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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94_E6_A1_A9_E4_c63_526792.htm 2.2 计算公式的确定

2.2.1 土压力计算公式针对南京地区粘性土为主的地层特点采

用水土合算法确定土压力系数： 其中，rsat为土的饱和重度，

在地下水位以下可以近似采用天然重度；Ka为主动土压力系

数，Ka=tg2（45°-0.5×φ），φ为按总应力方法确定的固结

不排水剪或不固结不排水剪确定的内摩擦角；c为按总应力方

法确定的固结不排水剪或不固结不排水剪确定的内聚力。

2.2.2 深搅桩及钻孔桩的简化处理 柱列式挡墙的受力形式与壁

式地下类似。在具体计算中，将桩墙按抗弯刚度相等的原则

等价为一定厚度的壁式地下连续墙进行内力分析，其公式为

： 式中：D钻孔桩直径；t桩间净距；h壁式地下墙的折算厚

度。 搅拌桩可以分担部分土压力。根据围护桩的参数在计算

中对原有压力进行折减。 2.2.3 弹性抗力系数计算公式 采用

“m”法并略作修正，计算弹性系数：Kh=m（Z-Z0）。 其中

，Kh为侧向弹性抗力系数；m为比例系数；Z为从基坑地面算

起的深度；Z0为初始深度。其中Z0考虑了粘性土的粘聚力影

响和超固结使土被动抗力提高因素，从而，基坑底面处的弹

性抗力不等于零。Zo值由经验确定。 2.3 计算结果 2.3.1 工况

表工况表（即每开挖一层，架设一道钢支撑）见表1. 2.3.2 内

力及变形计算简图 1）工况1的内力及变形计算：因为没有进

行开挖，水平位移为0。 2）工况2的内力及变形计算简图（见

图2）： 由图2可知，工况2的最大水平位移：1.8mm。 3）工

况3的内力及变形计算简图：工况3的内力及变形计算简图，



见图2《工况2的内力及变形计算简图》相同，工况3的最大水

平位移：1.8mm。 4）工况4的内力及变形计算简图（见图3）

：由图3可知，工况4的最大水平位移：4.4mm。 5）工况5的

内力及变形计算简图：工况5的内力及变形计算简图，与图3

《工况4的内力及变形计算简图》相同，工况5的最大水平位

移：4.4mm。 6）工况6的内力及变形计算简图（见图4）： 由

图4可知，工况6的最大水平位移：8mm。 3、基坑支护的计算

和实际监测结果比较 以基坑水平收敛值的理论值与实际监测

值进行比较，如表2所示。 从基坑支护的计算和实际监测结

果表可以看出：实际水平收敛均比设计值大，因而轴力也比

设计值大，产生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1）设计计

算具有局限性，因为设计采用的计算模型是在理想状态下的

，但是本区间的淤泥质粉质粘土的渗透系数较差，降水极为

困难，其降水效果不可能达到设计的理想状态，即实际土体

的固结力较小而引起侧压力增大，导致围护结构收敛增大。

2）施工的原因，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在工况2中的土体一次

开挖过深，直接导致围护桩的收敛增大，而最后一次的变形

最大，其主要原因是开挖时间较长，基底桩体根部暴露时间

过长。 4、结语 采用钻孔桩与深搅桩咬合式支护体系施工，

必须严格遵守“时空效应法”的施工原则。通过对上述基坑

支护结构的内力及变形进行分析，认为软土深基坑工程中采

用钻孔桩咬合深搅桩支护体系是合理、行之有效的方法，但

是由于施工现场的复杂性计算与实测值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设计和施工人员必须有丰富的设计和施工经验，针对

实际施工情况进行方案优化，才能成功地完成深基坑设计和

施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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