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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自选项目。

二、应用领域和技术原理
1 应用领域

本工程项目所属工程技术科学领域（土木建筑、市政工程）
2 技术原理
1）管道沟槽支护方法研究

通过在沟槽内吊放支护架，配合支护板即可对两边的土体进行支护

作业，结构简单，使用便捷，无需逐一施打支护结构，通过吊放即可实

现快速支护，节省时间，高效快捷，可以迅速移动至下一个预定位置，

可以重复利用，节省成本，进行支护时，通过横撑支撑两侧支护板，可

保证支护稳定的效果。
2）对适应不同沟槽宽度的支护方法研究

此项支护钢笼主要由 2块支护架（含支护板）和 4块连接件组成。

沟槽开挖后，先后将 2块支护架（含支护板）吊入沟槽紧贴槽壁，在沟

槽内通过连接组件可以快速将 2块支护架（含支护板）组装成一起，形

成一套支护钢笼，以支撑沟槽两侧的土方。

根据沟槽开挖宽度，选用合适的连接件及旋转连接件，对两侧支护

架的间距进行调整，从而满足不同宽度的沟槽，提高了适用范围，且操

作简单，也能保证支撑强度。

三、主要技术特点与性能指标
1 主要技术特点
1）、通过设置连接方管配合连接组件来连接两侧的侧架，只需将

连接组件转动至不同角度，便可使其插进连接方管内至不同深度，进而

实现对两侧侧架间距的调整，适应不同宽度的沟槽，提高了适用范围。
2、通过在沟槽内吊放支护架，配合支护板即可对两边的土体进行

支护作业，结构简单，使用便捷，无需逐一施打支护结构。
2 性能指标
1）计划任务要求主要性能指标如下：



（1）缩短支护施工时间，实现快速完成支护；

（2）满足沟槽不同宽度要求，提高支护的使用范围；

（3）节约成本。
2）实际达到的性能指标：

（1）研发“简便式支护钢笼技术”，有效针对于不同宽度的沟槽

进行支护，同时能够快速完成支护形式；

（2）节约成本共 999884.25元；

（3）节省工期 30天。

四、与国内同类技术比较

与目前的钢板桩支护相比较，该简便式支护钢笼，通过在沟槽内吊

放支护架，配合支护板即可对两边的土体进行支护作业，结构简单，使

用便捷，无需逐一施打支护结构，通过吊放即可实现快速支护，节省时

间，高效快捷，可以迅速移动至下一个预定位置，可以重复利用，节省

成本，进行支护时，通过横撑支撑两侧支护板，可保证支护稳定的效果。

五、成果的创造性、先进性
1）针对沟槽支护，研发了“简便式支护钢笼”，可满足不同宽度

的沟槽，能够快支护沟槽，保证支护稳定的效果；
2）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1项。

六、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1 经济效益：

经实地调查，每开挖一段 50m，支护一段，每根 9m钢板桩（拉森

Ⅲ型）的重量为 0.54t，支护 50m需要钢板桩 1215t，钢板桩施工单价为
822.95元/t，共节约成本 1215×822.95=999884.25元；节省工期 30天。

2 社会效益

采用简便式支护钢笼的方法适应孤石、鹅卵石的地质条件，同时为

地下管线复杂的工作面提供了安全保障，加快了施工进度。城镇截污管

网简便式支护钢笼技术运用，在保证安全的同时，有效提高施工速度，

让我司在地区及行业中得到了良好的口碑，树立了我司的品牌， 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七、作用意义
1 促进经济发展

通过完成了“城镇截污管网简便式支护钢笼技术研究”，既解决了

地下管道基坑支护稳定性、牢固性的一大难题，也为施工作业面提供了

一个安全可靠的施工环境，进一步的推动了施工进度。利用该简便式的

支护钢笼，不仅有效的有效的缩短了工期，还有效的促进支护材料的循

环使用，节约了大量的施工成本。可运用到工程中类似施工项目中，推

动工程项目有序发展，节约投资成本，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2 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

“城镇截污管网简便式支护钢笼的技术研究”此项科技成果的完

成，一方面，不仅在工程项目中得到了支撑性的实践检验，还为今后的

建设领域的工程师们提供了高效的、便利的科研工具以及可靠的借鉴经

验；另一方面，此项科技成果的完成也为人们发现和解决了许多科学难

题难以提供的帮助，例如有限地下空间的难以作业施工等问题。
3 促进知识文化的传播

该项成果极具应用性与推广性，施工流程简单明了，施工工艺简单

好学，申请了专利，不仅可以在工程领域中广泛运用， 还可以就此应



用范围，例如为保证有限地下空间作业的安全性等施工难题开展科学研

讨会，促进了工程领域中各专业人士的知识文化交流，使得知识文化的

传播更加高效、迅速、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