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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层地下水情况下的抗浮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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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北京100086)

【摘要】《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勘察规程》(JGJ 72—2004)指出，场地抗浮设防水位可采用实测最高水位，但未指出在多

层地下水的情况下，可采用基础底板所在层的最高水位作为抗浮设防水位。对此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最高水位；多层地下水；抗浮设防水位

【中图分类号】Tu 46

rnle Water Level for Prevention of Up—floating吼der the

Condition of Multi—level Groundwater

Huang Zhilun Ma Jinpu Li C(mgwei

(Avic InStitute of Geotecllllical En西n咄ing，Beiing 100086 C}l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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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引 言

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高层建筑岩土

工程勘察规程》(JGJ 72—2004，J366—2004)(以下

简称规程)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批准，于

2004年10月1日实施。规程内容新颖、可靠、完

备、实用，实施后必将促进我国高层建筑岩土工程工

作向前发展，研习该规程，收益不浅，心得和体会不

少。兹对其中有关地下水抗浮设防水位问题，提出

一些看法。

l防水水位与抗浮设防水位

在规程“8．2天然地基评价”7款中要求：对地

下室防水和抗浮进行评价。由此可知，地下室的防

水和抗浮是两回事，即两种概念。前者是为防止地

下水对地下室的使用功能产生危害(如渗漏、腐蚀

等作用)而采取的防水措施；后者是为防止地下水

的浮力对基础的作用而危害地下室和整个建筑物

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从地下水位来说，地下室的防

水水位和地下室的抗浮设防水位也不是一回事。

这里不谈防水水位，仅对抗浮设防水位谈谈我们的

看法。

2在多层地下水情况下各层地下水具有各自的水

位和最高水位

规程第8．6．2条第1款规定：当有长期水位观

测资料时，场地抗浮设防水位可采用实测最高水位；

无长期水位观测资料或资料缺乏时，按勘察期间实

测最高稳定水位并结合场地地形地貌、地下水补给、

排泄等因素综合确定。

规程第5．0．4条又规定：当场地中有多层对工程

有影响的地下水时，应采取止水措施，将被测含水层与

其它含水层隔离后，测定地下水位或承压水头高度。

从上述两条规定可以认知到在多层地下水条件

下，各层地下水具有各自的独立水位和最高水位。因

为，如果各层水水位不独立存在就不可能测出各层水

的水位。对多层地下水进行分层水位长期观测的主

要目的之一，也是为了测出各独立水层的最高水位。

3关于抗浮设防水位的最高水位

综上所述，第一，抗浮设防水位应是最高地下水

位；第二，在多层地下水场地，各层水具有独立的水

位(水头)；第三，在多层地下水的情况下各层地下水

具有各自的水位和最高水位(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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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本规程和其它一些有关规

范、规程一样，也都没有指出在多层地下水条件下，

如何选择作为抗浮设防水位的最高水位。

规程中提出以“最高水位”作为“场地抗浮设防

水位”，对这个“最高水位”可以有两种理解。

1)指场地内第一层地下水的最高水位

传统的方法是用第一层地下水的最高水位与基

础底面的高程差来计算基础底面地下水的浮力。这

一方法存在两方面的问题：

①如果基础底面所在层的地下水最高水位低于

第一层地下水的最高水位，则计算浮力过大，据此而

采用一些不必要的抗浮措施，将造成工程投资大、施

工困难、延长工期。

②当基础所在层的最高水位高于第一层地下水

的最高水位时，那就必将使浮力计算偏低，而趋于不

安全，可能造成工程事故。

2)“最高水位”指场地内第一层潜水层以下任一

层地下水的最高水位。

这层水的水位超过第一层潜水的最高水位；亦

即不管基础底面位于那一层地下水中，浮力的计算

都以那层水的最高水位为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由此可见，抗浮设防水位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选择不当，必将造成不良后果。

4如何确定抗浮设防水位

关于这个问题有关文献已作了论述。文献[1]、

文献[2]中，用图示的方法说明当基础底面位于那一

层地下水(广义地说相对隔水层也是含水层)中时，

哪层地下水的最高水位就是抗浮设防水位(水

头)uJ。文献[3]中更是明确地提出“地下建筑物的

抗浮设防水位应是基础所在地下水层的最高水位”。

如果基础底面位于相对隔水层中时，其所受浮

力的计算方法请参看文献[1]。

在提供抗浮设防水位时，要搞清场地内有几层

地下水，基础底板位于哪一层水中，查明该层水的最

高水位(水头)，该水位(水头)就是抗浮设防水位(水

头)。在勘察资料中，一般应提出基础可能涉及的各

层地下水的最高水位。

确定地下水最高水位，在一般地下水没有受到

人为干扰但没有长期观测资料的地区，只要精心作

好调查，并观测好(包括进行长期观测)各层地下水

的水位，比较正确地确定各层最高水位是不难作到

的。在没有地下水位长期观测资料又受自然因素和

人为因素强烈影响的地区，由于这些因素的不确定

性，要正确确定(复原)最高水位无疑是困难的。此

时，就应从安全出发来确定最高水位。

5关于“场地抗浮设防水位”

规程中有“场地抗浮设防水位”一词。由于在

多层地下水场地可能有多种建筑物，各自有自己的

基底深度，可能涉及不同的地下水层而有不同的抗

浮设防水位。因此，并不存在统一的场地抗浮设防

水位。

6关于北京市中心地区的地下水最高水位

北京市中心地区的地下水水位，受气候因素的

变化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大幅下降。

北京市中心区的水文地质情况是：由西部地区

的单一粗粒含水层形成西部的一层潜水地区，至东

部发展成为多层含水层而形成多层地下水地区HJ。

西部单层潜水主要受西部山区巨大汇水面积补给，

数十年来西部山区对西部地区地下水的补给不足，

而地下水的排泄条件良好，使北京市中心区西部的

地下水位下降。在东部的多层地下水地区，第一层

台地潜水几乎完全受当地(场地)地面水的补给，随

着地面覆盖程度的增加，地面水人渗减少而日趋下

降。这层潜水为近源补给，其水位不受西部地下水

水位的影响，一旦下降很难恢复。本区第一层水以

下的各层水，则是远源补给(其中的相对隔水层除

外)，即受西部潜水区地下水的补给，其水位受西部

单一粗粒含水层水位的控制，随其变化而变化。当

西部含水层的水位低于多层含水层中某含水层的底

板标高时，该层水位就大幅下降，逐渐无水。而由于

西部单一含水层的水位大幅下降，造成依靠西部地

下水补给的多层水的地带各层(不包括第一层潜水)

地下水水位下降。由于影响西部水位的诸因素和气

候变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我们不可能断言今后

(例如50～100年)地下水位就不可能恢复到其原有

的最高水位。 ，

虽然西部单一潜水层对多层地下水地区第一层

地下水以下各层水的水位(水头)起控制作用，但其

水位上升或下降后，需要一段较长的稳定时间才能

反映到受其补给的多层水地区的水位。因此我们不

能根据西部水位的较短时间的上升而使多层水产生

的未稳定上升水位作为该层水的最高水位上升值。

根据地下水位长期观测资料，已确认1959年为

北京市中心地区地下水最高水位时期。因此，对北

京市中心区而言，西部单一含水层的最高水位可按

1959年的最高水位考虑。多层地下水地区，第一层

潜水属于水位下降后难以恢复，故其最高水位可根

(下转第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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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工格室生态挡墙在墙高10 m以内，墙宽不

宜大于3 m，加筋层间距不宜小于2 m。墙高10～

12 m时，墙宽宜取4 m，加筋层间距取2 m。

3)土工格室生态挡墙具有施工简便、劳动强度

低、工程造价低的优点，应用前景广阔。

4)按2002年厦门市单价核算，土工格室生态挡

墙造价为2 400元／m，与重力式挡墙相比，土工格室

生态挡墙可节省费用9％，经济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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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勘察时的水位略予调整。多层水地区第一层水以

下的各层水的最高水位可按1959年的最高水位采

用。

由于多层水地区潜水层以下各含水层的早期长

期观测资料较少，而今后的观测又不可能获得这种

资料，因此，我们的任务是通过对这部分宝贵资料进

行研究，复原多层水地区1959年潜水层以下各层地

下水的最高水位资料，以提出比较可靠、安全的抗浮

设防水位。

7结论和建议

1)在规程中应明确指出：地下建筑物的抗浮设

防水位应是基础底板所在地下水层的最高水位。

2)在规程中的第8．2．6条第1款的有关词前应

加上“基础底板所在层”字样。另外，规程条文说明

中第8．6．2条的最后一句也应按这一原则考虑修

改。

3)“场地抗浮设防水位”的提法似乎不妥，可考

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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