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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柔性基础和刚性基础受力性状对比分析，针对柔性基础下

桩体的刺入变形，提出采用修正的桩身压缩模量法计算复合地基加固区土层压

缩量。在对下卧层沉降计算中，利用Mindlin解和Boussinesq解联合求解地基

附加应力，然后用分层总和法求得下卧层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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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合地基[1]作为一种地基处理技术，在我国土建工程中已得到广泛的应用
与发展。采用复合桩基处理地基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提高天然地基的承载
力；其二是减小地基沉降量及不均匀沉降。许多工程采用复合地基主要是为了
减少沉降。因此复合地基沉降计算在复合地基设计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但
就目前的认识水平，复合地基沉降计算水平低于复合地基承载力计算水平，也
远远落后于工程实践的需要。这就给复合地基的设计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对
复合地基沉降理论的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1  柔性基础下复合桩基性状 
模型试验研究[2]表明，柔性基础和刚性基础有着不同的破坏模式。刚性基

础下，复合地基随着荷载增加桩体先达到极限状态然后造成复合地基破坏。柔



性基础下，桩间土先进入极限状态，导致桩体荷载集中系数增加，之后荷载的

增加主要由桩承受，进而造成复合地基破坏。还有研究指出[3],[4] ,柔性基础下
复合地基桩体不但有刺入下卧层的趋势 ,而且有刺入柔性基础的趋势。这些与刚
性基础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将刚性基础下复合地基沉降计算方法应用于柔
性基础下复合地基沉降计算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安全的，不能反映柔性基础下实
际变形情况。因此，本文将对柔性基础复合地基的沉降计算方法作出讨论。 





    从表2可以看出，采用本文计算方法所得结果为92.3mm，实测结果为85.6
mm，采用本文计算方法所得结果偏大，误差为7%。分析原因，一方面可能是
由于实际地质资料与试验数据之间存在误差所致，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在
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计算误差所致。但总体来说计算精度可以满足实际工
程的要求，可用为一种对比计算方法。 

4  结语 
（1）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柔性基础和刚性基础有着不同的受力性状和破坏
模式，而现有的复合地基沉降理论大多都是在刚性基础作用下提出来的，不适



用于柔性基础沉降计算，因此需要建立柔性基础复合地基沉降计算理论 
（2）对柔性基础复合地基加固区沉降计算中，采用了修正桩身压缩量法计算，
考虑了桩体刺入柔性基础的变形量的计算 
（3）对下卧层的附加应力计算中，利用Mindlin解与Boussinesq解联合求地
基加应力，把桩、土分开进行计算，考虑了桩土之间的摩阻力, 使得附加应力更
接近实际地基应力分布。但在求解桩侧摩阻力和桩间土在下卧层产生的附加应
力时,没有考虑桩阻效应的影响,下卧层的沉降可能会稍微偏大。 
（4）只有在桩身位移较小的情况下,桩侧摩阻力的分布近似呈三角形分布，而
在桩身位移较大时,桩侧摩阻力沿桩身的分布则呈典型的“R”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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