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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一土相互作用下单桩沉降影响因素的数值分析
孙亮1，高金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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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相互作角的角度出发，探求桩土相互作用体系中单桩沉降的影响因素，试图为桩基础的承载力没计和沉

降量控制找到一种理论依据，并利用有限元软件ADINA建立桩一土相互作用的数值模型并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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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高层、超高层建筑得

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高层建筑因为层数多，荷载大

而对地基基础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基础的设计与施

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02)

中规定：对于以控制沉降为目的的桩基，在基础设计

中，应考虑桩一土相互作用的效应。然而如何合理

考虑桩土相互作用产生的桩基沉降问题，是近年桩

基础研究所面临的新课题。

近年来，桩土相互作用下桩基的沉降问题引起

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特别是单桩的沉降的影

响因素问题。单桩的沉降直接关系到群桩的沉降问

题，是预测群桩沉降的基础。另外，大直径的钻孔灌

注桩由于承载力大，通常可以采用单桩的型式来支

撑建筑物或桥梁的上部荷载，因此对单桩沉降分析

的准确性要求越来越高。

桩一土之间的滑动关系相当复杂，为了简化分

析，做了如下的假定：

(1)土体本构模型为Dmcker—Prage模型，桩体

为线弹性模型，桩一土接触采用库仑摩擦形式；

(2)考虑自重初始应力场，桩顶荷载施加模拟

静载试验的加载方法，并假定荷载产生的超孔压有

足够的时间消散。每次施加荷载设为200 kPa。

计算时设桩体的弹性模量为25500 MPa，泊松

比取0．167，土体的重度为18．80 kN／m3，粘聚力为

25 kPa，内摩擦角为300，接触面摩擦系数弘=0．42，

桩土接触粘聚力为16 kPa。

土的弹性模量为6 MPa，模拟后处理的桩顶位

移随荷载变化展示如图1～4。

1 参数的选取与模型建立

。为了能够得出桩一土相互工作结果的变化规

律，对桩进行二维数值模拟，并且对于每一物理模

型，分别改变它的桩径、桩土模量等条件，以总结其

对单桩沉降的影响规律。为桩基础设计提供参考。
图l荷载为2∞kN时的沉降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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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荷载为400 kN时的沉降图

圈3荷载为600 kN时的沉降图

翻4荷载为8∞kN时的沉降圈

2土的性状对沉降的影响

桩一土体系的荷载传递开始时主要靠侧阻力来

维持，桩侧土的性状对桩土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

本节将分析桩侧土弹性模量按6、8、10和12 MPa顺

序变化时对单桩沉降的影响(见图5)，桩长统一取

10 m，桩径为O．6 m。

由荷载一沉降曲线可得：随着桩顶荷载的增加。

桩侧土的性状越好，即弹性模量越大，同等荷载作用

下桩顶的沉降就越小，因而土弹性模量越大，桩的极

限承载力越高。但当土的弹性模量增大到一定的程

度，其对桩沉降的影响关系不是很明显。

同样，在不同桩侧土情况下，侧阻力与端阻力发

挥的程度和大小是不同的，根据模拟得出侧阻力和

端阻力的大小，桩顶荷载与桩侧阻力和桩端阻力的

变化关系如图6、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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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6不同弹性模■下桩侧阻力与桩顶荷载的关系图

圈7不同弹性模量下桩缵阻力与桩顶荷载的关系圈

随着桩侧土弹性模量的增加，桩侧阻力在不断

增加，且增加值随着桩顶荷载的增大而逐渐增大；而

由于侧阻力与端阻力之和等于桩顶荷载，所以桩端

阻力则随着桩侧土弹性模量的增加而下降。并且桩

顶荷载与侧阻力的关系几乎呈直线变化，这是因为

在桩的各个尺寸已知的情况下，其侧阻力大小只与

桩侧土的性状有关，只要侧阻力没有发挥到极限值，

两者都是线性的直线关系，而一旦侧阻力发挥到极

限值后，则该曲线可能要发生屈服。一开始随着桩

顶荷载的增加，桩侧土摩阻力逐渐发挥，在同等桩顶

沉降的情况下，桩侧土弹性模量越大，则所能发挥的

侧阻力就越大；在同等侧阻力作用下，随着桩侧土性

状的提高，所对应的桩顶沉降则越小。随着桩顶荷

载的逐渐增大，侧阻力逐渐发挥，但是增加的趋势变

缓。这与桩顶荷载沉降关系类型相似，这也说明了

由于桩侧土先与桩端土发挥，因此桩侧土的性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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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决定了桩的承载力性状。

3桩长对沉降的影响

本节主要考虑桩长变化对单桩沉降的影响，模

拟时假设桩在同一土层中，即桩端和桩侧为同一土

层，分别计算桩长为10、12、15、20 m时单桩沉降的

变化(图8)。桩径取0．6 m，土的弹性模量取6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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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这可能是计算时所加荷载尚不及桩的承载力的

极限值，从而没有出现拐点。但是无论如何，随着桩

长的增加，同等桩顶荷载作用下的桩顶沉降明显减

少，从而可有效提高桩的承载力。在同样桩顶荷载

作用的情况下，改变桩长，相应的桩侧阻力和桩端阻

力也发生变化，随着桩长的增加，桩侧阻力与桩顶荷

载几乎成线性关系增加，与桩长本身并没有直接的

关系(见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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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9不同概长下桩侧阻力与桩顶荷载的关系圈

但是对于较短的桩，在曲线的尾段侧阻力值增

加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桩顶荷载达到600 kN时，

短桩的侧阻力已经全部发挥，而增加桩长时桩自身

的承载能力较大，如图9所示，20 m长的桩，桩顶荷

载为800 kN时，桩侧阻力尚没有发挥完全，因此曲

线关系是直线段；相应的桩端阻力也随着桩长的增

加而逐渐得到发挥，10 m桩长的曲线在尾段发生突

变，这是因为其侧阻力发挥完全后承载力的增加部

分全部由桩端阻力承担的缘故，见图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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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lO不同桩长下桩端阻力与桩顶荷载的关系圈

随着桩长的增大，桩的承载力将大大增加，桩长

增大则侧阻力必然增大，并且在同样桩随着桩顶荷

载的增大，端阻力作用下时，桩长越长，则所对应的

桩顶沉降越小。但是总体来看，两者的关系并不是

很明显。

总之，随桩长的增加，桩顶沉降量减小。桩长较

短时，桩顶沉降量很大，桩长为零则相当于天然地

基。增加桩长对减小桩顶沉降的效果很明显；桩长

较大时，桩顶沉降已比前面降低很多，但仍然比较

大，继续增加桩长能使桩顶沉降进一步减小，但效果

不是很明显；桩长增加到一定程度，桩顶的沉降趋于

稳定，此时继续增加桩长对减小桩顶沉降几乎不产

生影响。

在工程中，桩顶沉降随桩长的变化曲线可以作

为桩基础设计中确定桩长的重要依据，以避免使用

过长的桩，从而减少经济上的浪费和施工上的困难。

4桩径对沉降的影响

本节分析桩径变化对单桩沉降的影响，分别考

虑了桩径按O．6、O．8、1．O和1．2 m顺序变化时对沉

降的影响，桩长统一取10 m，土的弹性模量取8 MPa。

由图1l可见，桩径的增加将会增加桩的承载

力，桩径O．6 m的桩的荷载一沉降曲线的破坏点很

明显，桩径为0．8和l m的曲线也开始出现拐点，但

不是很明显，而桩径1．2 m的荷载～沉降曲线接近

线性曲线，这是由于桩径增大能提高桩的承载力，在

计算荷载的作用下，1．2 m桩径的桩还没有达到极

限承载力所致。

由此可见，桩应力随桩径的变化逐渐减小，但当

桩径>1 m之后，桩径的增加对减小桩体应力所起

的作用逐渐不明显。在实际工程中，为了减小桩体

沉降，可以适当增加桩径，但还要综合考虑地质条

件、周边环境、经济效益等因素。
‘’

将此时不同桩径下得出的桩侧阻力和桩端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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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12可见，侧阻力与桩顶荷载近乎成线性关

系，随着桩顶荷载的增大而逐渐增大，这与用经验公

式计算侧阻力时的情况是非常吻合的。同时由于侧

阻力和端阻力的和就是桩顶荷载，由此可得端阻力

的值，由图13可见，端阻力值与桩顶荷载也是成线

性关系增加的，而这与用经验公式计算端阻力时的

结果是不完全相同的，可能原因是端阻力是在侧阻

力之后发挥的，其具体发挥的大小可能不是经验公

式表示的那样。

5结论

(1)随桩的长度￡和直径D的增加，桩的沉降

有随之减小的规律，并且都有减少的幅度逐渐变小

的趋势，由此可知，在工程实践中要选取合适的桩长

和桩径，不能无限制的增大桩长和桩径，因为这样既

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浪费，而且当桩长和桩径增加到

一定值后，继续增加将不能有效减少桩基础的沉降。

(2)桩的沉降随弹性模量E的增加而减小，但

是到一定限度以后，弹性模量E的继续增加对单桩

的沉降影响不大，这是由于随着弹性模量的增加，持

力层土体的粘聚力和内摩擦角也逐渐增加，则桩的

沉降随之减小。由此可得，要减小桩基础的沉降量，

可以通过对地基土进行改良，比如反复夯实、对软土

进行置换等方法。

(3)桩长己、桩径D和弹性模量E的增加反映

了桩体刚度的增加，使得桩通过桩侧摩阻力和桩端

阻力将上部结构荷载更多的传到持力层中去，从而

减小了沉降。在这几个因素当中，土的弹性模量对

桩顶沉降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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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动力头钻机相对于立轴式钻机的优势逐渐变小。

这是因为动力头钻机提钻长度小，提下钻次数多后，

其提下钻速度慢的弱点就会变得突出。

(3)液压元件成本高，功率消耗大，是动力头钻

机又一大弱点。

4结语

经过生产实践体会到，CSl4型全液压动力头钻

机性能优越，施工效率高，质量好，事故率低(包括

孔内事故和机械事故)，在复杂地层和浅孔、中深孔

具有较大优势，是一种适应性强及轻便的钻机。但

在深孔施工优势不明显，且处理事故能力差，功率消

耗大，成本较高。动力头钻机应是我国地质岩心钻

机大力发展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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