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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基坑桩锚支护结构锚索轴力监测分析
巩玉志1，武换娥m，袁志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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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解深基坑桩锚支护结构锚索的工作状态，对石家庄市鸣鹿大厦深基坑桩锚支护结构中预应力锚索轴

力进行了锁定及基坑开挖回填过程中的监测。监测成果的分析表明：锚索锁定时穿心千斤顶油压表读数与锚索实

际轴力存在较大差别，究其原因是张拉设备与锚具的不匹配；下道锚索张拉锁定会使上道锚索轴力减小，但影响不

大；基坑日填后锚索轴力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大；实测最大锚索轴力为锚索设计值的17．9％～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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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Monitoring of Anchor’S Axial Force of Piles and Anchor Support System in Deep Foundation Pit／

GONG Yu—zhi‘。WU Huan—e1’2。YUAN Zhi—gu02(1．Hebei Building Research Technology Co．．Ltd．．Shijiazhuang Hebei

050021，China；2．Shijiazhu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hijiazhuang Hebei 050228，China)

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chor’s working state of pile and anchor support system in deep foundation pit，the axial

force of pre—stressed anchor cable was monitor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deep foundation pit excavating and backfilling in

Shijiazhuang City．Some conclusions were got by analyzing monitoring results．It was proved that a big difference exists be—

tween oil pressure gauge reading of jack and practical axial force of anchor because of the mismatch of stretching equipment

and anchorage．Axial force of former anchor was decreased due to latter anchor tension with little effect and axial force of

anchor was decreased slightly when deep foundation pit was backfilled．It was monitored that the measured values had

17．9％to 50．7％of designed values．

Key words：deep fuundation pit；pile and anchor support；anchor；axial force；monitoring

1 工程概况

石家庄市呜鹿大厦工程位于石家庄市中心地

带，建筑物为地上26层，地下2层，框剪结构，筏板

基础。基坑开挖深度为11．2 m，基坑北侧紧邻2栋

4层建筑，其中靠西侧的建筑基础埋深约2 m，靠东

侧的建筑基础埋深约5 in。基坑东侧紧邻马路，场

地狭小，采用放坡+桩锚支护结构进行基坑支护，基

坑平面尺寸为70 m x40 m。

2场地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勘察报告，拟建场地地层自上而下分别为：

①填土，层厚0．60～2．30 Ul；

②黄土状粉质粘土，层厚0．40～2．20 m；

③黄土状粉土，层厚2．70—3．80 m；

④黄土状粉土，层厚1．00～2．30 lIl；

⑤中砂，层厚0．20—5．10 m：

⑥粉质粘土，层厚2．90～4．30 m：

⑦粉土，层厚0．40～1．80 m；

⑧粉质粘土，层厚1．30～4．40 m；

⑨中砂，层厚2．30～4．10 m；

⑩卵石，最大揭露层厚22．50
45 m内未见地下水。

mo

基坑影响深度范围内土层的物理力学指标详见

表1。

表1 土层的物理力学指标

*：计算取值。

3基坑支护方案

本基坑采用放坡+桩锚支护结构进行支护，上
部1．7 m按0．3进行放坡开挖，采用钢板网喷射混

凝土护面，下部采用桩锚支护结构。支{广I桩直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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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 mm，桩长为15．5 In，嵌固深度为6 m，桩间距为

1．5 m。锚索采用一桩一锚，锚索设计参数见表2。

方案I中边载按5 m宽度的局部荷载100 kPa考

虑，方案Ⅱ中边载按6 m宽度的局部荷载100 kPa

考虑，方案Ⅲ中边载按自然地面均布荷载15 kPa考

虑。

表2 锚索设计参数

支护方案晨麓徽；燃黼韶璺

注：第一道锚索的竖向位置是从冠梁顶算起，其余各道锚索问距是

其与上道锚索的距离。

4锚索轴力监测

为掌握在基坑开挖过程及后续使用中锚索轴力

的变化是否在设计的可控范围内，在出现异常情况

时能及时反馈给设计人员，同时为今后的桩锚支护

设计提供工程数据，根据现场实际施工情况，选取

12根锚索进行了轴力监测，包括方案I中的第二道

和第三道锚索各4根，方案Ⅱ中第一道和第二道各

1根，方案Ⅲ中第一道和第二道各1根。锚索轴力

监测点平面布置示意图见图1。锚索监测仪器为振

弦式锚索测力计及XP02振弦式频率测定仪。

方案III

o锚索轴力监测点位置及编寸

l～6表小I：排锚索船测点，7～l 2表小最后道锚索监测点

图1 锚索轴力监测点平面布置示意图

4．1锚索锁定值监测

在进行锚索张拉锁定时发现，油压千斤顶显示

压力大于锚索测力计的输出值。取出夹片再次进行

张拉时发现油压千斤顶显示压力与锚索测力计的输

出值基本吻合。分析原因，张拉系统中，支架与锚头

的尺寸型号不匹配，在张拉过程中夹片阻力很大，导

致油压千斤顶显示压力大于锚索测力计的输出值，

锚索轴力实测值与设计锁定值之比为16．6％～

56．3％。锚索张拉设备及安装见图2，现场情况最

终未进行调整，导致锚索实际锁定值较设计锁定值

偏小。锚索锁定轴力实测值见表3。
一

——

＼

—／ 板

图2锚索张拉设备及安装示意图

表3锚索锁定轴力实测值

监测点设计锁定油压千斤顶轴力实测轴力损轴力实测值与

编号 值／kN 显不轴力／kN 值／kN 失／kN设计值之比／％

4．2基坑开挖至回填过程中锚索轴力监测

2011年3月12日，基坑开挖到5 m，开始进行

锚索张拉与锁定，布设了1～6号锚索轴力监测点。

2011年3月17日，基坑开挖到8 m，未进行最后一

道锚索张拉锁定前，实测锚索轴力比锁定值提高

6．O％～38．4％。2011年3月21日，基坑深度为8

m，开始进行最后一道锚索张拉与锁定时，实测锚索

轴力比上一次数据稍有下降(除4号锚索外)，下降

幅度为0．4％一1．6％。201 1年3月28日至7月14

日，基坑开挖到底，深度为11．2 nl，实测锚索轴力基

本处于平稳增大状态，较锚索锁定值提高8．8％～

104．4％，平均提高37．5％。201 1年7月30日，基

坑采用素混凝回填，回填了5 m，实测锚索轴力比最

大数据稍有下降(除5号锚索外)，下降幅度为

2．9％一4．6％‘O 201 1年8月15日，基坑回填至冠

梁顶，实测锚索轴力比最大数据稍有下降(除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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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索失效、5号锚索外)，下降幅度为5．3％～6．5％。

实测锚索最大轴力为设计值的17．9％～50．7％，锚

索最大轴力实测值见表4。锚索轴力实测值随时间

变化情况如图3。

表4锚索最大轴力实测值

1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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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锚索轴力实测值随肘间变化曲线

5结论

通过对该基坑工程锚索轴力的监测，从中得到

以下结论：

(上接第65页)

在无缝钢管焊接后，在裸露的钢管部分刷上环氧树

脂，利用事前预制好的GFRP半合管扣上，上下用钢

带紧固后，在外面缠绕经环氧树脂浸渍的玻璃丝布

的方法。该方法下套管施工速度快、外观质量好，保

温效果满足工程要求。

5 结语

中平能化集团某矿大口径保温井项目的顺利完

井，其井身质量、固井质量、保温效果等技术指标均

满足设计要求，项目顺利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运营，

井下高温作业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在安徽淮南矿

业集团顾桥矿和潘三矿开展的冷媒输送工程中又获

得成功应用，施工的4口保温井顺利通过验收，保温

(1)锚索张拉锁定力能否达到设计的要求，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张拉锁定设备的匹配性，仅仅根

据穿心千斤顶油压表读数往往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2)下道锚索张拉锁定时，会使上道锚索的轴

力略有减小，本工程在下道锚索张拉锁定时，上道锚

索轴力减小0．4％～1．6％；

(3)随着基坑的开挖及开挖完成后未开始回填

前，锚索轴力基本处于增长状态，本工程锚索最大轴

力较锚索锁定值提高8．8％～104．4％，平均提高

37．5％：

(4)随着基坑回填，锚索轴力略有减小，本工程

基坑回填至冠梁顶时锚索轴力较锚索最大轴力减小
5．3％～6．5％：

(5)整个基坑锚索轴力临测过程中，实测最大

锚索轴力为设计值的17．9％～50．7％，远达不到锚

索设计值，说明本方案还存在优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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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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