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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0/2021_2022__E6_B3_A8_E

5_86_8C_E7_BB_93_E6_c58_90978.htm 编写上海地基规范的专

家指出，至少在上海地区不必考虑抗拔桩的裂缝宽度验算问

题，因为桩身常年在地下水中，缺少氧气。 这么看，只要在

地下水位较高的软土地区也就可以参照上海地区的经验执行

了。 但我以为抗拔桩似可分为两类，区别对待： 1． 暂时承

受上拔力的抗拔桩，就是工程中常用的抗拔桩，一旦完工后

上拔力就消失。如前所述，不必验算裂缝宽度。 2． 永久承

受上拔力的抗拔桩，如两层或更多层地下室下设置的抗拔桩

，上拔力将始终存在。对于这类抗拔桩，为了稳妥起见，似

还是验算裂缝宽度更好些。也许最大裂缝宽度限值取大值。 

锚桩其实就是暂时承受上拔力的抗拔桩，但设计荷载有所不

同。上海一家大设计院总工说，他们的经验是，当单桩竖向

静载荷试验的锚桩为四根时，上拔力只按三根桩同时受力计

算；对于锚桩兼作工程桩的情况，受拉钢筋的强度不宜用足

，可按0.7~0.8的钢筋强度设计值计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