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漳泽泵站管理房基础设计分析
王瑞平

!山西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山西 太原!%L%%%%#

!摘!要"!压基问题是工程设计中的常见问题% 本文结合实际工程"通过计算表明"解决压基问题的关键是减小

荷载"悬挑新建建筑与原建筑相邻部分外墙"并将基础局部做成筏板基础"即可满足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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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漳泽泵站管理房位于山西省长治市#为二层"中间

门厅处局部三层$砌体结构#项目于 "%IJ 年建成& 该

建筑横向有 I% 个开间#尺寸为 LR%%>>dI%(纵向由中

间走廊连接南%北各一个进深#尺寸分别为 $$%%>>%

"P%%>>%$$%%>>& 其中
/

M

0

轴部分为局部三层#整

个建筑立面从外观上看为不对称结构& "%I$ 年该工

程欲在
1

轴西侧扩建 P 个开间#两层#与原建筑连成一

体#使建筑物外观上对称&

工程总高度 #HJ>#室内外高差 %HL>#所在地抗震

设防烈度 #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为 %HI%1#设计地

震分组为第二组#丙类建筑#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J% 年&

工程基底土为饱和低液限黏土#具中等压缩性#其

工程地质特性较好#厚度 IHJ MIJ>#承载力 K% M

R%GU3#地下水位埋深 IHJ MIHK>& 当地冻土深度为

%H#$>& 地基处理采用整片换砂石垫层法#以提高场

地土承载力& 换土厚度 ">#换土宽度为每边出基础边

缘 ">& 要求处理后砂石垫层承载力不小于 IK%GU3&

基础为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 基础埋深综合考虑

冻土深度%水暖等设施管道标高以及基底土质厚度情

况#确定基础埋深 IHP>&

原建筑部分
1

轴线墙体为 L#%>>厚黏土砖墙#基

'(#'



础宽度 IR%%>>& 扩建部分与原建筑物部分之间按照

.建筑地基基础规范/ "*QJ%%%#-"%II$第 #HLH" 要

求设置沉降缝#缝宽 K%>>&

/)问题的提出

扩建工程虽不大#但扩建部分与原建筑相邻部分

遇到压基问题& 压基问题指新房紧靠旧房建设#按常

规设计#新房基础将压在旧房基础上#这样势必加大被

压基础荷载#造成被压基础承载力不足& 如果将新建

建筑基础悬挑一部分就能解决压基问题#但如果悬挑

部分荷载大#将加大悬挑基础下砌体局部压力& 所以

解决压基问题的关键是!

'

降低扩建建筑与原建筑相

邻部分荷载(

(

扩建部分基础悬挑一部分&

%)处理方案

扩建工程共 P 个开间#如图 I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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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扩建工程 "单位!>>$

首先探讨减小荷载的做法& 工程所在地长治属寒

冷地区#外墙厚度设计为 L#%>>& 在扩建部分与原建

筑相邻处须设置沉降缝#此处如果将扩建部分
0

轴处

外墙取消#可以减小荷载& 但会造成边开间纵墙端悬

臂#不利于抗震&

第二种方法! L#%>> 厚砌体承重墙自 重 为

#HJKG)N>

"

#"P%>>厚砌体承重墙自重为 JH"PG)N>

"

#

扩建部分
0

轴处外墙紧贴原管理房处"沉降缝处$外

墙#可设计为 "P%>>厚#这样保证了扩建办公楼部分

承重外墙的连续性#既使扩建部分外墙在纵向有了约

束#又减小了 INL 的外墙荷载&

其次讨论悬挑的处理& 可以层层悬挑#减小悬挑

梁下基础上砌体的局部压力& 但这样处理后#

0

轴砌

体实际上没有承重#不利抗震&

比较起来#合理的处理方法是采用一托二的悬挑

方法#即一层基础处悬挑梁承担以上两层全部墙体荷

载& 这样既保证了承重墙的整体连续性#又利于抗震&

因外墙更改为 "P%>>厚#相对减小了这部分墙体荷

载& 但一托二会造成边跨即
2

M

0

轴纵墙在悬挑梁处

砌体局部压力大& 如果将
2

M

0

处局部做阀片基础#

其余墙体下做条形基础#这些问题将迎刃而解&

$)基础计算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QJ%%%#-"%II$规

定#在确定基础配筋时#上部结构传来的作用效应#应

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下作用的基本组合#采用相应的

分项系数&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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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5

---永久作用的分项系数#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 *QJ%%%R-

"%I"$的规定取值(

/

@4

---第4个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按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 " *Q

J%%%R-"%I"$的规定取值(

!

5U

---永久作用标准值5

U

的效应(

!

@4U

---第4个可变作用标准值@

4U

的效应(

3

24

---第4个可变作用@

4

的组合系数&

PHI!条基计算

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_L%#受力钢筋级别kcQP%%#

基础埋深 IHP>#室内外高差 %HL>#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I"%GU3#基底下土的重度
/

h"%G)N>

L

#基底上土的加权

平均重度
/

h"%G)N>

L

#地基承载力宽度修正系数 %#地

基承载力深度修正系数 I#基础归并系数 %H"#结构重

要性系数 I#将以上数值输入结构计算软件 U]Ù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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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V部分#计算出
1

M

2

轴之间条形基础&

PH"!基础梁的计算

PH"HI!&WI 的计算

&WI 为混凝土连续梁#铰支在&WL 上& 荷载导算!

恒荷载!

0

轴墙体荷载!JH"P d"%H$L a#HR$ hPPHJG)N>

半跨屋面板荷载!"PHJ a$$ dLHRN" h"%HJG)N>

!!!!!!!!!!!

%

h$J G)N>

活荷载!

"" K%HJ$ BLHRI" APHRG)N>

!!由.钢筋混凝土结构构造手册/#梁截面高度通常

按跨度的 INIP MINK 估取#故梁高取 $J%>>#梁宽取

L%%>>& 代入理正结构工具箱.连续梁设计/& &WI 各

跨计算通过#计算结果如图 " M图 R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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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计算配筋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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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支座反力简图"单位!G)'>"弯矩$%G)"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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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Q)裂缝简图 "单位!>>$

PH"H"!&W" 的计算

&W" 设于筏板基础端部#为加强基础侧向约束而

设置#满足最小配筋率即可& 最小配筋率按.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QJ%%I%-"%I% $规定#为 %H"%S或

PJ97N9@较大值&

PH"HL!&WL 的计算

&WL 是悬臂梁#先确定悬挑长度& 原建筑
1

轴外

基础出墙 %H#$J>#故 &WL 挑出长度定为 %H##%>& &WL

计算长度!

%H## O%HIJ h%H$">&

梁截面的确定!&WL 梁高取 $J%>>#与&WI 同高#梁

宽取 L#%>>#与外墙同宽&

导算荷载!由 &WI 计算结果知#&WI 传给 &WL 的支

座反力设计值最大值为 J""HRLG)#&WL 上外墙荷载

JH"K d"#H" aIH"K$ hPJG)N>& 则

&WL 根部剪力!@hJ"L aPJ d%H$" hJJIG)&

&WL 根部弯矩!MhJJI d%H$" aIN" dPJ d%H$"

"

h

LJIG)'>&

将以上数值输入理正结构工具箱中#计算梁截面

配筋&

6H截面验算&

截 面 验 算! T hJ$%H%%G) j%H"J%

"

2

>

2

Q"

%

h

KILHPRG)#截面满足&

截面配筋按纯剪计算&

CH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

按双筋计算!#0下 hLJ>>##0上 hLJ>>#相对受

压区高度
,

h]I"

%

h%HILR j

,

Q

h%HJIK&

(

上部纵筋!E0I hPKI>>

"

#

4

h%H"%S j

4

>,0

h

%H"%S#按构造配筋E0I hPKI>>

"

&

*

下部纵筋!E0hI#PI>>

"

#

4

>,0

h%H"%S j

4

h

%H#"S j

4

>3[

h"HJ%S&

!!5H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受剪箍筋计算!E

01

I0hIJ%%HJJ>>

"

N>#

4

?C>,0

h

%HI%S j

4

01

h%HPIS&

FH配置钢筋&

'

上部纵筋!计算 E0hI#PI>>

"

# 实配 #XIK

"I#KI>>

"

#

4

h%H#PS$#配筋满足&

(

腰筋!计算构造 E0hQ"[%H"S hPJJ>>

"

# 实配

P%IP"$I$>>

"

#

4

h%H"$S$#配筋满足&

*

下部纵筋! 计算 E0hPKI>>

"

# 实配 JXI"

"J$J>>

"

#

4

h%H"PS$#配筋满足&

+

箍筋!计算 E1I0hIJ%I>>

"

N># 实配 XI"o"J%

四肢"IKI%>>

"

N>#

4

01

h%HPRS$#配筋满足&

=H裂缝计算&

'

计算参数!MHhP"HK$G)'>#最大裂缝宽度限

值 %HP%%>>&

(

受拉钢筋应力!

$

0H

hMHI"%HK#"

%

E0$ hPPHR#)N

>>

"

j>,GhP%%)N>>

"

&

*

裂缝宽度!-

>3[

h%H%I">>j-

4,>

h%HP%%>>#

满足&

PHL!筏基计算

2

M

0

轴之间筏板基础& 这部分荷载只有两层#

按.混凝土结构构造手册/规定#多层砌体房屋墙下筏

板基础厚度可按每层 J%>>估取#但不得小于 "J%>>&

此处取 L%%>>厚#与
1

M

2

之间条形基础高度相等#

便于施工& 基础%基础梁可用理正结构工具箱计算#也

可用现行.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公式计算& 该工

程按实际情况#满足最小配筋率 %HIJS即可&

#)结)语

遇到压基问题时#将新建筑墙体悬挑一部分#局部

基础做成筏片基础#这样既满足使用要求#又能满足抗

震要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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