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物基础设施建筑设计与研究·

67

地下水位对地下结构与基础设计的影响分析

王立群*

建筑物的地下结构与基础设计是结构力学与土力学的交叉学科，准确的计算得到荷载作用效应，是地下

结构或基础设计的先决条件。从普通建筑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来观察，地下水位的高低，不能视为恒定不变的，这就

要求建筑结构设计人员在设计分析时，选取不利情况进行。论文就建筑物地下结构与基础设计中水位的影响进行了分

析，希望能够为今后结构设计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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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建筑结构不同时间阶段中，勘察、设计、施工、使用等时期都会存在不一致的情况，仅按照勘察时期某一时刻

的水位进行设计、施工、使用，从建筑结构的安全来看是不够全面和稳妥的，对寿命周期内水位变动造成的荷载效应

进行分析，是较为科学的手段。

通过相关文献的查询了解，华北平原自20世纪60年代起，平原区来水量减少，地表河流陆续干涸，70年代

以后降水量减少[1]，同时地下水的开采量加大，地下水位呈逐年下降趋势，1971-2015年间地下水储量变化速率

为-17.8±0.1mm/yr[2]。南水北调后，地下水出现回升。地下水位变动对埋置地下的结构与基础受力产生直接影响。

2地下水在抗浮设计中的计算方法

（1）某地下管廊（图1），抗浮设计乙级，填土的土粒重度 、孔隙比e=0.80、孔隙率n=0.44、水重度

、天然重度 、含水饱和重度 ，管廊结构自重折算为 、管廊

内部设备自重折算为 。分别按照规范法、干重法、浮重法三种计算方法并取单位面积的管廊，进行抗浮

稳定验算。

规范法：抗浮力的计算时，对抗浮水位以上的土体按天然重度、抗浮水位以下的土体按饱和重度;浮力计算时，排

水体积按管廊体积与饱和土体积之和：

干重法：抗浮力计算时，对抗浮水位以上的土体按天然重度、抗浮水位以下的土体按干重度；浮力计算时，排水

体积按管廊体积与土颗粒体积之和：

浮重法：抗浮力计算时，对抗浮水位以上的土体按天然重度、抗浮水位以下的土体按浮重度；浮力计算时，排水

体积按管廊体积：

（2）此地下管廊在不同埋深、不同水位的情况下，分别按三种浮力计算方法进行抗浮稳定性计算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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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对比分析，三种方法计算抗浮稳定时，在相同工程状态下，安全系数不同：规范法<干重法<浮重法，按规范法

的计算安全储备最高。

（1）某框独立基础（图-2），填土参数同上， ，修正系数 ，基础尺寸b=4m，

d=2m。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fa；单个基础的净承载力： -基础及其上土体自重+浮力。

（2）不同地下水位情况下，相关计算数据见表-2：

（3）当地下水位处于基础底面一倍基础宽度以上时[3]，随着地下水位的升高，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处于下

降趋势，地下水位在地表时，达到最低值，下降至最高值的85%。将单个基础承载力扣除自重、压土重、浮力变化影

响后，能够提供给上部结构的净承载力也是处于下降趋势，最低值为最高值的94%。

（1）地下结构的抗浮计算时，最终的抗浮稳定性，应严格按照抗浮规范计算方法计算确定。（2）根据规范，在

地下水位下降时修正后的承载力fa是提高的，在提供地基承载力特征值fak时，应考虑这一趋势。在地基设计时，应按

地下水位最低的最不利条件进行设计，确保安全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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