脂酸甘油酯、烷基醚羧酸盐中的一种或几种，

第二表面活性剂选自烷基聚醚PO‑EO共聚物、脂肪醇聚氧乙烯醚硫酸铵、脂肪醇聚氧乙烯醚

硫酸钠、脂肪醇聚氧乙烯醚中的一种或几种。第一表面活性剂为低分子量表面活性剂，可以

减少水泥浆液的沉淀和分层，还可增强水泥浆液中反应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控性；第二表面

活性剂为高分子量表面活性剂，能够提高水泥浆液的凝聚力，加快凝固速度；第一表面活性

剂的含量较多能够提高旋喷的桩体整体均匀性，使桩体直径一致，从而提高桩体之间的咬

合稳定性，以保证止水效果。进一步的，现有旋喷机旋喷的桩体中水泥掺量一般为设置为桩

体质量的15%~18%，旋喷桩中水泥的掺量是指与加固土壤的比例，本实施例中将水泥掺量设

置为25%，25%的水泥产量能够较快地凝固土壤并提高桩体强度，减少帷幕桩31和隔水桩32

受压后断裂、变形的可能性，保证止水效果。

[0044] S4、桩体养护，使旋喷桩体达到指定硬度。

[0045] 旋喷出的隔水桩32和帷幕桩31需要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淋，使旋喷桩体凝固，养护

时间优选为2至3天便可使桩体达到可起到止水效果的凝固状态且不会太过坚硬，同时将基

坑1表面明排抽水，以便于后续开挖坑中坑2。

[0046] S5、开挖坑槽：根据设计标定于隔水桩32的开挖部4挖设出坑中坑2。

[0047] 故旋喷出的隔水桩32可能会有部分返浆液6，返浆液6可往上填充开挖部4（空孔

5），开挖部4内还会落入部分碎石沙土，然后在开挖部4的部位，即“盆状”止水帷幕3的凹槽

内开挖出坑中坑2，减少了施工阻力，还减少了旋喷材料的浪费。在开挖坑中坑2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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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水帷幕3能够阻隔地下水渗入坑中坑2内，在开挖过程中就无需用水泵对坑中坑2底部抽

水，提高了施工效率，还提高了施工质量；另外，因旋喷出的止水帷幕3的抗压强度较大，还

能够避免水压过大的地下水将止水帷幕3顶裂的情况发生，保证了施工的稳定性。需要说明

的是，坑中坑2的底部标高大于隔水桩32顶部标高0.3米以上，从而避免挖机损坏隔水桩32

的旋喷部位，保证止水效果，且挖掘至坑中坑2底部时无需为了避免损坏隔水桩32而通过人

工进行挖掘，进一步提高施工效率。坑中坑2的开口边缘与帷幕桩31存在距离，从而能够避

免在挖设坑中坑2边缘的过程中挖除到帷幕桩31，从而能够保证帷幕桩31的止水效果，进一

步的，坑中坑2的开口边缘与位于最外圈的隔水桩32存在交点，坑中坑2上开口边缘距离不

会超过帷幕桩31的内部边缘，从而能够充分利用旋喷桩的面积，减少材料的浪费，进一步降

低施工成本，节约资源。若在开挖过程中有个别漏点冒水，可采用双液浆进行靶点堵漏，双

液浆的材料包括水泥浆、水玻璃以及其它外加剂。

[0048] 在本实施例中，坑中坑2的内壁沿竖向垂直挖设形成竖直的内壁，从而能够适应不

同的建筑需要。故参照图4，在步骤S3中，旋喷好的帷幕桩31之后，要先往帷幕桩31的中部沿

帷幕桩31的长向插设加固件7以形成支护桩，且只需要将与隔水桩32紧邻的帷幕桩31内插

设加固件7，再旋喷内部的隔水桩32。加固件7可为工字钢、H型钢，也可以为预制桩或其他材

料桩，优选为工字钢；加固件7的长度与帷幕桩31的旋喷高度一致，工字钢的布置形式可采

用密插型、插二跳一型和插一跳一型，优选采用密插型，即每个帷幕桩31内均插设有加固件

7，加固件7能够进一步对坑中坑2起到支护效果，提高建筑质量。

[0049] 实施例二：

参照图6和图7，本申请实施例公开坑中坑强透水层盆式帷幕施工方法，与实施例

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坑中坑2的侧壁挖设为往上方坑口方向倾斜扩口，坑中坑2为上口大、下

口小的结构。

[0050] 因倾斜的内壁便能够使坑中坑2的结构更加稳固，故在实施例一的步骤S3中，旋喷

好外侧的帷幕桩31之后，无需往帷幕桩31内插设支护板便可直接旋喷隔水桩32，进一步降

低了施工成本，且提高了施工效率。需要说明的是，因隔水桩32于坑中坑2底部的标高以上

部分设置为空孔5，而坑中坑2的内侧壁是倾斜向上的，故，最后需于坑中坑2侧壁的空孔5内

灌注满水泥浆液。

[0051] 以上均为本申请的较佳实施例，并非依此限制本申请的保护范围，故：凡依本申请

的结构、形状、原理所做的等效变化，均应涵盖于本申请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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