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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三二厂针织染车间地基基础

工程设计研究报告

总后 勤部建筑设计院 丛传享

编者按
:

三五三二厂针织染车间工程地质报告提 出的地基承载力为 7 o k P a ,

应

设计单位要求
,

重新考虑后提高到 90 k P a ,

仍不满足设计要求
。

为此设计单位 自己

进行 了载荷试验和分析研究
,

将地基承 载力提高到 12 o k P a ,

满足 了需要
,

实践证明

1 20 k P a 的 结 论是符合实际 的
。

这件事说明该设计单位对勘察资料认真 消化
,

时工

作 负责到底 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
,

更值得 负责勘察的同志们 思考是不是勘察结论偏

于保宁 了呢 ?

一
、

工程概况 期
,

且为该厂以后工程项目的设计提供了极

总后 3 5 3 2工厂针织染车间
,

位于河北省 其宝贵的经验
,

受到建设单位的好评
。

廊坊市南门外大街兴安市场西侧
,

由地方单 该车间由主厂房和办公用房组成 ( 见图

位进行工程地质勘察
, 1 9 8 9年底委托我院设 1 )

,

总建筑面积 7 4 8 8
.

2 m “ ,

主厂 房 为 单

计
。

拟建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复杂
、

地下水位 层
,

单 跨
、

双 跨
、

四 跨 门 式 刚 架 ( 见 图

高
、

地基软弱
、

承载力低
,

地下 18 m 以内无 良 2 )
,

层高 6
.

5 m ,

建筑 面积 为 5 8 7 5
.

2 m 2 ,

好桩尖持力层
。

办公用房为三层砖混结构
,

层 高 为 3
.

5 m
,

为选择经济合理的地基基础设计方案
,

总高度为 1 0
.

6 5 m
,

建筑面 积 为 1 6 12 m 2 。

该

我们在深入分析原勘察报告
、

充分调查研究 工程于 19 90 年 3 月破土动工
, 1 , 9 1年 6月完

的基础上
,

确定对软弱持力层的承载力进行 工投入试生产
。

试验研究
,

并得到勘察
、

建设单位的大力支持 二
、

工程地质条件

与合作
,

取得满意的结果
。

地基设计采用变 场区地处永定河冲洪积平原
,

上部地层

形控制的原则
,

经反复测算后
,

决定采用天 由永定河泛滥沉积而成
,

土层层次繁多
,

土

然地基
,

并进行建筑物沉降观测
。

该车间已 质松散
,

地下水位埋藏浅
。

现将各地层简述

建成投产两年
,

沉降
、

使用均正常
,

说 明其地 如下
:

基基础设计经济合理
,

节约了投资
,

缩短工 1
.

人工填土
:

厚度 0
.

40 ~ 1
.

10 m
,

以耕

宾上/ / \ \ / 广\ 丫一 \ 丫一~ 一灯

}瞥式
,

上退:万万万0 6
1

认 任 v v ’ ` y

一
一二兰二立一一一

一
l 一 亚 巫一 uI

图 1 针织染车间示意图 图 2 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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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土为主
,

多为饱和
、

可塑状态
,

土质松散
。

2
.

冲积粉土层
:

厚度 0
.

80 ~ 1
.

80 m
,

呈

饱和
、

可塑~ 流塑状态
,

其中夹薄层粉砂和

1
.

00 m左右的淤泥质粉质粘土②
, 。

3
.

冲湖积粉土与粘土互层
,

其中夹淤泥

质粉质粘土③
l

透镜体
。

粉土层③
2

厚度 1
.

10 ~ 2
.

00 m
,

呈饱 和
、

可塑 ~ 软塑状态
。

粘土层③ 3厚 3
.

60 ~ 4
.

10 m
,

灰 色
、

饱

和
、

可塑 ~ 软塑状态
,

其中夹淤泥质土
。

4
.

冲积粘土与粉土互层
:

呈褐色
、

饱和
、

可塑状态
,

厚度 2
.

00 m 左右
。

5
.

冲湖积粉土与粉质粘土互 层
:

厚 度

4
.

00 m左右
,

呈浅灰色
、

饱和
、

可塑 ~ 流 塑

状态
,

含泥炭
,

其中夹淤泥质透镜体
。

6
。

冲积粉土与粉质粘土
:

厚 度 6
.

00 m
,

呈褐色
、

饱和
、

可塑一流塑 状 态
,

其 中 夹

1
.

00 ~ l
.

s o m厚 中密粉细砂层
。

地质剖面 见 图 3
。

地下 水 埋深 1
.

57 ~

2
.

3 0 m
,

水位标高 1 1
.

5 4~ 1 2
.

3 Om
。

13
.

9 6

56

—18
.

0 0

1 3
.

8 0 14
.

0 7 13
.

8 1
5 5

—
2

—
弓4

-

—1 8
.

00 2
。

2 0 18
.

0 0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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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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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地质剖面图

表 1 土的物理力学指标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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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问题提出

勘察报告确定埋深 2
.

00 m的淤泥质粉质

粘土②
,

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为 7 o k P a ,

满 足

不了设计要求
,

并指出深度 1 8
.

o m无适剖桩

基的持力层
,

建议采用碎石挤密桩以加强地

基强度
。

我们分析了勘察资料和测试数据
,

主要

持力土层的物理力学指标见表 1
。

从上述指标可见
,

主要持力层的淤泥质

粉质粘土②
, 、

③
:

和粘土③
3

层
,

具有较高的

含水量
,

孔隙比大
,

液性指数高
,

压缩性高
,

强度低的特点
。

我们对主要持力层的物理力

学指标进行了综合分析
,

并根据软弱地基设

计经验
,

初步认为上述所给的地基承载力偏

低
。

因该工程规模较大
,

有必要进一步进行

土的名称

淤泥质粉

质粘土

② 1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粘 土
最大直

最小值

平均值

8 }0
.

78 ! 0

3 1

7 7

8
.

5

3
.

2

J
上nU

曰jjJ

3 8
.

1 11 7 4
.

41 8

淤泥质粉
质粘土
(透镜体 )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6 1

3 9

7 0 }1
.

1 7

引 1 0
.

2

3 9 }1
.

0 1 8 }1 4
.

5

注 :
单位 y为k N / m 3 ,

E
.

为 M P a , e
为 k P a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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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研究
,

并及时与建设
、

勘察单位交换意

见
,

得到 了他们的支持
。

1 9 8 9年 n 月 由原勘察单位对埋 深 2
.

00 m

的淤泥粉质粘土②
:

做了三组静 三 轴剪切试

验
,

提供其承载能力标准值为 90 k P a 。

试 验

的物理力学指标见表 2
。

衰 2 静三轴剪切试验的物理力学指标表

口J,上月乙月乙乃乙,曰

..胜

l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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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
`

ee一衬ù孟U月了

…
口é
`

0工j,JOJCU

…
月了d一úóJ最 大 值

最 小 值

平 均 值

1
.

0 3

0
.

9 1

1
.

0 0

1
.

0 3

0
.

8 5

1
.

0 0

我们根据表 2 的
c 、

字值
,

按 T J7一 7 4规

范公式计算 R
。 = 1 3 8 k P a 。

四
、

现场载荷试验

为 达 到 基础设计精益 求 精
,

技 术 先

进
,

经济合理
,

安全可靠
,

在前两阶段工作

的基础上
,

俄们于 1 99 0年 2 月
,

选择较软弱

地段
,

即孔 58
、

54
、

65 # 附近
,

做 了三台载

荷试验
,

试验深度
、

土层同三轴试 验
,

P
一 :

曲线见图 4
。

P一 s
曲线

,

没有明显拐点
,

按 中
、

高 压

缩土取
s

b/
二 0

.

02
,

确定地基土承载力基 本

值 f
。

分 别 为 一2 5
、

1 0 3
、

z o s k P a ,

f . == 2 12

k P a ,

对应的变 形 模 量 E 。

分 别 为 4
.

42
、

3
.

6 2 M P a ,
E

。 “ 3
.

7 8 M P a 。

按切线 法 确 定

地基土承载能力基本值 fo 分别为 1 4 0
、

1 0 8
、

1 3 0 k P a ,

f一 1 2 6 k P a ,

对应的变形模量分别

为 4
.

2 0
、

3
.

1 4
、

4
.

4 1 M P a , E 。 二 3
.

9 2 M P a 。

我们以变形控制为原则
,

保证地基土在

上部荷载的作用下不发生破坏
,

保证基础不

发生过大的沉降与差异沉降
,

决定该地基承

载力 f .
值采用 z Z o k P a 。

五
、

沉降验算与分析

厂房基础埋深 2
.

5m
、

办公附属 用 房 基

础埋深 1
.

5 m
。

依据原勘察报告提出 的 力 学

指标和野外载荷试验数据
,

按 T J7一 7 4 《地基

基础设计规范》 对厂房
、

办公用房进行了地

基变形验算
,

计算结果见表 3
、

表 4
。

表 3 厂房沉降计算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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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办公用房沉降计算位表

竺竺
.

三- …二…二1土沉
,

降
、

值 1 6
.

22 1 5
.

9 7 { ,
.

1 7

、 c二 2
1 1 1

~ 6 0

ē
O月才

日日ùs

图 4 载荷试验 P
一 : 曲线

由沉降计算可见
,

厂房最大沉降点位于

钻孔 6 5 # ( 即在厂房的东北角 ) 附近
,

其沉

降量为 5
.

2 5 c m
,

最小沉 降 点位于钻孔 59 #

( 即在厂房中间偏西北 ) 附近
,

其沉降值为

2
.

3 c8 m
,

平均沉降值为 4
.

0 c7 m
,

最大差 异

沉降为 0
.

0 0 0 7 , 办公用房沉降较为均匀
,

平

均沉降量为 5
.

7 9c m
。

计算表明
,

建筑 物 的

沉降和差异沉降量均小于允许值
。

010302040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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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结构设计措施

1
.

因地基比较软弱
,

为减少和调整差异

沉降
,

采用反梁条基
,

地基梁高为 1 / 6~ 1 / S L

( L为梁跨 )
,

使地基梁有较大 的刚 度
;
尽

量使结构的重心与基础的形心重合
。

2
.

厂房采用铰接门式刚架
,

减少差异沉

降对上部结构的影响
。

3
.

厂房的纵向采用开洞剪力墙
,

代替抗

侧力结构
。

七
、

建筑物沉降观浦

为 了验证设计的正确性
,

及时掌握第一

手资料
,

总结经验
,

共设置 26 个 沉 降 观 测

。 6 5 1 2 0 64 3 4 0 6 3 5 丝

0 5 5

1 7 18 1 9 2 0 2 1 2 6

图 5 沉降点布置图

说明
: 1

.
。
为钻孔 ;

2
.

2 6个沉降点分布于 1~ 26 号观测点附近
。

点
,

其中厂房 21 个
,

办公用房 5个
,

详见图 5
。

1 9 9 0年 6 月 n 日进行了 首 次 观 测
,

至

1 9 9 2年 8月 26 日
,

共观测 5 次
,

观测结果见图

6
、

图 7
。

观测结果表明
:

1
.

厂房平均沉降 2
.

2 2 1 o m
,

位于 65 号钻

孔和 53 号钻孔附近的 1 号
、

21 号观测点沉降

值最大
,

分别为 2
.

8 8 7 c m 和 2
.

9 8 1“ m ,

位 于

钻孔 59 号和 64 号附近的 9号
、

2号观测点沉降

值最小
,

分别为 z
.

5 2 4 e m 和 1
.

s o i e m
,

沉 降

值均小于计算值
,

2
.

厂房主体结构吊装期的 13 8天沉降速

率最大
,

为 0
.

0 0 7 3 m m / d
,

至结构

完工的 81 天
,

沉 降 速 率 为 0
.

0 0 1 2

m m / d
,

逐渐趋于稳定 ;

3
.

从 目前沉降速率推断
,

今后

三年沉降不大于 1
.

oc m
,

累计沉降

不会超过估算值 ,

4
.

沉降最大点 21 号与最小点 9

号的差异沉降值为 0
.

0 0 0 5 ,

观测点

1号与 2 号差异沉降值为 0
.

0 0 0 9,

均远远小于设计允许值
,

5
.

主体结构完工占最终沉 降

量约 50 %
,

装修工程完成占最终沉

降 6 3%
。

办公用房沉降较均匀
,

平均沉

降为 3
.

c4 m
,

从沉降 速率推断
,

与

估算值接近
。

J、
、

结语

1
.

本工程软弱地基基础设计
,

采取与试验研究紧密结合的方法
,

较好地解决 了地基设计中的技术问

(点。 题
,

排除 了人工地基方案
,

界用天
然地基

。

该建筑物沉降观测结果证

明 ,
设计是合理的

、

成功的
。

采取

此种设计方法会增加一定的设计工

作量
,

影响设计周期
,

但对提高设

计水平
、

设计质量
、

提高工程整体

( 下转第 6 页 )

(乙巴d

日

借

图 6 荷载一沉降一时间关系图

l

亡攀彗舀谁
置{

龟三

图 7 沉降观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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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E
.

及土层厚度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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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有重大作用
。

2
.

节约 了大量投 资
,

效 益 显 著 ( 见

表 7 )
,

受到建设单位
、

施工单位
、

质检部

门的好评
。

3
.

对该厂区今后的新建工程的设 计 提

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和理论依据
。

4
。

据建设
、

施工单位反 映
,

在 廊坊地

区
,

框排架结构采用天然地基尚属首例
。

5
.

基础施工工期缩短 3 个月
,

工厂提前

投入生产
,

取得良好的间接经济效益
。

表 7 科学实验后签础经济效益比较裹

原勘察报告基础方案 科学实验后基础方案 科 学 实 验 后

基础方案节约费用

地基承载能力

碎石挤密桩

碎石挤密桩费用

钢筋硷用量

试验费

合计

f
. = 7 0k P a

f
. ~ 1 5 0 kP

a

5 5 1 4m s x 1 00元 /m s二 55
.

1 4万元

8 0 7m 3 x 3 0 3元 / m
3 = 2 4

.

4 5万元

无
7 9

.

5 9万元

f
. 二妞 ok P

a

天然地基

9 9 0m 3 x 3 1 4元 /m 3 二 3 1
.

1万元

2
.

5万元

3 3
.

6万元 7 9
.

5 9一 3 3
.

6 = 45
.

9 9万元

注 :
上表按工9夕O年定额取费标准计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