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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取值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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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具体工程实例
,

对静载试验极差大于平均值 30 %的复合地基
,

知何确

定承载力标准值进行探讨
,

提出较为合理的取值方法
。

关键词 复合地基 承载力 取值

分类号 T U 31 2

盐城地区地处黄海之滨
,

由于其存在深厚的淤质土层 (厚度 6~ 40m )
、

大量的多高层 (6 一 9

层 )住宅均采用深层搅拌法复合地基
,

经济效益较为显著
。

根据《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 GJ 79 一 9 1 )
,

对于复合地基应抽取总桩数 1%的点数进行

静载试验
,

并指出试验点数不应小于 3 点
,

当满足其极差不超过平均值的 30 %时
,

可取其平均

值作为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

然而对于极差大于平均值 30 %的复合地基
,

如何确定其承载

力标准值
,

规范未作进一步明确
。

本文结合市公安局某住宅楼深层搅拌桩复合地基静载试验
,

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

某住宅楼
,

六层
,

砖混结构
,

采用深层搅拌法复合地基
,

桩径 600 ~
,

桩长 n
.

sm
,

水泥掺

入 比 15 %
,

共布桩 8 60 根
。

拟建场地地质条件简单
,

地层单一
,

层位稳定
,

地基土层分布如下
:

①层填土
,

主要为粉质粘土
,

松散不均匀
,

层厚 0
.

6一 0
.

gm ;

②层粉质粘土
,

灰黄
,

可塑
,

常见 eF
、

M n 浸染斑点
,

土质均匀
,

层厚 1
.

o m 左右
,

介 -

12 0K aP ;

③层淤质粉质粘土夹粉土
,

灰色
,

饱和
,

流塑
,

该层土中部夹松散一稍密状粉土
,

较不均匀
,

层厚 1 0
.

7~ 11
.

Om
,

介一 65 K P a ;

④层粘土
,

灰褐一黄褐
,

饱和
,

可塑
,

均匀
,

层厚不大于 1
.

6m
,

介 ~ 21 o K P
a 。 .

该层土为搅拌

桩桩端持力层
。

深层搅拌桩施工结束后
,

根据规范要求
,

选取 8 个点进行单桩复合地基静载试验
。

试验结果如 (表 l)

收稿日期
:
1 997一 0 9一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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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1 单桩复合地基静载试验结果

编号 B 12 # A I # A 20 1 # C I B 23 6 # B 77 # A 14 9 # C Z 平均值少漏

基本值几 (P K a ) 200
.

1 193
.

9 1 83
.

4 1 7 8
.

4 17 4
.

5 139
.

0 1 24
.

1 1 21
.

4 1 64
.

4

龄期(天) 60 5 6 5 7 61 50 61 5 7 5 9

从上表可以看出
,

本工程试桩结果的极差为其平均值的 48 %
,

已超过平均值的 30 %
。

根据

JGJ 7 9一 91 规范
,

不能取平均值作为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

而《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对于桩基

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在类似情况下的取值方法已有明确规定
,

现予分析比较
。

2 桩基极限承载力标准值的取值方法分析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 JGJ 94 一 94)
,

根据单桩静载试验结果的统计特征
,

应用可靠度分析

方法
,

进行简化计算
,

提出桩基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场 )
,

取值方法如下
。

2
.

1 承载力标准值的取值

复合地基静载试验值和单桩静载试验结果一样
,

在统计学上均属小样本
,

在相同 (或相似 )

施工条件
、

地质条件和试验条件下对十五个场地 46 个点的单桩复合地基静载试验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
,

统计变量
a ` (试验值几与同一场地试验结果的平均值几

`

之比 )服从某一概率分布
,

分

析研究桩基极限承载力标准值方法的推导和简化过程及其适用条件
,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

即

本地区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的取值可以参照 JGJ 94 一 94 规范提出的取值方法进行确定
。

通

过对几个工程取值的复算
,

证明上述结论完全可行
。

2
.

2 计算实例

根据某住宅楼复合地基静载试验结果 (详见表一 )计算复合地基承载力试验结果平均值为

fu
, 一
告二

一 ` 6 4
·

4`NK ,

翻二 几小 , , ,
、 , _ ,

二一 ,
,

_

,
二 `

,
: 、

寸反 j店 a 艺
~ 了尸决界 1寻仓

a 反 1且刀 气出 7又王 U小排夕 U,:
J . , .

a l = 1
.

2 1 7

a s
= 1

.

0 6 2

a Z
= 1

.

1 8 0

a 。 = 0
.

8 4 6

a 3
= 1

.

1 1 6

“ 7

= 0
.

7 5 5

a 4
= 1

.

0 8 5

a s一 0
.

7 3 9

根据 “一了客
( a

、
一 1 ) 2

( n 一 l )
求得标准差

:
S

。

~ .0

由于凡 > 0
.

1 5
,

应按式一计算求解 又
。

以 m

5 时
,

又一 0
.

87 满足式一要求
。

则承载力标准值凡 ~ 又 了漏一 0
.

87 X 164
·

因此本工程建议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为

2
.

3 几种计算方法取值比较

1 9> 0
.

1 5
。

分别取 1
、

2
、

3
、

4
、

5 进行试算 (过程略 )
,

当 m -

4 = 1 4 3 ( K N )

1 4 3K N
。

本工程按小值平均值方法取值
:

几 -
1 3 9

.

0 + 12 4
.

1+ 1 2 1
.

4

3
= 12 8

.

2 ( K N )

按两端 (由大至小排列 )各舍 10 %个数据
,

计算平均值
:

凡一 16 5
.

5( K N )

按均方差平均值取值
,

计算得均方差 古~ 31
,

则

了诬= 1 6 4
.

4一 3 1= 1 3 3
.

4 ( K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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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保证率平均值法取值
,

保证率 d 取 0
.

99
,

查表得 ` 一 3
.

50
,

则

凡一 164
.

4一
3

.

5 0 X 3 1

了百
= 1 2 6 ( K N )

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 GBJ 5 0 0 2 1一9 4 )第 1 2
、

22 条统计计算

统计修正系数 。 一 1一砰
二

婴
丫 吕

.

4
十一

6 7 8

抓百
) X O

.

1 9 1= 0
.

8 7 1

则几 = 0
.

8 7 1 X 1 64
.

4= 1 4 3
.

2 ( K N )

可以看出
,

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统计计算的结果与本文建议的取值方法较为接近
。

3 几点体会

( 1) 进行复合地基静载试验
,

经常会碰到极差大于平均值 30 % (S
。

约为 0
.

15) 的情况
,

如

何确定复合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

本文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

(2 )本文通过对盐城地区复合地基静载试验结果的统计特征进行分析
,

提出复合地基承载

力标准值的取值可参照《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所推荐的桩基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取值方法进行统

计计算
。

(3 )某住宅楼深层搅拌桩复合地基静载试验
,

利用笔者建议的取值方法
,

计算确定复合地

基承载力标准值 ( 14 3K N )
,

实践证明取值较为合理
。

(4 )深层搅拌桩龄期的影响
,

以及复合地基静载试验值的确定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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