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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湿陷性黄土场地地震作用工程影响的几点看法 

汪国烈 

(甘肃省土木建筑学会地基基础学术委员会，甘肃 兰州 730030) 

摘 要：针对《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中涉及黄土的规定，提 出了看法和改进意见，就 

地震作用对工程的不利影响(如震陷、液化、基桩负摩擦力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工程建议； 

特别强调地震作用对工程影响必须考虑湿陷性黄土的含水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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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Opinions on Effect of Engineering under 

Earthquake Action in Site of Collapsible Loess 

W ANG Guo-lie 

(TheCivil Engineering&Architectural Society ofGansu Province，Lanzhou 730030，China) 

Abstract：Some views and improvement opinions for stipulations ralate to loess in ”Code for seis— 

mic design of buildings”(GB50011--2001)are put forward．The unfavorable effects of earthquake 

action to engineering(such as seismic subsidence of loess，liquefaction，negation friction of pile， 

and SO on)are analyzed-and some relative engineering suggestions are given．For special empha— 

sis，the water-bearing state of collapsible loess must be considered when dealing with the effects 

of earthquake action to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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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抗震规范》中有关湿陷性黄土场地 

地震作用的规定存在之问题 

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01 

》[2](简称《抗震规范》)，对湿陷性黄土场地地震作 

用方面的规定不够清晰。 

如在规范的表 4．1．3中： > 200 kPa的粘性 

土和粉土、坚硬黄土为中硬土，其 500 m／s≥Vs> 

250 m／s； ≤200 kPa的粘性土和粉土、，lk>130 

kPa的填土、可塑黄土为中软土，其 250 m／s≥Vs> 

140 m／s；淤泥和淤泥质土、新近沉积的粘性土和粉 

土、 ≤130 kPa的填土、流塑黄土为软弱土，其 Vs 

≤140 m／s。 

又如表 4．2．3中： ≥ 300 kPa的粘性土和粉 

土，地基土抗震承载力调整系数<￡>为 1．5；150 kPa 

≤ <300 kPa的粘性土和粉土、坚 硬黄土为 1．3； 

loo kPa≤ <150 kPa的粘性土和粉土、可塑黄土 

为 1．1；淤泥、淤泥质土、杂填土、新近堆积黄土及流 

塑黄土为 1．0。 

再如 4．3．1、4．3．2(强制性条文 )、4．3．3条 

关于液化判别和地基处理时，饱和粉土中均不含黄 

土 。 

粘性土的状态，当 I ≤0时为坚硬、0<IL≤ 

0．25时为硬塑、0．25<IL≤0．75时为可塑、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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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对基桩的思考 

地震作用对桩基的影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一个 

问题。凡基桩周围土体相对桩体有下沉位移或位移 

趋势，都将对桩侧产生负摩擦力；凡桩体相对周围土 

体，有下沉刺人及桩身压缩等，都会使桩侧正负摩擦 

力的中性点上移。 

我认为，只要承认了黄土的震陷作用，震陷对桩 

侧的负摩擦力影响将是十分明显的，它的影响甚至 

可能会超过浸水湿陷对桩侧的负摩擦力。地震作用 

对基桩的负摩擦力影响不但取决于地震作用的大 

小，还与湿陷性土层厚度、湿陷性的高低、湿陷的敏 

感性、湿陷性土 层的含水状态以及桩的长度、截面 

尺寸、险强度等级、配筋情况、桩底持力层及下卧层 

的土性、厚度、含水状态等有关，工程 中不可忽略这 

种影响。 

湿陷性黄土中的基桩，还与它在桩群中的位置、 

桩心距以及桩群数量的多少与排列有关：桩群中的 

基桩它所平均承担的负摩擦力一般会比一根孤独的 

单桩小、中性点的深度也要浅；桩群中靠近中部的基 

桩负摩擦力一般会比靠近外侧的桩基小、中性点深 

度也要浅；桩心距相对较小的桩群这些现象更为突 

出，处于大片桩群中部的基桩所收到的负摩擦力作 

用会很小，甚至没有负摩擦力作用。 

湿陷性黄土由于“湿陷”或“震陷”对基桩侧面所 

产生的负摩擦力作用谁大谁小?谁轻谁重?影响因 

素是多方面的，如地震震级的大小、地震发生频率与 

作用时间、场地地基的土性现状与含水状态、工程措 

施状况等。我认为某些情况下“湿陷”的影响大，而 

另外某些情况下“震陷”的影响大，甚至会出现后者 

明显大于前者的情况。当基桩周围湿陷性土提的含 

水量较少、且在很强的地震作用下，一旦发生震陷， 

对桩侧所产生的负摩擦力可能会大于浸水湿陷所产 

生的负摩擦力。 

工程中二者可能不同时出现，但也可能会搭接 

与叠加。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桩基设计中往往考虑 

到了浸水湿陷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如扣除了湿陷性 

土层下限深度以上的侧桩正摩擦力，再把饱水状态 

的下拉荷载(即负摩擦力)加到桩侧上，甚至将湿陷 

性土层下限深度以下区段的桩侧正摩擦力取值从自 

然含水量状态改为饱和含水量状态，这种二减一加 

的工程设计思路可能已是饱水状态下负摩擦力的 3 

倍及 3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工程设计中是否还须 

要叠加“震陷”所引起的桩侧负摩擦力作用?我认为 

上部结构设计与地基基础设计应该有所区别。对 

“震陷”所引起的桩侧负摩擦力较大时，一般工程是 

否可以考虑利用一下地基基础测试和设计中的安全 

储备?对极少数特殊工程当然可以另当别论，我想 

排除多数的一般工程，将有重要的技术经济意义。 

3 结语 

我们对湿陷性黄土地区地震作所带来对于工程 

的不利影响，第一是承认，第二是分析，第三是工程 

措施要慎重! 

不仅要计算，更重要的是概念设计。应考虑建 

(构)筑物在设计正常使用年限内可能出现的不利状 

态，第一强调“不利”、第二强调“可能出现”，不能进 

行简单的“不利叠加”，强调因地、因工程制宜的观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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