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挡土墙主动土压力分布研究

陈兴亮1，周光余1，熊传祥2
(1．湖南省勘测设计院，湖南长沙410014；2．福州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福建福州350002)

摘要：基于极限平衡理论，利用单元分层法分别讨论了墙后无开挖同填和有开挖同填不同工况条件下的挡土墙

土压力分布形式，推导Hj不同工况条件下的主动土压力强度及主动土压力系数理论公式。结果表明，墙后尤JF挖

回填工况条件下墙背主动土压力沿墙高成线性分布；墙后有开挖【旦j填工况条件下墙背土压力沿墙高成非线性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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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8ct：Based on the soil critical equilibrium theory。the paper discussed the distribution of earth pressure on retaining

wall under the working conditions with or without excavation and ba2kfilling between the wall and ground by thin—layer

method，deducted the formulas of active earth pressure strength and coefficient of active earth pressure．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arth pressure strength and the depth of wall is linear under the working condition with excava-

tion and backfilling and nonlinear under the working condition without excavation and backfilling between the wall and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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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挡土墙土压力计算一直是工程届和学术界重要

研究课题。其中，基于极限平衡理论的土压力计算

方法因其推导出的公式简单、物理概念明确、易于掌

握等优点在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这以经典的Cou—

lomb和Rankine土压力理论最为代表，其挡墙土压

力强度沿墙高成线性分布。而与此同时，挡土墙主

动土压力的非线性分布已为许多学者所论述，并被

一些工程实测结果和室内试验所验证，这以Karan

解为典型代表，并且我国学者蒋纯秋、赵恒惠、姚代

禄、王渭漳、曹振民、蒋忠信、王元战等∞卅1对挡墙主

动土压力非线性研究作了深入研究。总结前人研究

成果，不难发现，关于挡土墙土压力强度的分布形

式、主动土压力系数、合力作用点及其影响因素仍是

当前研究的重点课题。

事实上，挡墙土压力分布不仅仅受墙背填土性

质、挡墙形状、墙体位移、破裂面形态等因素影响，挡

墙墙后填土工况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例如，浆砌片石的重力式挡墙施工时，往往先将

墙后老土挖去一楔体，待挡墙砌筑完毕后，再回填碎

石、中粗砂等滤水层和夯实粘土，由于墙后回填砂土

未完成自重固结，压缩性较大，导致回填土与原状土

在开挖面上的质点速度、位移不能保持一致，必然影

响土体水平应力传递的连续性，这种情况下滑动楔

体的滑裂面往往就为开挖面；与此相反，在基坑工程

中，水泥土搅拌桩、钻孑L灌注排桩、地下连续墙等桩

墙围护结构则与上述工况截然不同，墙后土体一般

无须先开挖后回填，墙后填土为原状土，未经扰动，

可看作地表水平的半空间无限体。

由此可见，对挡墙墙背土压力分析时，有必要区

分开上述2种不同工况，即墙后无开挖回填和墙后

有开挖回填。

1 公式推导

假设墙背土体处于主动极限状态，土体内沿墙

背面及过墙底与竖直方向夹角为0的平面为滑裂

面，墙体绕基础转动，填土表面水平，墙壁垂直，如图

1所示。在滑动楔体内距地表深度为Y处取一薄层

单元体，作用于单元体上的力有单元顶面和底面的

垂直反力分别为P和P+如，挡土墙的水平反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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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挡墙与墙后填土的摩擦力为丁。、粘聚力C。；滑裂

面上的反力为R、摩擦力为r：、粘聚力C：，微单元体

自重d埘，如图1所示。

p+dpf 川
(b)

圈1 挡土墙分析模型

2．1 第一种工况：墙后无开挖回填

在基坑工程中，水泥土搅拌桩、地下连续墙等围

护挡墙施工时无需先开挖后回填，墙后土体都均可

看作连续介质，这与公路中浆砌片石的重力式挡墙

先开挖后回填有所区别。图1中的滑裂面BC为假

想滑裂面，滑动楔体ABC与原状土体(BC面下半部

分土体)在滑裂面上质点的速度、位移保持一致，土

体水平应力的传递保持连续性。因此，微元体上下

边界压力p和P+dp可直接用g+修和g+∥+ydy

代替。单元体水平力：

∑F，=0

Pxdy％嵩s砌一R老咖口=0 (1)

单元体竖向力

∑F，=0

一pb。+(p+ap)b2帆dy％老cos¨R嵩si仰
一dw=0 (2)

其中，P，=Kp，bl=(H—Y)t90，b2=(日一Y—

dy)t90，丁l=K。(拶+q)t驴+cl，r2=Rtgtp+c2，联立

式(1)、(2)，略去二阶无穷小，整理化简得：

耋+
1一(al+a2)K blCl+b2C2

乒一21万 +y

R=等名铲 ㈤

R：—y—y——+——q——-—K——(——y—y——+—-q—)——tg—t—$—c—tg——O——-——(—c—I——+——c—2—)—c——tg—O
1+tg(pt90

求解式(3)，可求得主动土压力系数：

K：—L一生出jL_(4)
a

口l+a2 a1+口2 y，，+q

其中，al=(1+tg(pct90)／(1一tg‘pt90)、a2=tg艿ctgO、

bl=ct90、b2=(t90+ctgO)／(1一tg‘pt90)。

因此，墙背水平主动土压力为：

Px=K．p=去y+型掣(5)
由式(5)可知，墙后无开挖回填时，墙后土压力

沿墙高成线性分布。

2．2第二种工况：墙后有开挖回填

对于公路中浆砌片石的重力式挡墙而言，其施

工时往往在墙后先开挖一部分土体，待挡墙砌筑完

成后，再回填碎石土、砂土或透水性较好粘性土。由

于墙后回填物质结构较松散，孔隙大，粘结力小，未

完成自重固结，这与原状土层(或称下伏土层)有着

显著差异，容易导致沿回填土与原状土接触面成富

水带，软化接触面附近土层，降低力学性能参数，墙

后填土易沿接触面产生滑移，墙后填土的滑裂面即

为开挖面。

这将导致回填土与原状土体在滑裂面上质点的

速度、位移不能保持一致，土体水平应力传递也将不

连续。因此，微元体上下边界压力p和P+dp不可

直接用q+弘和q+弘+ydz代替。

对单元体CD边中点E点取矩，满足力矩平衡

条件∑M。=0，可得：

丁。dy(b。一令)+(p+dp)b2(譬+会)一

pbj(虿b1一孚)一dw等=0 (6)

代人b。、b2及△，化简整理得：

dd_e，，=y一上(H-y)tgO (7)d，，2y一—— L，，

式(3)和式(7)即为本模型的基本方程，通过求

解微分方程，化简整理得：

p 2 C(y一日)‘q+屯’x_一1+乏_==-i：坛(y一日)
+j粤‰ (8)1。一(al+a2)K。

⋯7

上式中C为积分常数，很容易由边界条件确

定，即Y=O时，P=q，因此：

。一—刍--I三-型I"-坐z-L。：， 一r，l竖lc：!五荨臻殍一日‘4l”2’‘-“

所以，挡土墙的水平土压力P，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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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g一丁-=撒+至_==_i耘]×(1一i丢i)‘口I+。2)矗-一1+jij!揣+
民(blCl+bEC2)

2一(al 4-a2)K。

3．2第二种工况：墙后有开挖回填
Ⅲ

E(9，8，p)2上px妙

f 10) =Ka[

3土压力合力及其作用点

作用于挡土墙上的水平土压力合力及其合力作

用点可以沿墙高积分求得。

3．1 第一种工况：墙后无开挖回填

E(妒，6，口)2上p,dy

=去[护+qH一(6lc。+b2C2)HJ(11)
挡土墙墙背水平土压力合力作用点距墙底距离

为：

hp=M／p
埘

2上(日一Y)P，dy／p
H y酽+3[q一(blcl+b2c2)]

一3 y铲+2(g一(blcl+b2c2)]
(12)

由式(5)、(1 1)、(12)可知，对第一种工况墙后

无开挖回填而言：一是，挡墙土压力分布沿墙高成线

性分布；二是，合力作用点不完全位于距墙底H／3

处，当地面无超载且为无粘性土时，合力作用点位于

距墙底H／3，与库伦土压力合力作用点相当；三是，

水平土压力E(妒，6，0)是角0的函数，利用微分学求

极值的方法dE／dO=0可求得最不利滑裂角0。，从

而可求得E最大值E。，，并将此作为主动土压力，其

所对应的滑裂面也为最不利滑裂面。其中，在求导

运算过程中，将遇到求解超越方程的麻烦，这可以通

过采用图解法换元求得，具体求解过程在此不作阐

述。

最不利破裂角：p。，：a北。g：：竺!：兰!!!兰}叁耄主i霎警
(13)

主动土压力：

耻虿1 1nct
2 os2卿哂[专著意篙掣]2

(14)

主动土压力系数：

K-cos2卿哂[絮￡裳鬻并)]2(15)

blcl+b2c2 徊—q-—1—-—(a—,_+a_2_)K—．+—2弋-—(a巫1+a2)K。Ⅳ
K(口I+a2)

～

+志芋+揣刎+F百了：蕊亏+F瓦了：蕊驯

=ili[矿1 2+棚一(6lcl+b2C2)HJ

(16)

主动土压力系数：K=去=甓踹⋯，
挡土墙背水平土压力合力作用点距墙底距离

为：

hp=M／p

上(日一y)pxdy
P

r 1 K(”呸)一1、伊+3qH一号(6lcl+bee2)H2 L了+3—K(a1+—a2)+1 J—TH2+2qH-2(blcl+b2c2)H一

(18)

由式(6)、(17)、(18)可见：一是，对第二种工况

墙后有开挖回填而言，挡墙土压力分布沿墙高成非

线性分布；二是，当地面无超载且为无粘性土时，当

K(a。+a，)=1时，土压力合力作用点距墙底等于

H／3，当K(a，+a。)>1时，土压力合力作用点距墙

底小于1-1／3，当K(a。+口。)<1时，土压力合力作用

点距墙底大于H／3。

4主动土压力系数K

当墙背垂直，填土面水平时，库伦主动土压力系

数：

Ka--忑石i蔷C万OSzi50萧面(19)
朗肯主动土压力系数：

Ka=t矛[45。一(q#2)] (20)

比较式(15)、(17)、(19)和(20)可知，第一种

工况墙后无开挖回填时，主动土压力系数仅与纵6

有关，与滑裂面0无关；第二种工况墙后有开挖回填

时，主动土压力系数则与开挖面夹角0有关。图2

是墙背填土间摩擦角6=200，土内摩擦角p分别取

幻o、200、300、40 o、50。，一分别取100、200、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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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时土压力系数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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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Ifij夹角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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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K。随妒和0变化曲线

从图2(o)可知，第一种工况墙后无开挖回填

时：(1)保持6一定，随内摩擦角9增大，库仑、朗肯

及本文主动土压力系数K。都逐渐减小，它与开挖面

夹角0无关；(2)相同8、妒条件下，本文主动土压力

系数K。最小，朗肯K。最大，库仑K。居中，并且第一

种工况条件下的K。比第二种工况不同口值的疋均

要大。

从图2(b)可知，第二种工况墙后有开挖回填

时：(1)随内摩擦角9增大，本文主动土压力系数K。

逐渐减小，并且开挖面夹角0越大，K。减小的越快；

(2)随开挖面夹角0增大，本文主动土压力系数K

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并且随内摩擦角增

大，K。的峰值逐渐减小，其所对应的峰值内摩擦角也

逐渐减小。

5工程实例

实例1：陆培毅在砂土的情况下在室内对悬臂

桩进行土压力和位移的量测试验¨0|。试验槽长

6．1 m，宽2．5 m，深2．2 m，模型板采用三块聚乙烯

塑料板，土压力测试采用BW一0．3微型土压力盒量

测，试验砂采用平均粒径为0．26 mill的细砂，不均

匀系数为1．65，干重度为16．0 kN／m3，内摩擦角取

3l。。砂土悬臂支护结构总长160 cm，开挖深度(悬

臂段长度)为90 cm，嵌固段70 em。墙背土压力实

测值及理论值如图3所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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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型80
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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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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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动上压力／kPa

5 10 15

图3实例l土压力实测值及理论值

实例2：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所1977年在沅江

纸厂码头进行了现场观测⋯。试验墙高度H=8．75

m，回填粘性黄土，墙后回填土开挖角0=330，墙背

仰角a=0，填土表面倾角口=0，墙背摩擦角6=

13 o，回填土与原状土之间的凝聚力C=12．2 kPa，内

摩擦角妒=18．80。填土表面，当人工加载至q=9．8

kPa时，回填土沿开挖面发生破裂。墙背土压力实

测值及理论值如图4所示。

0

一l

一2

—3

＼一4
型一
隧一。

一6

—7

—8

—9

十动土压力／kPa

图4实例2士压力买测值及理论值

工程实例1对应于第一种工况——墙后无开挖

回填，工程实例2对应于第二种工况——墙后有开

挖回填。由图3及图4可知，本文通过分析不同工

况条件下挡墙土压力分布，理论值较好地吻合了土

压力实测值，正确区分墙后工况条件，无疑在工程设

计中有着较好的指导意义。

6结论

(1)本文分别对墙后无开挖回填和有开挖回填

2种不同工况条件下的挡墙土压力进行了详细分

析，推导了不同工况条件下的土压力强度及合力作

用点等理论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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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种工况：墙后无开挖回填条件下，墙背

土压力沿墙高成线性分布；第二种工况：墙后有开挖

回填条件下，墙背土压力沿墙高成非线性分布。

(3)第二种工况墙后有开挖回填条件下，一方

面，随内摩擦角妒增大，本文主动土压力系数K。逐

渐减小，并且开挖面夹角0越大，K。减小的越快；另

一方面，随开挖面夹角0增大，本文主动土压力系数

K。呈现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并且随内摩擦角

增大，K。的峰值逐渐减小，其所对应的峰值内摩擦角

也逐渐减小。

(4)通过与工程实测土压力值比较，正确区分

不同工况，无疑在工程设计中具有较好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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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北京钻探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一号通知)

本刊讯随着我国深部地质勘探工作的逐步深入，国内

钻探工程界对新技术、新方法的渴卑越来越强烈，同时国际

钻探同行对中国近十年来在钻探技术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也

十分感兴趣。为了加强国内外钻探界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以

提高探矿工程学科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

程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技术学院、地质超

深钻探技术国家专业实验室商定，拟在2009年lO月中下旬

联合组织召开“2009北京钻探技术国际学术研讨会”。

一、会议议题

1、岩心钻探技术

2、科学钻探技术

3、工程勘察与基础工程施工技术

4、非开挖施工技术

5、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治理技术

6、煤层气开采技术

7、地下水及地热资源勘探与开采技术

8、钻探新设备、新仪器、新材料

9、工程管理与安全生产

二、会议地点

北京市(具体地点在第二号通知中确定)

三、会议时间

2009年10月中下旬(具体时间在第二号通知确定)

四、会议主办单位

中国地质调查局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中困地质学会

五、会议承办单位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工程技术学院

地质超深钻探技术国家专业实验室

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

六、会议论文征集

论文题日可根据大会主题和议题自由选定。会议论文

应是未经发表过的最新成果。学术委员会将组织专家对所

提交的论文进行审查，精选一定数罱的优秀论文推荐在国内

外具有较高影响的刊物上发表，其余通过审查的论文将以论

文集和光盘的形式正式出版。论文篇幅应尽量控制在5000

字以内，以电子文档(Word格式)提交至大会秘书处，论文版

面费将直接通知作者交付。

论文摘要截止时间：2009年4月30日

论文全文截止时间：2009年6月30日

论文请按时通过电子邮件同时提交到zlx2096827@126．

com，huyuanbiao@263．net，并通过电话或短信通知联系人，

以便确认是否传送成功。

七、会议联系人

1、中阚地质大学(北京)工程技术学院

胡远彪：010—82328581(传真)、010—82323273、

138l 1999982

朱彤：010—82328581(传真)、010—82323273、

13501 189650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29号中国地质大学(北

京)工程技术学院

邮编：100083

2、中国地质学会探矿工程专业委员会

张林霞：0316—2096827(传真)、13932678655

地址：河北省廊坊市金光道77号探工学会

邮编：065000

3、大会网站：http：／／nlsd．cu#．edu．cn

大会一般事务联系邮箱：huyuanbiao@263．net

大会论文提交邮箱：zLx2096827@1 26．corn

huyuanbiao@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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