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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承式加筋路堤时效性数值模拟研究

孙彦峰1，骆瑞萍2，陈保国3
(1．河南省核工业地质局，河南信阳464000；2．湖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湖北武汉430071；3．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工程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利用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桩承式加筋路堤的时效性变化规律。通过无桩无筋、无桩加筋、竖向桩体

及水平加筋联合使用3种情况对比研究．分析了路堤填土荷载作用下软土地基中超静孔隙水压力随时间的变化规

律，探讨了路堤水平位移、沉降和工后沉降、筋材最大拉力及桩体荷载分担比随固结时问的变化规律。研究结论可

为软土地基上路堤的设计和施工提供重要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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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矾删：Finite element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conducted to investigate flae time-dependent behavior of geo-syntheties pile—supported*

inforeed embankments．Based 011 comparative study On 3 different casl％：(1)Iln—reinforced embankment；(2)reinforced with geo-synthet·

its；(3)reinforced with both geo·synthetics and pile walls，alullysis w∞made on the variations of e％cess pore water pre∞ure induc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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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canbe the valuable rt4erenee for the clesiol 01"construction of embankments in soft 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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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桩承式加筋路堤的工作机理复杂，影响因素众

多，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其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工

作【l。J。但是桩承式加筋路堤的工作性状不仅与材

料参数有关，还与时间因素有关。路堤填筑完毕后，

随着时间的延长，超静孔隙水压力逐渐消散，土体产

生固结沉降。桩承式加筋路堤的受力和位移一直处

于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

目前已有学者建立相关的模型分析路堤填土一

筋材一桩体之间的作用机理，但是对桩承式加筋路

堤的时效性研究不够具体深人【4jJ。本文假设桩端

穿透软土层，通过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分析路堤下

软土地基内部的超静孔隙水压力的分布规律和随时

间的变化规律，以及软土地基固结对桩承式加筋路

堤工作性状的影响。通过研究3种情况下(软土地

基不作加固处理、采用筋材加固、采用桩体和筋材联

合加固)路堤沉降、工后沉降、水平位移眺及超静孔
隙水压力的变化规律来反映桩承式加筋路堤的作用

效果。 r

1计算模型

数值模拟采用岩土工程专业软件PLAXIS，模型

中选取路堤填土高度为6 m，路堤顶面宽度24 111，路

堤边坡坡率为l：2，路堤底面设置0．5 m厚的砂石

垫层。地基土为12 m厚的饱和粘土层，下卧层为密

实的风化泥岩，地下水埋深0．2 m。施工时桩体与

桩体相连形成桩墙，宽度为0．5 m，桩墙中心间距为

3．0 m，弹性模量为1．0 GPa。筋材抗拉刚度取1000

kN／m，其他参数见表l。路堤分6阶段填筑，每阶

段填土厚度为1．0 1111，填筑速度为0．1 m／d，如图l

所示，路堤填筑完毕后固结时间为40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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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I数值模拟计算参数

。 。 重度／(kN渗透系数 弹性模泊松粘聚力内摩擦
1 5

·m一3)／(cm·8’1)量／MPa比／kPa角／(。)

路堤填料 20

砂石垫层 21

粘性土 19

强风化泥岩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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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堤填筑过程及时闻

文中采用15节点三角形高精度单元，界面由5

对节点组成，接触单元的刚度矩阵由Newton—Cotes

积分得到。通过界面强度折减系数尺b来反映由于

筋土及桩土界面塑性滑移而导致接触面强度的降

低，本文取Rh=O．8。计算模型中路堤填料及地基

土采用莫尔一库仑屈服准则，桩墙和加筋材料采用

线弹性模型。

2数值模拟结果分析

2．1 超静孔隙水压力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填筑及后期固结过程中，3种情况下(对于采用

桩体和筋材联合加固情况，假设路堤填筑前成桩引

起的超静孔隙水压力已经消散)，软土地基中最大

超静孔隙水压力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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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2 三种情况下最大超静孔隙水压力变化规律

由图2可知，路堤填筑过程中，最大超静孔隙水

压力随路堤填土高度的增加而增大，路堤填筑完毕

时3种情况下的最大超静孔隙水压力同时达到最大

值。由于筋材的应力扩散作用，采用加筋处理时路

堤下软土地基中的最大超静孔隙水压力略小于不作

任何加固处理情况下最大超静孔隙水压力。采用筋

材和桩体联合加固情况下的最大超静孔隙水压力远

小于前面的两种情况。

采用筋材和桩体联合处理时，软基不同深度处

超静孔隙水压力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如图3所示。填

土荷载作用下，软基中产生附加应力场，由此导致的

超静孔隙水压力随深度的增加而减小。路堤填筑完

毕时，埋深2 m处超静孔隙水压力为26．8 kPa，埋深

10 m处为6．1 kPa。由此可以看出，填土完毕时的

超静孔隙水压力远小于填土荷载，主要有两方面的

原因：其一，路堤分阶段填筑，填筑过程中同时伴随

着超静孔隙水压力的消散，有效应力增加；其二，大

部分填土荷载由桩体传递到地基深处坚硬的持力

层，使软土地基中附加应力大幅度减小，因而产生的

超静孔隙水压力也较小。路堤填筑完毕后，随着时

间的增长，超静孔隙水压力逐渐消散，当固结时问达

到400天时，超静孔隙水压力趋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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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3 桩承式加筋路堤超静孔隙水压力随深度的分布规律

2．2水平位移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路堤坡脚处水平位移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如图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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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4 路堤坡脚水平位移随时问变化规律

路堤填筑完毕时，无桩无筋、无桩加筋和设桩加

筋3种情况下，坡脚水平位移分别为48．2、37．1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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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mm，超静孔隙水压力消散后，土体有效应力增

加，强度上升，坡脚水平位移有所减小，分别为

46．6、31．4和18．6．mill，无桩加筋情况下水平位移

减小的幅度最大。

2．3沉降和工后沉降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路堤底面中心处的沉降变化规律如图5所示。

随着固结时间增长，3种情况下软基的沉降均呈非

线性增长趋势，并最终趋于稳定。3种情况下最终

固结沉降量分别为236．9、224．7和36．7 mm，工后

沉降量分别占总沉降量的17．6％、42．5％和

17．1％。由此说明，单独使用加筋材料能够减小工

期沉降量，但是工后沉降量较大。在地基处理设计

中，如果以控制路堤工后沉降为主的工程，不宜单独

使用加筋材料，应将筋材与桩体联合使用来控制路

堤工后沉降和侧向滑移。

圈5 路堤底面中心处沉降随时闻变化规律

2．4受力特性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筋材拉力和桩土应力比随加载及固结时间的变

化规律如图6和图7所示。无桩加筋与设桩加筋相

比，前者筋材拉力明显大于后者，主要是由于无桩加

筋情况下路堤的水平位移较大。随着固结时间延

长，土体强度逐渐增长，筋材拉力均有所降低。无桩

加筋情况下筋材拉力减小更为明显，由加载完毕时

的197．86 kN／m减小到173．85 kN／m，拉力减小了

12．1％，设桩加筋情况下筋材拉力由加载完毕时的

139．92 kPa减d,N 132．24 kPa，减小了5．5％。图7

表明，桩体荷载分担比随固结时间的增长而增大。

孔隙水逐渐排出，超静孔隙水压力不断减小，有效应

力增加，土体产生固结沉降，通过土拱效应及筋材张

力膜效应使桩间土上的荷载逐渐向桩顶转移，导致

桩顶应力增加。填土完毕时，路堤中心处的桩体荷

载分担比为51．74％，超孔隙水压力消散后，桩体荷

载分担比增加到63．78％。进行桩承式加筋路堤设

计时，应考虑时效性对桩体荷载分担比的影响，使设

计更加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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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筋材最大拉力随时闻变化规律

圈7 桩体荷载分担比随时间变化规律

3结论

(1)水平加筋和桩体联合使用处理软土地基能

够很好地控制路堤沉降，有效防止地表的不均匀沉

降反射到路堤表面引起路面纵向开裂，减小路堤侧

向滑移，提高路堤的稳定性。

(2)由于筋材的应力扩散作用，采用加筋处理

时路堤下软土地基中的最大超静孔隙水压力略小于

不作任何加固处理情况下最大超静孔隙水压力。但

是采用筋材和桩体联合加固情况下的最大超静孑L隙

水压力远小于前面的两种情况。

(3)单独使用加筋材料处理软土地基能够减小

路堤侧向位移和工期沉降，但是工后沉降量较大。

在地基处理设计中，如果以控制路堤工后沉降为主

的工程，不宜单独使用加筋材料，应将筋材与桩体联

合使用来控制路堤工后沉降和侧向滑移。

(4)桩体荷载分担比随着软基固结时间增长而

增加。填土完毕时，路堤底面中心处桩体荷载分担

比为51．74％，超静孔隙水压力消散后，桩体荷载分

担比达到63．78％。桩承式加筋路堤设计时应考虑

时效性对桩体受力的影响，使设计更加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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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内顺畅滑动，也解决了外径116 mm、厚15删
锚垫板在70 m深钻孔孔壁上滑动(推进到孔底或

退出到孔外)过程中，因刮孔壁造成堆积残渣越来

越多而受阻的问题。

4施工工艺及操作方法

(1)采用089 mm钻杆及0150 mm潜孔锤成孔

结束并上钻； ·

(2)改用050 mm钻杆，将70 m长14 X7仍锚

索与键球式锚索置人器连接完毕并插入孔口；

(3)开动钻机将050 mm钻杆与键球式锚索置

入器花键连接，利用钻机加压力推进键球式锚索置

入器，此时启动空气压缩机采用小风量，防止妣
mm钢管压缩空气通道阻塞，钻机压力适中，用6—8

人调整锚索方向使其3 m内的锚索要对准孔位，循

序渐进；

(4)当孔内出现坍塌、掉块及缩径问题时，用压

缩空气配合键球式锚索置入器回转钻进；

(5)当孔内锚索需要拔出时，先提出050 mm钻

杆，然后在孔口处将14×7笳锚索用夹扣夹紧牢

固，用钻机提升锚索，每次可提升2—5 m；

(6)当孔内无问题时，可正常推进键球式锚索

置入器至孔底，提升050 mm钻杆与其分离，并用

050 mm钻杆注浆，注浆结束提出钻杆并清洗，成

孔、深孔多锚索安装与注浆结束。

5应用结果分析

(1)孔内锚索安装到位，缩短了安装锚索时间。

本工程70 Ill长14×705锚索】78组，孔内安装每组

锚索用1．5～2 h。

(2)解决了孔内注浆问题。用050 mm钻杆代

替注浆管。回避了原注浆管易折断、阻塞、被埋人孔

内等问题，保证了注浆质量。

(3)满足了施工规范与设计要求。经监理检查

及预应力张拉试验结果表明，施工工艺满足规范和

设计要求。 ，．

(4)降低了人力资源消耗。孔内安装1组14 X

705锚索所需人力由原来30人，降到现在10人。

(5)提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工期、降低了生产

成本，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6结语

(1)本施工工艺从根本上解决了深孔多锚索安

装与注浆问题。

(2)充分利用钻机自身具有的能力，淘汰了以

往用人海战术处理该问题的施工方法。

(3)该工艺对灾害环境治理加固，全面实施设

计目的，起到及其重要的关键性作用。

(上接第58页) [3]郑俊杰·陈保国，AbushararS w，等-双向增强体复合地基桩土

参考文献： 蹙?皆竺析}譬’华中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5
[1]H—Ie‘‘w J，眦lphM F-An由Bi8 0fPiledElIII舢㈣[J]·

C4]饶为国，江辉煌．侯庆华．桩一网复合地基工后沉降的薄板理‰d E“gi“。甜唱，1988,2l(3)：12-18．
论解[J]．水利学报，2002．33(4)：23—27．

f2]H助Jt G8br M A·N“1删cal AnalyBiB 0f吲霉。础ed [5】 陈仁朋，贾宁。陈云敏．桩承式加筋路堤受力机理及沉降分析
and Pde。”pported Esr,Lh Plafforms“”Soft soil[J]·Journal of

【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5，24(23)：4358—4367．
Ceotechnlcal and GeoenviI_onment且I Eflgin∞面唱，2002，128(1)：

44—53．

-4----4--—．．——●——■·-_．·—————--+—一．—+—+-．．——忡—一—卜——卜喇—卜——卜——卜——卜·+-一．一—卜·—卜·—卜——■——+—H卜—．．-·—-·+·
(上接第62页)

深基坑支护类型，它们各有优缺点，适用于不同地质

条件和工程环境，而地质与环境条件是基坑选型的

主要因素。

(2)本基坑工程依据地质及环境条件，采用了

“深坑”化两道“浅坑”的设计思路，上道坑采用水泥

土挡土墙(兼止水帷幕)+多道土钉的支护技术，下

道坑采用水泥土止水帷幕+钻孔灌注桩+一道环形

钢筋混凝土水平内支撑的优化组合方案，技术可行、

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缩短了工期，可为本地区同类

超10．0 ITI深基坑工程设计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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