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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桩基规范中有关嵌岩桩竖向极限承栽力的计算入手，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和不合理之 

处。 同时 ，根 据桩与岩石接触方 式和作 用力呈顺序 传递 的性质 ，进 一步证 明 了其不合 理性 ，以 

及 需要 改进 的 地 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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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 analyzing the calculation of vertie~ beating capacity of rock—-socketed pile given in technical 

code for building pile foundations，s0fne unreasonable issues in the code were found．At the sa／ne time，based on 

the contacting ways between the pile and the rock and the behaviors of force transfer acted step by step，the unl'ea- 

sonable issues have been proved and the issues to be improved were pointed out in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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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嵌岩桩具有其承载力高，可充分发挥桩身强度和岩体强度，以达到安全可靠节约投资的优点而 

被广泛采用。1994年我国正式颁布了第一部桩基规范，即《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cj94—94)，这样使得 

工业与民用建筑桩基的设计与施工有法可依，同时，也为桩基设计与施工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 

用、确保质量等方面提供了保证。然而，综观《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可以看出其在土类地基 

方面的规定应该是比较成熟，但在岩石地基方面的规定，像嵌岩桩承载力设计计算就值得商榷。 

1 规范中嵌岩桩承载力计算与分析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94)q~的第5．2．11条，嵌岩桩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由桩周土 

总侧阻、嵌岩段总侧阻和总端阻三部分组成。当根据室内试验结果确定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时， 

按下式计算[1]： 

Q =Q +Q +Q (1) 

：  ∑钿 i (2)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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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 (3) 

Qp,= p (4) 

式中：Q妇为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为土的总极限侧阻力标准值；Q 为嵌岩段总极限侧阻力标 

准值；Q 为嵌岩段总极限端阻力标准值；u为桩的截面周长； 为覆盖层第 i层土的侧阻力发挥系数； 

为桩周第i层土的极限侧阻力标准值； 为桩身长度；￡为嵌岩段侧阻力修正系数，与嵌岩深度和桩 

径比 ／d有关；厶为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h，为桩身嵌岩深度；￡为嵌岩段端阻力修正系数， 

与嵌岩深度和桩径比 r／d有关；A。为桩的截面积。 

现设定 Q由为嵌岩桩的嵌岩段总的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则 Q却： 

Q却 =Q +Q，p (5) 

将(3)式和(4)式代入(5)式得： 

Q却=“ ^ + 4 (6) 

在不考虑桩底存在扩大的情况下，桩的周长与桩的截面积存在一个关系，即 

：  (7) 

式中：d为桩的直径。 

将(7)式代入(6)式中得到： 

Q却=4Ap 等+ p=A (4￡ hr+ ) (8) 
定 C=A 

则(8)式变为： 

Q却 =c(4￡ + ) (9) 

因为按规范，￡和 值与鲁的比值有关，见表l[̈。 
表 1 嵌岩桩嵌岩段侧阻力修正系数 ￡和端阻力修正系数 

把表 1中 hr
、￡和 值代入(9)式中，则可得到嵌岩桩的嵌岩段总的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Q却，如把表 

1中的第 1列数据代入(9)式，可得： 

Q 如：c(4￡ hr
+ )：C(4×O．000×O．O+O．500)=O．5Oc 

其它计算结果见表 2。 

表 2 嵌岩桩嵌岩段总的极限承载力标准值 

从规范中的计算公式、表 1和表2可以归纳出如下几点结论：①嵌岩段的极限承载力由桩侧阻力和 

桩端阻力两部分组成；②桩侧阻力的大小与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呈正比；③随着鲁的比值增大，侧阻修 
正系数 ￡先递增后减小，而端阻修正系数 一直呈递减，直至零值；④在桩的直径固定不变时，嵌岩段 

的侧阻力 Q 先是随着嵌岩深度h，的增大而增加，但到了一定深度时达到最大值，之后会随着深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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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减小；而端阻力 是随着嵌岩深度的h，增大而减小。 

2 嵌岩桩规范计算中存在的问题 

桩的嵌岩段与岩体的接触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两者紧密结合，即混凝土与岩石胶结在一起，形成 
一 体；第二种是因施工桩孔时，岩石上的泥皮隔离作用，使得两者呈“活塞式”接触；第三种是介于前面两 

种之间的情况，部分隔离、部分紧密结合。按照接触 

方式来分析，规范中的计算公式和修正系数值等，及 

上面归纳的4点结论，笔者认为存在矛盾的地方和 

不合理之处。 

1)嵌岩段承载力由两部分组成，这个不全面。 

从桩与岩石的接触方式来分析两者之间力的作用， 

它只适合第二种和第三种接触方式，对第一种接触 

方式就不适应；因为第一种接触方式的受力相当于 图1 桩与岩石紧密接触受力分析 

竖向力 Ⅳ作用在半无限体上，没有侧阻力的概念，这种情况用弹性力学来求解，可得出基桩的极限承载 

力，而且产生的次生应力呈气泡状分布[2-3l，如图l。 

2)桩侧阻力 Q 的计算公式即(3)式中，采用岩石的单轴抗压强度厶不妥，如表 l，不仅与试验测试 

结果相差甚远，而且从物理意义上也无法解释。 

表 1 嵌岩段侧阻力的试验结果与规范计算值对比 

*试验数据来自资料【4]。 

按照桩与岩土接触方式分析，桩的侧阻力只有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存在，它是基桩四周与周围 

岩土体的接触、并有相对运动时所产生的一种摩阻力，如图2。这种摩阻力会因为基桩混凝土与岩石或 

土的摩阻系数不同而存在差异。 

因此，基桩嵌岩段总极限侧阻力应该为： 

Q,k=M ，c (10) 

式中：c为基桩混凝土与基岩的摩阻力系数， 

单位为 kPa；其它符号同前。 

如果基岩与基桩胶结同一整体，则可用基 

桩混凝土与基岩胶结后的剪断强度来代替摩 

阻系数。 

将(3)式与(1O)式相比较，可以得出，要使 

。 

t t 

两者相等，则有： (a)嵌岩桩的嵌岩段 (b)桩的嵌岩段受力 (c)岩体受力分析 

一  

， rl1、 图2 嵌岩桩嵌岩段的受力分析 
一 、 

N为基桩的竖向设计荷载；r为基桩与岩体之 

对(11)式从数量上能满足，但物理意义上 间的摩阻力； 为基桩与岩体之间的正应力 

就很难解释，因为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与基 

桩混凝土与基岩的摩阻力系数及基桩混凝土与基岩胶结后的剪断强度之间没有内在联系。所以，用 

(1O)式取代(3)式，就科学合理。 

3)现在普遍认为嵌岩桩是侧阻力为主要，端阻力为次要，而且还有现场测试结果的证明 ．6J，也与 

前面第④点结论相同，即端阻力随着嵌岩深度的增加反而减小。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无论桩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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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呈哪种方式接触，力的传递总是呈顺序前进、逐渐衰减。从第一种方式的弹性力学解可以知道，离力 

的作用点越远，附加的次生应力越小，即嵌岩越深，测定的桩端阻力越小。从图2可以知道第二种和第 

三种方式，当桩受到竖向力 Ⅳ时，桩体向下移动，则先是受到侧阻力的作用，然后再传递到桩的端部，产 

生端阻力；如果侧阻力很大，则端阻力就必然小，端阻力就很难发挥其作用。这也就是许多桩测试验得 

到的结果。但这并不是嵌岩桩真正的极限承载力。桩的极限承载力在理想状态下，应该是侧阻力和端 

阻力两者都达到最大时的和。 

4)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规范中的侧阻力修正系数和端阻力修正系数没有很科学的依据，两者 

数值随着的比值增大呈反向变化的趋势，更不合理。因为，现在试验证明南京地区嵌岩桩的最大嵌岩深 

度为 7倍桩径，嵌岩段阻力占总阻力 50％l~A_kt 。 

5)端阻力计算式(4)中采用岩石单轴抗压强度，也不合理。因为桩端处岩体在桩的竖向力作用下， 

是处于三向应力状态。而岩石强度与所处的应力状态有关，单轴强度<双轴强度 <三轴强度。单轴强 

度与三轴强度存在下述关系 8： 

= A + (12) 

式中：
． 
为岩石三轴抗压强度； 为岩石内摩擦角；Ora为试验时施加的围压。 

所以严格讲，端阻力计算式(4)中应该采用岩石三轴抗压强度比较科学合理。 

3 结语 

由于基岩与基桩的材质不相同，同时，由于施工的影响，像水下灌注等，使得基桩的四周和底部不可 

能与基岩会胶结成一个整体，总是会存在分界面，这些分界面，也就成为基桩与基岩之间的弱面(与岩体 

中节理等相似)，破坏了两者的整体性。所以，笔者认为嵌岩桩的极限承载力按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考 

虑比较合理。同时，目前规范中有关嵌岩桩极限承载力的计算，应该是偏于保守，没有充分发挥桩端阻 

力，对工程而言属于浪费。嵌岩桩理论研究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一些模糊认识需要纠正L9J。 

由于基桩与基岩的相互作用比较复杂，嵌岩桩的极限承载力的计算还有需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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