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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中圆形抗拔锚板基础承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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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三维状态下运用极限平衡理论，对黄土中圆形抗拔锚板基础在受到垂直于板面荷载作用下的承载力进行

理论分析，该理论研究考虑了锚板在上拔过程中板周土体的破裂方程、破裂面上的正应力和剪应力、埋深率等影响

因素。理论公式计算结果表明：抗拔锚板承载力系数随着锚板埋深的增加而增大，并且当深度达到一定值时，承载

力系数将达到其极限值；当埋深率h／D一1～2之间时，上覆土重对承载力系数影响较小；当h／D一4时，土体和锚

板之间的吸力对承载力系数的影响大于锚板上覆土重；当h／D>4时，上覆土重对锚板抗拔承载力起着决定作用。

理论计算公式与已有学者的试验结果进行对比表明提出的模型理论计算结果和其他学者的试验结果有良好的一

致性，验证了该理论的正确性，为工程中抗拔锚板的设计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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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pullout uplift bearing capacity of circular anchor plates in loess

Hu Jianfang，LI Lunj i，SHI Sheng，ZHAO Tianyu，YANG Qinming

(Gansu Province Transportation Planning，Survey＆Design Institute Co．，Ltd．，Lanzhou Gansu 730030，China)

Abstract：Based on limit equilibrium theory in three-dimension，the pullout uplift bearing capacity of circular anchor

plates in loess under the loading which is vertical to the plate surface is studied．The study considers the equation of

loess failure around anchor plates，normal stress and shear stress on the failure plane and buried depth rate h／D

when the plates are being uplifted．It is found that the pullout uplift bearing capacity increases with the buried depth，

and will reach the limit when the buried depth reaches 3 certain value．When h／D一1 to 2，the overlying soil weight

puts slight effect on pullout uplift bearing capacity；when h／D一4。suction between the soil and the anchor plate

contributes more than the overlying soil weight to the results；what is more，in the case of h／D>4，the overlying

soil weigh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pullout uplift bearing capacity．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heoretical

calculation and the test results of other researchers demonstrates that the theoretical results show consistency with

the test results；thus verifying the correctness of the theory．It provides a valuable reference for the design of pullout

uplift anchor plates．

Key words：loess；pullout uplift circular anchor plate；bearing capacity；failure plane；failure equation；buried depth rate

0 引言

抗拔锚板作为基础的一种形式，广泛应用于输

电线塔等高耸结构及在运行过程中产生上拔荷载作

用的构筑物基础。为了施工方便，锚板基础一般设

计成圆形或矩形。抗拔锚板承载力的研究一直以来

是工程界的重要课题[1叫]。目前，锚板抗拔承载力

的设计大都依据实际工程经验，因此，对抗拔锚板基

础承载力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抗拔锚板在受到荷载作用下向上移动的过程

中，由于锚板与底部的土体存在吸力的作用，使锚板

与底面以下的土体不会立即脱离，而是土体和锚板

向上一起运动一定距离后再逐渐脱离。由于锚板底

面与土体之问的吸力极其复杂，所以通常在研究过

程中将锚板和底面土体问的关系分为“立即脱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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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脱离”2种情况。“立即脱离”是指抗拔锚板在拉

力作用刚开始时与下部土体迅速分离，而“无脱离”

则假设锚板在荷载作用下与土体始终保持接触“。

RANJAN G等08和MEYERH()F G G等“用模型

试验分析了土的性质及压力、锚板埋深、形状对抗拔

承载力的影响。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一“⋯u在三维状

态下基于非线性理论探究了锚板基础的极限抗拔力

解析解，并分析了抗拔力的影响因素。赵炼恒等[1 10

在理论上分析了锚板基础抗拔力与埋深之间的关

系．并提出了锚板基础埋深的临界值。DAS等一1”“u

和SHIN等n朝运用大比例尺缩放的模型试验研究

当锚板在受到荷载时“立即脱离”条件下承载力与锚

板埋深的关系。张昕等口《研究了砂土中锚板基础

的抗拔力，研究表明锚板抗拔力和砂土的内摩擦角

密切相关。郝冬雪等n71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砂

土中锚板基础的抗拔力特性进行了模型试验。茜平

一等口胡对浅埋抗拔锚板周同土体的变形破坏特征

进行了室内试验．得出锚板在拉力作用下破坏面在

板边附近近似垂直，而在地表处为45。 妒／2。

MERIFIELD等¨J、R()WE等_n叫基于弹塑性有限

元方法分析了当抗拔锚板基础在垂直于锚板的荷载

作用下“立即脱离”时的承载力．并得出一些有益的

结论。MARTIN等口门则利用有限元研究了锚板在

荷载作用下“无脱离”时的承载力。理论研究中大都

得到的是近似解，尚未考虑抗拔锚板基础在破坏时

的破裂面方程及其破裂面上的正应力和剪应力的作

用。何思明口21以原位及室内试验资料为基础，研究

了抗拔锚板(包括长方形、圆形以及条形锚板)受竖

直荷载作用下的破坏型式．并建议了相应的破裂面

方程。

根据以上研究，本文在i维状态下考虑黄土中

圆形抗拔锚板基础在受到垂直于锚板的荷载作用下

锚板周围土体的破裂方程及破裂面上的正应力和剪

应力，对承载力进行了研究。

1 黄土中圆形抗拔锚板基础承载力的分析模型

现有极限分析理论只能确定“无脱离”条件下的

抗拔锚板的承载力心⋯，抗拔锚板在加载过程中的极

限承载力为锚板上覆土体破坏面上的作用力在竖直

向的分量与锚板上部破坏面所切割的土体重力之

和。土体在破坏过程中破裂面上破坏准则选取Mo

hr—Coulomb准则。BALLA(1961)及MEYER—

H()F和ADAMS(1968)在研究抗拔基础时指出，锚

板周围土体的破坏曲线的切线垂直于板边缘，而在

地表处则与水平向成45。一p／2的夹角。并以此为基

础提出了破裂面方程，圆形锚板的破裂面方程为：
L 叫 ¨+lT一’+五而了二匆万丽‘云) (1)

式中Ⅳ——圆形锚板的半径；h——锚板埋深；

舻——土体的内摩擦角；，z——待定系数。

由于破裂方程的复杂性，本文讨论一种特殊情

形，当行一0时，破裂方程为：

芝 ⋯
z—r十—tan可可二i／。西

⋯
L4b o Z J

根据式(2)．破裂面的空间形状如图1所示。

l刖
注：“，y为地表面．^为锚板埋深。倒置圆台侧面为破裂面

图1 圆形锚板基础破裂面空间形状

Fig．1 Spatial failuer shape of the foundation

with circular anchor plates

由于抗拔锚板在荷载作用下向上运动，在此过

程巾锚板上部土体会产生压缩而向侧向运动．而此

时土体就会受到侧向的挤压，则破坏面上的剪应力

和正应力如图2所示。

F

∥、≮弋＼ 斗／∥一，．卜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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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
图2锚板抗拔的力学模型

Fig．2 Mechnical model for the uplift anchor plates

万方数据



54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2抗拔锚板极限承载力的理论计算公式

黄土中锚板在上拔过程中破裂面上土体的抗剪

强度为L一吼tang+f。破裂面上的吼由2部分组

成，即土体自重在滑动面上的分力加上该处水平侧

向压力在滑动面上的分力。极限状态下破裂面上的

正应力和剪应力为：

f口。一)，芝sin20+是。7z COS20

I r。一(yz sin2臼+厄)7zCOS20)tang+f

式中：y——土体重度；￡——土体所处的埋深；

是。，——土体侧压力系数；臼——破裂面与竖直向的夹

角；p——土体的内摩擦角；(、——土体的粘聚力。

由式(3)确定了破裂面上的正应力和剪应力，由

此便可得出破裂面上正应力和剪应力的合力(见冈

2)．微元体的高度为dz．则破裂面上的微面积为：

幽一2兀[r+蕊tan 45而／2]dg(4)(
一

o )

根据积分原理，则

F。、一I_()，z sin!臼+k。7 ZCOS2臼)·

?+丽意丽M2 ㈦
r／r

、一。

F。一I[(yz sin!臼+k。y COS20)tan9+f]·

、 2舡计丽雨三历¨=
F。、F。在竖直方向的分力为F。sin臼、F。COS 0。

锚板上部被破裂面所切割的土重为：

w一胁卜丽寿丽卜㈦
根据竖直向的极限平衡方程，则锚板的极限承

载力为：

F—W+F，cos0一F。sin0

一)，兀(r2h+r从：+{A z^s)+

兀(2c7h+(7r sin20tanP+

k n 7rcos20tan垆+(、A)^2+

÷(n sin20tanT’+七I、7A COS20tan9)矗3]cos0

y 7【[(r sin20+k11／"COS2臼)，z!+

÷(A sin2臼+k nA COS：臼)厶3]sin0

(7)

式中：A一1／tan(45。9／2)。

3理论与试验结果对比分析

定义锚板的抗拔承载力系数为：

N。一F／(AS。。) (8)

式中：F——锚板所承受的极限拉力；A——锚板的

面积；S。。——土体的不排水抗剪强度。

对于均质粘土，DAS等。1 7提出锚板的极限承

载力为：

q—S．，N。。+7h (9)

式巾：q——锚板单位面积所能承受的抗拉承载力；

)，——土体重度；，2——锚板的埋深；N。，——不考虑

土重时锚板的抗拔承载力系数，一般情况N。，由小

比例尺模型试验来确定。

由于在室内按照小比例尺所做模型试验中锚板

所能承受的拉力远大于锚板的上覆土重，故模型试

验所得结果可看成不考虑土重时的抗拔承载力，另

外，根据DAS等H”“1的研究，小比例尺得到的是

“立即脱离”条件下锚板的抗拔承载力。根据式(8)、

(9)可将试验得到的N。)转化成抗拔锚板在荷载作

用下立即脱离，有土重时的抗拔承载力系数。

为了说明本文抗拔锚板承载力理论计算公式的

正确性，收集了DAS等口4]，SHIN等口钊学者的试验

数据，利用本文提出的锚板无脱离、有土重的理论计

算承载力系数和试验结果及由试验结果转化成的锚

板立即脱离、有土重的承载力系数三者进行对比分

析。

以下通过2种工况来验证本文提出理论计算公

式的合理性。

工况一：取锚板直径D一3 m，厚度f一0．1 5 122，

S。一50 kPa．泊松比肚一0．49．7—14 kN／yn3。图3

给出了理论计算结果与DAS 2。试验结果及由试验

结果转化成的锚板立即脱离、有土重的承载力系数

i者之间的关系。由图3可知，抗拔锚板承载力系

数随着锚板埋深的增加而增大，并且当深度达到一

定值时，承载力系数的增大幅度明显减小，与DAS

试验结果相比，当埋深率h／D在1～2之问时承载

力系数很接近，但是当^／D≥3时相差就变大，此时

试验结果基本保持恒定而理论计算结果继续保持增

大。这可能是由于小比例尺模型试验中土重对结果

影响很小，当锚板埋深较小时，上覆土重对承载力系

数影响不大，随着埋深的增大，上覆土重对结果有明

显的影响。与锚板立即脱离、有土重的承载力系数

相比，当^／D≤2时承载力系数相差不大，但是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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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深的增加两者相差增大，当h／D一4时相差最大，

之后锚板立即脱离、有土重的承载力系数逐渐接近

理论计算值。这是由于在矗／D一4时，在无脱离情

况下锚板下部土体对锚板的吸力大于上覆土重，而

当埋深继续增大时，上覆土重对承载力系数的影响

大于土体对锚板的吸力，所以二者逐渐逼近。

hlD

图3 工况一中理论计算公式与试验结果的对比

Fig．3 Comparison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test results in Case 1 condition

工况2：D一1 m，t一0．05 m，SU一40 kPa，口一

0．49，y一17 kN／m3。图4比较了理论计算结果与

SHIN等口51的模型试验结果及由试验结果转化成

的锚板立即脱离、有土重的承载力系数。从图4可

以看出模型试验中锚板在三者中的承载力系数相差

很小。当埋深率h／D在1～2之间时，三者承载力

系数很接近，而当h／D≥3时三者相差明显增大，到

h／D一4时模型试验结果基本保持不变，而此时三

者相差最大，当埋深继续增大时，则锚板立即脱离、

有土重的承载力系数逐渐逼近理论计算结果。这是

由于当h／D一1～2之问时，上覆土重对结果影响较

h／D

图4 工况二中理论计算公式与试验结果的对比

Fig．4 Comparison between theoretical and

test results in Case 2 condition

小，h／D一4时锚板下部土体和板之间的吸力对承

载力的影响最明显，而当h／D继续增大过程中，上

覆土重对锚板抗拔承载力起着决定作用。

4结论

在三维状态下运用极限平衡理论对无脱离、考

虑土重条件下抗拔锚板基础在受到垂直于锚板荷载

作用下的承载力进行了研究，推导出黄土中圆形抗

拔锚板基础承载力理论公式，对类似抗拔锚板的工

程设计起参考作用，实际工程设计可将此公式作为

验证方法之一与模型试验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其对

比结果较一致，且得到以下结论：

(1)抗拔锚板承载力系数随着锚板埋深的增加

而增大，并且当深度达到一定值时，承载力系数将达

到其极限值。

(2)当埋深率h／D一1～2之间时，上覆土重对

承载力系数影响较小，理论研究中无脱离、考虑土重

条件下的承载力系数和试验中立即脱离、无土重和

立即脱离、有土重结果很接近。

(3)埋深率h／D一4时，无脱离、有土重的理论

计算值和立即脱离、有土重的试验转化结果相差很

大，这是由于土体和锚板之间的吸力对承载力的影

响大于锚板上覆土重。^／D>4时，立即脱离、有土

重的试验转化结果逐渐逼近无脱离、有土重的理论

计算值，这说明覆土重对锚板抗拔承载力起着决定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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