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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规范地基承载力确定方法的建议

杨光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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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现行《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和《建筑地基基础检测规范》（DBJ/T 15—

60—2019）中，对压板载荷试验确定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时采用沉降与压板宽度之比这一沉降比来确定，用沉降

比确定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并不能保证实际基础在小于这一特征值作用下的沉降安全。另一方面按沉降比确定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也可能偏小而保守，限制了对地基承载力的利用。文中提出改进规范确定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的方法，认为可以把地基承载力分为强度承载力特征值和变形承载力特征值，强度承载力特征值保证地基的稳

定安全，可以取载荷试验的极限荷载或最大试验荷载的 50%，变形承载力特征值则依据地基基础的沉降控制要

求确定，实际的允许地基承载力或修正承载力特征值则取两者的小值，这样既保证了地基的强度和变形安全，

也能优化地基承载力的利用，使工程设计更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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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standard method for determing the
foundation bearing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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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uangdo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Hydropower, Guangzhou 510610, Guangdong, China;

2. The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Center of Guangdong Province, Guangzhou 510610,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Code for  Design of  Building  Foundation  (GB 50007—2011)  and Code for  Testing  of  Building

Foundation (DBJ/T 15—60—2019) in China use the settlement ratio, defined as the ratio of settlement to the width of the

pressure plate, to determine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foundation bearing capacity during the pressure plate load test.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foundation  bearing  capacity  determined  by  the  settlement  ratio  cannot  guarantee  the  safety  of

actual  foundation  settlement  under  the  action  of  loads  smaller  than  this  characteristic  value.  On  the  other  hand,

deter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foundation bearing capacity based on settlement ratio may be overly conservative,

potentially underestimating the foundation’s bearing capacity and limiting its utilization. The article proposes a method to

improve  the  standardized  approach  for  determining  the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foundation  bearing  capacity.  It  suggests

that  foundation  bearing  capacity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wo  components:  the  strength  bearing  capacity  characteristic

value and the deformation bearing capacity characteristic value. The strength bearing capacity characteristic value ensures

the structural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the foundation, and can be taken as 50% of the ultimate load or the maximum test

load  obtained  from  the  load  test.  The  deformation  bearing  capacity  characteristic  value  is  determined  based  on  the

settlement  control  requirements  of  the  foundation.  The  final  allowable  bearing  capacity  or  modified  bearing  capacity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the  foundation  is  taken  as  the  smaller  of  the  two,  which  not  only  ensures  the  strength  and

deformation safety of the foundation, but also optimizes the utilization of the foundation’s bearing capacity, making engi-

neering design mor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Key  words: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foundation  bearing  capacity;  deformation  control;  pressure  plate  load  test;  code  of

foundation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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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现在采用的是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方法，

确定特征值最可靠和直接的方法就是压板载荷试

验，但如何由压板载荷试验确定地基承载力的特

征值，《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2011）给出了确切的方法

[1] 。（1）当能确定比例

界限，极限荷载大于对应比例界限的 2倍时，取该

比例界限；极限荷载小于对应比例界限的 2倍时，

取极限荷载的 50%。（2）当不能确定比例界限

时，按沉降与压板宽度的比值为 0.01～0.015取
值，但不大于极限荷载的 1/2。《建筑地基基础检

测规范》（DBJ/T 15—60—2019） [2]
的 8.4.3条则

给出了更详细的按沉降比确定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的标准，见附录的表 8.4.3。由于实际工程中多数

情况下不易确定比例界限，通常按沉降比确定承载

力特征值的情况较多。按沉降比确定承载力特征

值，目的应该是为了控制基础的沉降，但按此确定

的承载力并不能保证实际基础对应的沉降是安全

的，这样按沉降比确定承载力对控制沉降意义就不

是很大了，还会经常造成取值偏小和保守，不能充

分发挥地基的承载力。例如上海展览馆
[3]
，基础底

压力小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但沉降达 160 cm，

显然是沉降过大了。又如图 1所示是一个实际工程

的压板载荷试验曲线，压力做到了 900 kPa，工程

要求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 300 kPa，地基土达不到

高压缩性土，检测报告按沉降比 0.01确定承载力

特征值为 247 kPa，认为地基承载力不够，但最大

试验压力达到了设计要求的特征值的 3倍，地基强

度富余很大。但如果按检测规范
[2] 8.4.3条的表注

4说明：对不需要做变形验算的地基基础，当不能

确定比例界限时，也可取极限荷载的 50%，即最

大试验压力的一半（450 kPa）， 这就比按沉降比

0.01对应的承载力大多了，造成地基承载力取值差

异很大了。另一方面，如果按广东省的《建筑地基

基础设计规范》（DBJ 15—31—2016）[4]
，沉降比

取为 0.015～0.02，则对应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为

310～400 kPa，其可以满足 300 kPa承载力的要

求，与国标也不同，这就造成按不同的标准会得到

不同的承载力特征值，但都不能保证实际基础的沉

降安全。这种按沉降比确定承载力特征值的方法并

不能保证实际基础在小于这一特征值作用下的沉降

安全，但又限制了地基承载力的发挥，并不合理，

对地基基础设计影响较大，需要改进和完善
[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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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沉降比对应的压力

Fig. 1    Pressure corresponding to different settlement ratios
  

1    改进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确定方法
的建议

建议把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分为强度承载力特征

值和按变形控制确定的承载力特征值，简称变形承

载力特征值。用压板试验确定地基的强度承载力特

征值，取压板试验极限荷载或最大试验荷载的

50%作为强度承载力特征值，变形承载力特征值

则由实际基础的沉降控制来确定，通过计算实际基

础的沉降确定，实际取用的承载力特征值是强度承

载力特征值和变形承载力特征值的小值，这样确定

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既可保证地基的强度安全和变

形安全，又能充分利用地基的承载力。例如图 1的
试验案例，强度承载力特征值可取为最大试验荷载

的一半（450 kPa），变形承载力特征值则由实际

基础的变形控制确定，如基础不需做变形验算，则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即为强度承载力特征值，这样可

以获得更大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对于一个 2 m无埋深的方形基础，依据图 1
的试验，以试验的最大压力 900 kPa作为极限承载

力反算土的强度指标，得到内摩擦角为 20°，黏聚

力为 59 kPa，土的初始切线模量为 25 MPa，按切

线模量法
[7-8]

可以计算这个基础的荷载-沉降（p-s）
曲线如图 2所示，由于基础宽度小于 3 m，无埋

深，按规范无深宽修正，则最大可能的强度承载

力特征值可取为压板试验最大荷载的一半，即

450 kPa，由图 2可知，对应基础的沉降约为 39 mm，

470 kPa时对应的沉降为 40 mm。如果基础沉降

允许，则这个基础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可取为

450 kPa，但如果基础允许沉降为 25 mm，则由

图 2可知，其对应的变形承载力特征值为 315 kPa，
比强度承载力特征值（450 kPa）小，这样地基承

载力特征值或称为修正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就可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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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315 kPa，如果基础底压力为 300 kPa，则地基

承载力是够的。但如果按现有规范的方法，按沉

降比 0.01确定承载力特征值为 247 kPa时，由于

这个基础无深宽修正，则修正承载力特征值也是

247 kPa，如果基础底压力为 300 kPa，则就会出现

地基承载力不够的问题，但此时对应的基础沉降

才 20 mm，相比于试验都做到了 900 kPa的情况显

然是不合理和保守的。当然沉降也可以用规范方法

或其他可靠方法进行计算。这样用地基的强度承载

力特征值和变形承载力特征值的方法来表征地基的

承载力就可以实现强度和变形双控，由此确定的地

基承载力保证了地基强度和变形的安全，同时也更

科学、合理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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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切线模量法计算 2 m方形基础，无埋深的荷载与沉

降关系的 p-s 曲线

Fig. 2    Calculated load-settlement (p-s) curve for a 2 m square
foundation without burial depth using the tangent
modulus method

  

2    结　论

（1）规范现有方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只保证了地基的强度安全，并不能保证实际基础的

沉降安全，容易引起误用，误以为满足这个承载力

就可以了。而另一方面规定了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按

压板载荷试验的沉降比取值又可能限制了地基承载

力的充分利用，造成保守和不合理。

（2）建议把地基承载力分为强度承载力特征

值和变形承载力特征值，强度承载力特征值保证地

基的稳定安全，变形承载力特征值保证上部结构的

变形满足使用安全，根据实际基础的变形控制确

定，这样可以使地基承载力的概念更清楚，使用也

安全。

（3）压板载荷试验可以用于确定地基的强度

承载力特征值，不确定变形承载力特征值，强度承

载力特征值可考虑用极限荷载或最大试验荷载的

50%，不按现规范的沉降比确定。

（4） 勘察和现场载荷试验只提供强度承载力

特征值，变形承载力特征值由实际基础的变形计

算，按变形控制确定，设计取强度承载力特征值和

变形承载力特征值的小值作为允许的承载力特征

值，这样既可以保证地基基础的强度和变形都安

全，又能充分利用地基的承载力，使设计更科学、

合理。

（5） 地基基础的沉降计算可以考虑用依据原

位压板载荷试验建立的切线模量法或其他可靠的方

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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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表 8.4.3    天然地基、处理土地基及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Table 8.4.3    Characteristic values of bearing capacity for natural foundations, treated foundations, and composite foundations
 

地基类型 地基土性质 特征值对应的相对变形值(s/b)

天然地基、处理土地基

高压缩性土 0.015

中压缩性土 0.012

低压缩性土、砂土 0.01

强风化岩、全风化岩、破碎或

极破碎岩石地基
0.01

强夯置换墩复合地基 以黏性土、粉质黏土为主的地基 0.01

振冲碎石桩复合地基、砂石桩复合地基
以黏性土为主的地基 0.013

以粉土、砂土为主的地基 0.01

水泥粉煤灰碎石桩复合地基、素混凝土桩复合地基、

树根桩、预制混凝土桩、混凝土灌注桩复合地基

以卵石、圆砾、密实粗中砂为主 0.008

以黏性土、粉土为主的地基 0.01

旋喷桩复合地基、水泥搅拌桩复合地基
以黏性土、粉质黏土、淤泥质土

为主的地基
0.007

　注：1. s为与承载力特征值对应的承压板的沉降量；b为承压板的宽度或直径，当b大于2 m时，按2 m计算；

　　　2. 当地基土性质不确定时，s/b宜按上表相应地基类型取小值；

　　　3. 水泥搅拌桩复合地基用于小区道路工程时，s/b可取0.01；

　　　4. 对不需要做变形验算的地基基础，当不能确定比例界限时，也可取极限荷载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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