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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检测工程信息检索系统

的 开 发 与 应 用
章 杰

(机械工业部勘察研究院 西安 7 1。。 5 4 )

【提要 1本文介绍 了桩基检测工程信息检索系统 P( D B )s 的设计思想
、

运行环 境
、

软 件 功能
、

用户界面和安全性控制等
,

并结合工程应用加以说明
。

这套系统的开发完成
,

对于桩基检 测特别是动

力检测技术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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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成巨大的数据冗余
,

并引起 数 据 的 更新异

随着我 国工程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
,

桩

基工程由于其有许多独特的功能而得到广泛

应用
。

近十年来
,

桩基检测除传统的静载荷

试验外
,

各种动力检测方法在我国得到了迅

速发展
。

但是
,

动力检测技术作为一门较新

的学科
,

其本身还存在着不少间题
,

如
:

在

低应变动力检测能否确定单桩承载力标准值

的间题上
,

仍然成为学术上争论的热点 t ` 1
。

一些经验系数
,

如凯斯阻尼系数 J
。

值
,

动静

刚度对比系数 Q
、

值等需 要根据不同地区
、

不同的土质条件
、

不同的桩基类型和桩规格

进行确定 [ Z J [ “ J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积累大

量的工程检测实测资料 ( 包括动力检测资料

和静载荷试验资料 )
,

进行整理
、

分析
、

对

比
,

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

而计算机技术特别

是数据库技术的引入
,

已使得这部分工作高

效率地进行成为可能
。

为此
,

笔者用了近一

年的时间
,

以 F o x b a s e +

为支撑软件 [` 3 ,

开

发了这套系统
,

简称 P D E S
。

该系统投入使

用后
,

效果良好
,

深受用户的欢迎
。

2 救据库设计思想

数据库模式的规范化 程 度 〔“ 」是数据库

设计思想的灵魂
。

显然
,

如果将一个系统中

的所有属性简单地拼放在一起
,

则很可能造

常
。

为此
,

笔者将本系统考虑为几个分库
,

通过在不同的工作区中同时打开多个分库
,

实行工作区之间的联访
,

从而使得数据库模

式具有良好的规范化程度
。

这些分库包括
:

工程信息数据库
、

检测成果数据库
、

单位信

息数据库以及各模块运行时为操作方便起见

而建立起来的一系列临时库
。

临时库一般在

其使用完毕后及时删除
,

以节省磁盘空间
。

各

分库有其各 自的关键字
,

如工程信息数据库

以
“
工程号

”
为关键字

,

检测成果数据库以
“

桩

号
”
为关键字等

。

数据库各属性之间的依赖关

系
,

可由如 下Sm it h依赖图 〔 6 J 表示
,

见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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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行环境

硬件环境
:

本系统适合于 BI M P C /X T

/A T机
、

长城 0 5 2 cC H 及各种兼容机
。

内存

要求有 64 OK B的内存空间
。

软件环境
:

操作系统为 M S / P C D O S Z
.

0

版 以上
,

汉字操作系统由 C C B I O 2S
.

13 H进

入 [“ 1
。

4 软件功能

4
.

1 单项工程综合查询 (横向查询 )
,

包括

单项工程的工程概况
、

工程地质条件
、

桩尖

持力层
、

硅标号或硅强度等级
、

各检测桩桩

身结构完整性评价及单桩承载力标准值评价

等查询项 目
。

该项查询类似于浏览一本浓缩

的工程检测报告书
。

4
.

2 多项工程专门查询 (纵向查询 )
,

可依

据用户要求
,

按照不 同的桩基类型
、

桩尖持

力层及桩的细长比等
,

查询各项检测成果
。

4
。

3 通用查询
。

对于用户提出的一些特殊查

询
,

可启动此系统
。

它可由用户任意打开一

个既有的数据库
,

选择一个或两个字段
,

进

行单项或复合查询
。

4
.

4 可进行动静对比分析
。

依据用户提出的

不同条件
,

查询动静两种方法所测得的承载

力标准值之间的误差
: 、

动静 刚度对比系数

Q
. ,

动刚度与单桩承载力换算系数口等
。

4
.

5 依据不同的桩基类型
、

桩尖持力层
、

桩

的细长比等
,

统计各项指标的最大值
、

最小

值
、

平均值等
,

在不同的相关指标间进行相

关分析 〔 7 1 ,

确定其回归方程
、

相关系数
、

标

准离差等
,

对 回归结果进行 t 分布检验
,

并

可选择不同的置信水平下
,

确定其置信带的

范围
。

4
.

6 对单项工程进行单桩承载 力 标准值进

行概率统计
,

可按可靠度概念进行整个场地

的单桩承载力设计
。

4
.

7 打印输出各种查询结果以 及 各种报表

( 如动静对比总表等 )
。

4
.

8 图形显示各种散布图
、 : 的频数直方图

等
`

并可调用 S G E P 命令输出到打印机上
。

5 用户界面

效书的输入
、

修改
、

查询
、

输出等均处

在一个集成环境中进行
。

彩色画面
、

下拉式

菜单
、

完全汉化和每页的跟踪提示
,

使得非

专门培训的用户操作起来相当灵活方便 ( 见

图 2
、

图 3 )
。

!脱
桩基检浏

工程信息检索系统

程序员
:

章 杰

图 2 P D B S软件第一屏

欲招铂入 位月臼该 班 润 宁旧肠出 系抉扭任 系映祖出

图 3 下拉式菜单

6 安全性控制

安全性控制措施主要有
:

( l ) 命令文件编译为伪编译文件
,

并

将原命令文件删除
。

不仅增加了文件的装载

速度
,

而且使得用户不能在 D O S状态下使用

t y p e
命令及在 f o x

状态下使用 m o d i c o 二

命令打开原文件
。

( 2 ) 设置 口令
。

口令由内存变量文件

单独保存
,

并在需要时将内 存 变 量 装入内

存
。

如果用户 5 次不能通过口 令
,

系统自动

认为该用户是非法用户
,

并退出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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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应用

为 了检验软件功能
,

我们在数据库中输

入 了西北地区效十项工程和天津
、

塘沽地区

十几项工程的数据资 料①
。

结 果 表 明
:

用

P D B S进行数据查询效率高
、

计算 分析速度

快
,

效果很好
。

这里仅将有关查询
、

分析结

果列于表 l
、

表 2 和图 4
、

图 5 ,

供大家参

考
。

其中
,

天津
、

塘沽地 区动刚度与单桩承

载力标准值的线性回归结果
,

与国内公开报

道的资料 [ 8 1 中的结果
,

完 全 吻合
。

表 1 动 静 对 比 资 料 总 表

桩号
桩 径

( m m )

实测动刚度
( kN z ,

m )

静载承载力
( kN )

声 系 数
尖层
力

持桩
工 程 名 称 桩 型

5 2 1 1 9 0 0 0
.

0 0 2 71

0
.

0 03 2 1

0
.

0 02 2 8

0
.

0 0 2 2 7

0
.

0 0 2 6 1

0
.

0 0 14 1

0
.

0 0 13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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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 4 9 3 93
.

7

3 7 4 2 2 9 3
.

9

5 1 8 0 0 5
.

7

5 3 0 9 1 0
.

0

5 5 1 2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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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 义 火 大学高层

西安 又 x 大学高层

咸阳 x 火银行营办楼

咸阳
) ( x 银行营办楼

秦涌博物馆 x x 高层

天津 x x x 大厦

天津 又 x x 大厦

钻孔灌 注桩

钻孔灌注桩

打入预制桩

打入预制桩

钻孔灌注桩

打入预制桩

打入预制桩

黄 土

黄 土

中粗砂

中粗砂

黄 土

软粘土

软粘土

5 2
一
1

1
.

线性回归
:

长径比 L d/ < 70
.

0的灌注检 ( 天津
、

塘 沽 等 地

区 ) 其动刚度与动测承载力的线性回归方程为
:

R d 耘( kN ) = 0
.

00 1 7 6 6 * K d ( k N /m ) 一 6 0
.

1 4

相关系数
r = 0

.

9夕3 32

剩余标准差『 一 2 54
.

06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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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

= 1 9
.

4

才
, 。

= 2
.

0 7

结论 : 公,

> t
, ` ,

统计假设 H o : b 一 O不 可信
,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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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神木县 x x 厂熔制车间

各检侧点桩身质 t 评价表

桩号
桩截面

( m m )

桩 长
( m )

桩身质量评价

6
.

9

6
.

6

6
.

4

d一8

6
.

4

6
.

6

7
.

3

7
.

1

图 4 计算机输出的相关分析结果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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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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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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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相往桩《天津
、
润沽等地因

: 井

小4 00

小4 0 0

小4 0 0

小4 00

小4 0 0

小4 0 0

小40 0

小4 0 0

小4 00

小4 0 0

令4 0 0

小4 0 0

6 4 0 0

小4 0 0

小4 0 0

3
.

5 m处轻度离析

桩身完好

2
.

8 m 处扩径

2
·

3 m处扩径

桩身完好

桩身完好

桩身完好

桩身完好

桩身完好

桩身完好

桩身完好

桩身完好

桩身完好

桩身完好

4
.

9 m处扩径

一jtU

`̀ 的柳狡直方图图

~~~

踢戮~~~
8 《 t

二
,

图 5 计算机输出的散 市图
、

直万图

8 结束语

鉴于目前国内间未见到桩基检测方面的

数据库
,

P D B S 的 推 出
,

对 于 积累工程经

验
,

提高动力检测水平应具有一定的实际意

( 下转第 39 页 )

① 天津
、

塘沽地区资料来源为文献〔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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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2
、

3号
·

张裂缝
。

至开挖结束时止
,

仅有 l

号 张裂缝的延伸达到了粘性土的最大直立高

度
,

并在土体中形成如图 4所示的潜在滑动

面
。

作用在围护 结 构 A B段上的主动土压 力

即是由该潜在滑动面以上的土体产生的
。

运

用库仑图解法可得作用在 围 护结构 A B段上

的土压力 P , , = 16 9 k N / m
。

在甲基坑 b侧
,

由于受 乙 基 坑 施工的影

响
,

土体的变形破坏更强烈
,

深达粘性土最

大直立高度的张裂缝就不只一条
,

并在土体

中形成如图 4所示的潜在滑动面
。

运用库仑

图解法可得作 用 在围护结构 C D段上 的土压

力 P e。 “ 1 8 8 k N / m
。

计算结果表明
,

近距离基坑的相互影响

加剧了其交接地段土体的变形破坏
,

作用在

该地段围护结构上的主动土压力较其它部位

的有明显的增大
。

这说明
,

如果不考虑近距

离基坑间的相互影响
,

按常规进行围护结构

设计
,

则其交接地段围护结构的稳定性较其

它地段的低
,

该地段围护结构更容易发生失

稳
。

4 结论与建议

( 1 ) 在悬臂式围护结构支护下
,

土体变

形破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

基坑附近地表存

在拉应力区及由此而产生的张裂缝
,

( 2 ) 由于相邻基坑过近
,

两基坑的施工

对其邻接地段土体的影响具有叠加效应
,

加

剧 了这一地段土体的变形破坏
,

因此
,

作用

在该地段悬臂式围护结构上的主动土压力较

其它部位的要大
;

( 3 ) 在近距离基坑围护结构设计中
,

必

须很据围护结构的类型考虑基坑过近对围护

结构所受主动土压力大小的影响
,

尤其应当

注意在悬臂式围护结构支护下其不利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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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

但该系统的出发点主要着重于动测成果

的数据储存和检索以及低应变动力检测动静

对 比资料的积累等
,

尚缺乏高应变动力检测

中地区性经验系数的资料积累
。

系统本身还

缺少
“ 动测数据文件名数据库

” ,

尚不能直

接调用原始动测曲线
,

缺少对动测曲线自动

判译的专家系统
。

软件的结构也有待于进一

步优化
。

本系统开发过程中
,

曾得到张炜
、

郑建

国
、

王喻安高工的指导
,

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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