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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 要：为了研究深开挖过程中渗流场与应力场的变化规律及其导致的基坑稳定问题，基于比奥固结理论．并将其扩展应用于弹 

塑性分析领域．将渗流场水力作用与应力场耦合．并通过有限单元i击模拟，力求得到深基坑开挖及降水过程中，开挖范围及邻近区 

域地面沉降等环境效应的基本规律的认识．为深基坑开挖设计与信息化旖工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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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存在于土体中的孔隙水压力，影响到土颗粒之间 

的平衡状态。它实质上反映了土体力学作用与地下水 

渗流现象之间极为密切的共同作用，即地下水渗流影 

土体应力状态．应力状态的改变又使孔隙介质中渗流 

空间发生变化井直接导致地下水流动的水力特征的 

改变。在深基坑工程中．大幅降低基坑及周边地区地 

下水位，坑内外巨大的水头差使深基坑开挖区域附近 

地下水发生激烈的流动，从而影响到深基坑的整体稳 

定性井对邻近建筑物产生不良影响；其环境效应不容 

忽视【“。 

要正确分析深基坑开挖及降水引发的渗流场与 

应力场的变化规律就应对孔隙渗流产生的渗透体积 

力给予高度的重视。它反映了地下渗流特征与开挖应 

力状态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渗流一应力之间的耦合效 

应。运用基于比奥固结理论的有限单元法(FEM)可将 

渗流模型与土力学分析模型有机地结合起来，可以帮 

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双场共同作用的机制及他们对 

基坑工作性态的影响。 

六十年代起，各国学者已注意到这种耦合分析在 

大坝工程及地下工程中的应用。Warran和 R．oot(1963 

年)在水库水位变化中认识到渗透体力对水库岸边再 

造的影响。Durand和 Lo血 等在分析 AmDn大坝的基 

础工程中即将水力场与应力场进行了耦合分析。 

Louis，Dessenne等(198o年)对AmDn大坝蓄水过程中 

的定常水流(稳定流)和瞬时充水流进行了有限元分 

析。沈珠江，张诚厚(tgso年)等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定 

常水流作用无支护基坑边坡进行了耦台变形分析。罗 

晓辉(1996年)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定常及非定常水流 

作用支护基坑进行了耦合变形分析研究。 

2 渗流一应力耦合分析的数值模拟 

2．1 比奥固结理论及其有限元推广 

平面应变条件下，建立在平衡微分方程及渗流连 

续性方程上的比奥固结方程可写为： 

一

c甲 u+ 寺{罟+誓卜监3x+ =o 
—

c甲2W+南 砉{罟+誓卜誓+z=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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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G= } ，为剪切模量； 为泊松比；Ⅱ，lEr 
为位移分量；P为孔隙水压力； ，K为等效渗透系 

数， = ， = ／ ；V为拉普拉斯算子。 

将式(1)进行有限单元离散，其有限元增量表达 

形式为 。 

T

一  

， ，}(2) 
式中 【 】为通常的刚度矩阵；【r】为渗流导水矩阵； 

【L】为耦合矩阵．是单元节点孔隙压力所对应的那部 

分节点力，实质上体现了固结过程中孔隙压力对节点 

位移的影响；△ 为位移增量；却。为孔隙水压力增 

量；一△ 为节点力增量值；{ )为节点汇流项。 

式(2)即为标识渗流场一应力场耦合作用的有限 

元表达。它还需满足位移边界条件及渗流边界条件。 

当单元进人塑性区后，只需将弹性矩阵【D】用弹塑性 

矩阵【Dk代替并进行塑性迭代计算即可。 

2．2 基坑渗流场定解条件 

基坑排水渗流的边界条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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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1 B咖咖 o0 li岛呻 dIIin_曾e∞印aEe iD deep 
HmddIion pit 

初始条件为： 

P ， )l：o= ( ．Z)I 西。口 (3) 

边界条件即水头边界如下： 

P( ．Z) = 

式中 P．为边界上已知孔隙水压力 (4) 

流量边界为： 

誓L + 誓L|=一口 (5) 
式中 L ，LJ为边界表面外法线在 x,z方向的方向余 

弦。 

对于自由面作为流量补给边界属第二类边界条 

件： 

口= 鲁训 (6) 
式中 为土体给水度。自由面上结点水头值还需满 

足 日’=Z。 

2．3 非饱和效应及自由面处理 

采用改进高斯点法处理自由面流动问题，对于处 

于自由面以上的高斯点，其渗透系数应根据土一水特 

征曲线确定其在非饱和带中的渗透系数 (如图2所 

示)。代人下式可求得改进单元渗透矩阵。 

否 

图2 高斯点法处理自由面流动框图 

晦 2 of缸eface G4∞ Point 

n c 

，(￡
． ． )： [ + 

堕  盟 盟  】IJ I (7) 

式中 ￡ ，，7，为各高新点局部坐标 ， J=1，2，3； 

IJ l为雅可比行列式； ， 为该高新点上的渗透系 

数，自由面以上的点取非饱和渗透系数。 

2．4 降低地下水位附加荷载计算 

若工程中采取降水措施，由于降水会使地层中原 

来的静水水位在井点(管)四周改变成漏斗状曲面．从 

而使得含水地层中土的有效应力增加；还由于周围地 

下水的不断补充，在一定土层范围内产生动水压力， 

也会导致土中有效应力的增加。这就相当于使土层受 

到附加荷载的作用而产生固结沉降。因此降水引起地 

表变形范围要扩大到曲线的范围，其沉降量、沉降时 

间与地层孔隙比及渗透系数有关．有渗透系数较小的 

粘土层中，固结时间较长，因而沉降较慢；而对于砂 

土，因其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可认为其变形是瞬时完 

全成的。 

由于降水引起土层上的附加荷载计算如下： 

『PⅥ=△̂ (砂土层) ⋯ 

【 =(]／2)Ah3~ (砂土层) 一 

式中 为水位变化施加于地层上的附加荷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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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l。～‘ 时刻含水层的水位变幅； 为水的容重。 

具体计算时．利用式(8)将 分成许多小的荷载 

增量且荷载增量与前述时间增量同步，把这部分的荷 

载增量与其余荷载增量一起加到有限元方程右端项 

中。即可求解。 

3 应力场分析中的本构关系 

⋯ 一 

+̂{ }LD】{ } 

路径 VXCL线 

圈3 修正敛桥模型示意图 

3 Mod近司 c皿 耐gc d c-ph c∞址曲 由e 

^：(1 (10) 
+ 

筹=( )f 意 1 
’

i= ，：) (II) 

aF
：  旦—{ 丁 i：：， ) (12) ( 

+1J‘) 

式中 ，̂ ，村为常数； = + + ； 为应力分 

量；1l=p／q；p= ／3．g=( 一 )／2；e为土单 

元的孔隙比。 

将式(10)一(12)代入式(9)即可求出 k矩阵 

4 开挖过程分析 

4．1 基本假定 

(1)应力场按平面应变问题分析 利用对称性取 

半截面进行渗流与应力耦合分析； ’ 

(2)土体初始应力状态按静止土压力计算； 

(3)支护结构渗透系数很小，A按隔水边界考虑； 

(4)土体抗拉强度为O； 

(5)基坑降水假定为与开挖同步的坑内排水。 

4．2 初始应力场 

f 

{ =Ko =  ̂ (13) I 
= o 

式中 为初始有效竖向应力； 为初始有效水平 

向应力； 为初始剪应力； 为土的重度；h为计算 

点深度； 为静止土压力系数， =I一血 ， 

为有效内摩擦角。 

4．3 开挖荷载 

开挖荷载是开挖边界上的卸载点荷载．等效于该 

边界上初应力式上一步开挖时的计算应力值，即 

{Fl= 

【。；J． 广[ ]由+．；J．【Ⅳ】 幽j+ }(14) lflj ’ f=j ● J 
式中 为某开挖阶段挖去的单元数； { l为应力 

场内渗透等效节点力。 

4-4 单元无拉分析 

由于土的抗拉强度为0．如计算出单元应力中在 

拉应力时，应使其应力区域置0。将拉应力转化为节点 

力式(1)．并重新计算区域应力，重复以上步骤，直至 

整个区域无受拉单元为止。 

IFt；=』．【曰] dv (15) 

表 l计算参数表 
Taldv．1 Calvul~ pⅢm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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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耦合效应(应力对渗透系数的影响) 

根据大量的现场试验．含水层参数与水位降深存 

在以下关系 ： 

= e砷 (卢蚶 ) (16) 

式中 为水位下降后的水力渗透系数 ；Ko 为水位 

下降前的水力渗透系数；Ajj『为水位变化；口为常数。 

的确定可根据室内压缩渗透试验求得；需做多 

次试验后取平均值；或通过长期观测资料拟合求得。 

5 算例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编制了有关的有限元程序并 

进行了工程实例演算。工程开挖深度为 12．3 m，宽度 

约为 8．0 m，以基坑半宽度为对称轴 ，隔水层埋深 
一 38m左右。设基坑开挖分3步进行．开挖深度分别 

为4．2 m，8．2 m，12．3 m。基坑排水为坑底明沟排水。计 

算采用非稳定渗流场分析，计算参数见表 1。 

各开挖阶段结束后主要计算结果(瞬时)见图4一 

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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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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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开挖结束后位移矢量图 

F 7 Di|pJ cmenc wcD∞ a H“cw蚯堋 曲cd 

釜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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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溶流场流网图(开挖完成) 

n昏8 Fl州 nets af睇ept 蹦 d(b趣w 雌 i皇丘n曲 ) 

6 结 论 

(1)基坑开挖及支护体系统的关系是在开挖释放 

荷载过程中士体与支护桩墙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土体 

与支护后系统的共同工作。不可忽视组成土体的各种 

介质在土体与支护结构系统相互作用过程中挥的作 

用。许多深基坑开挖事故就是土体中水的消极作用产 

生的。这种消极作用对深基坑开挖而言包括两方面的 

内容：其一是基坑开挖一铡的反向掺透力(相对于土 

体的自重应力)产生的坑底隆起甚至流砂；其二是非 

开挖一佣的正向渗透力使坑外土体产生渗透压密。 

(2)考虑耦合作用的计算结果由于动水压力的作 

用．其周边土体水平位移，地面沉降均大于未考虑耦 

合作用并且更接近于实测值，但仍较实测值小．这是 

由于： )名I略整个场地打桩引起土体挤压造成的水平 

及垂直位移；②基坑开挖过程中邻近地区打桩对本场 

．+．．．．J．． Jl： 

．．．．．．．．．．．： ． 

．．，．． ．．●．．．，． 

．．●．．．．．．： ． -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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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水平位移，垂直位移的影响；③平面应变假设引起 

计算误差。 

(3)基坑底部的隆起应包括 3大部分：①开挖释 

放荷载的土体卸荷回弹；②支护桩墙侧向位移对基坑 

坑底土体的挤压；③向上作用的渗透力。因此，在支护 

结构附近隆起值较未考虑耦合作用时大～些。 

(4)从图 7中可以看出，只有在开挖面附近和墙 

体附近，位移才最大，远离该区位移则迅速减小，在墙 

后大于 1．5 后，位移很小 ，可认为计算域取 3 已足 

够。计算域的宽高比为 I：3，从图中可以看出计算域 

下部分位移也很小，敌可认为这样取的计算精度符合 

工程要求。 

(5)从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考虑耦合作用的有 

限元计算结果与实测值基本吻合，表明计算理论的可 

行性与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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