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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 udcan 基础贯入对固定平台基础影响

吴永韧 , 　鲁晓兵 , 　王淑云 , 　陈海锋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0)

　　摘 　要 : 针对临时工作平台桩靴基础 (Spudcan)压入土层对固定海洋平台桩基础的影响 ,进行了实验

研究。研究发现 ,Spudcan 压入对土层的扰动区域为距离桩靴边缘一倍半径的环形区域。固定平台桩基

础顶端位移随 Spudcan 基础压入深度的增加而增加。砂土地基密度越小 ,桩靴基础压入引起的桩顶位移

越大。压入到一定深度后 ,Spudcan 半径和压入速度对桩顶总位移量影响不大 ,但影响位移发展过程。

Spudcan 半径和压入速度越大 ,桩顶在压入初期位移越大。桩顶位移随桩与桩靴之间距离增大而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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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S OF SPUD2CAN ON PIL E FOUNDATIONS OF FIXED PLATFORM

WU Yong2ren , 　L U Xiao2bing , 　WAN G Shu2yun , 　C H EN Hai2feng
( Instit ute of Mechanics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Beijing 100080 , China)

　　Abstract : Experiment s are carried out to assess the effect of sp ud2can penet ration

on t he adjacent fixed off shore platform pile foundation. It is shown t hat t he effected

zone caused by t he sp ud2can penet ration is an annular zone which has an approximately

lengt h of one time of t he radius of the sp ud2can f rom t he boundary of sp ud2can. The

head deflection of t he pile foundation increases wit h the increasing dept h of sp ud2can

penet ration and the decreasing density of sand. After penet rating to a certain dept h , t he

radius of sp ud2can and t he velocity of penet ration have lit tle influence on t he total de2
flection of t he pile head , alt hough t hey affect t he p rocesses of pile head movement .

Wit h t he increase of t he radius and t he velocity , t he deflection of the pile head at initial

stage of penet ration increases. The deflection of t he pile head increases wit h t he increas2
ing distance between t he pile foundation and t he sp ud2can.

Key 　words : sp ud2can ; saturated sand ; pile foundation

在维修固定式海洋工作平台时常常用到自升式或半潜式临时海洋平台 ,桩靴基础 (sp udcan)又常常作为

这种临时工作平台的基础。Sp udcan 压入土层将造成土的扰动 ,影响平台基础的承载力 ,造成安全隐患。

前人针对该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研究。结果表明 ,通过理论分析和数值计算解决该问题 ,困难较大

且很难得到准确结果[ 1 - 3 ] 。原型观测和足尺模型实验时间长、费用高 ,目前还没有见到这方面的结果。人们

利用离心机进行了一些实验[ 1 ,4 ,5 ] ,由于该问题的复杂性和实验成本问题 ,进行的离心机实验数量少 ,还不能

获得普遍的规律。因此针对该问题 ,还需要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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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靴压入对固定式平台基础的扰动是由于压入时周围土体受到扰动而产生大变形 ,导致承载力降低、

倾斜甚至破坏。这属于土层强烈压缩和流动这一土体大变形情况下的土体和结构耦合问题。本文对饱和

粉砂土地基情况下桩靴压入对固定平台桩基扰动进行实验研究 ,考察了不同土密度、不同压入深度以及不

同桩靴压入速度等因素的影响。

1 　量纲分析

首先进行量纲分析[6 - 7 ] 。在本问题 (图 1)中 ,主要影响因素包括 : ①钢管桩 :埋深 Lp ,桩半径 Rp ,桩材料

密度ρp ,桩抗弯刚度 EI ,泊松比 vp ,加载 Pp ( Pp x , Pp y包括平台的自重和外载 ,目前只考虑静载荷) ; ②桩靴

(简化为刚体) :半径 Rc ,厚度的 Dc ,压入深度 Dd ; ③土 :变形模量 Es ,泊松比 vs ,凝聚力 C ,摩擦角φs ,密度

ρs ; ④其他量 :重力加速度 g ,钢管桩与桩靴之间距离 Lpc ,桩靴与土之间的摩擦角φsc ,桩靴压入速度 v。待定

量有 :桩的横向位移 L h 。选桩材料密度ρp ,重力加速度 g 和桩靴半径 R c 为基本量 ,考虑到桩靴厚度 Dc 在桩

靴的压入过程中起的作用不大 ,ρp g R5
c / ( EI) ν 1 ,可以忽略 ,如果不变材料 ,则有如式 (1) 所示的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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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验过程和结果

2 . 1 　实验装置和步骤

模型实验 (图 2)是在 50cm ×50cm ×50cm 的有机玻璃槽中进行的 ,桩靴从模型槽中心贯入。在有机玻

璃槽沿深度方向以每隔 2cm 均匀分层供制样时作为标准线 ;测出粉砂土样的含水量、选定土体的干密度 ,计

算每层土样的质量 ,然后放入模型槽中 ;在槽底部铺一层 2cm 的粗砂 ,在其上铺透水布 ,这样可以保证水从

槽底部能均匀向上渗透。当水面没过土面 1～2cm 时 ,静置 24 小时使土中空气尽可能排出 ;然后安装好力

传感器、位移传感器、桩靴和钢尺 ,在距离桩靴压入边缘一定距离位置插桩至槽底部 ,加载使得桩靴匀速压

入土层。采用数据采集仪器记下不同时刻的桩靴压入深度、桩顶端位移。当桩靴压入至规定深度时 ,停止

加载 ,打开进水阀门排水 ,待水排尽后测量不同位置土样密度。实验工况见表 1。
表 1 　实验工况

实验序号
土干密度
/ g ·cm - 3

桩靴直径
/ cm

桩靴压入速度
/ mm ·min - 1 左桩位置 右桩位置

1～5 1. 6 7 2 1 1

6 1. 6 7 2 1 1. 5

7 1. 5 7 2 1 1. 5

8 1. 7 7 2 1 1. 5

9 1. 6 12. 5 2 1 1. 5

10 1. 6 12. 5 4 1 1. 5

11 1. 6 12. 5 6 1 1. 5

12 1. 6 12. 5 8 1 1. 5

(左右桩位置 :桩中心与桩靴压入边缘距离/ 桩靴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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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作者进行了重复实验 ,图 3 为桩端位移随桩靴贯入过程的发展。可以看到 ,6 次

实验结果较吻合 ,在容许的误差范围。

2 . 2 　各因素对桩端位移的影响

2. 2. 1 密度、桩位置的影响

通过改变土体干密度、桩与桩靴压入点距离 ,即改变无量纲数πρ ( =ρs /ρp ) 、πl ( = Lpc / Rc ) ,考察这两个因

素对桩端位移的影响。图 4 ,图 5 为不同桩与桩靴距离时无量纲参数 L h / Rc (桩端位移/ 桩靴半径) 与 Dd / Rc

(桩靴压入深度/ 桩靴半径) 的关系。可以看出 , L h / Rc 值越小 , L pc / Rc 越大 ,则 L h / Rc 就越小。即随着桩靴压

入深度增加 ,桩端位移逐渐变大 ;土体干密度越大 ,桩端位移越小 ;桩距离桩靴越远 ,桩端位移越小。同时当

桩距离桩靴边缘超过桩靴一倍半径时 ,桩端位移不明显。

2 . 2 . 2 　桩靴半径的影响

在实验中通过改变 Rc / Rp ,考察桩靴与桩间距离之比对桩端位移的影响。由图 6 可知 , Rc / Rp 值对桩端

总位移影响不大。但 Rc / Rp 越大 ,桩端位移主要发生在桩靴压入初期。当桩靴压至一定深度时 ,桩端位移

反而减小 ;同时可知 Lpc / Rc 越大 , L h / Rc 越小 ,即桩靴与桩间距离越大 ,桩端位移越小。

2 . 2 . 3 桩靴压入速度的影响

图 7 和图 8 为不同桩靴与桩间距离时无量纲参数 L h / Rp (桩端位移/ 桩半径) 与 Dd / Rp (桩靴压入深度/

桩半径) 曲线关系。可以看出 ,贯入速度 v/ g Rc对最后桩靴总位移影响不大 ,但是对桩端位移发展过程有

明显影响。贯入速度大 ,桩端位移主要发生在桩靴压入初期。桩靴压至一定深度后 ,桩端位移反而减小 ;相

反 ,贯入速度越小 ,桩靴压至一定深度后桩端才发生较大位移。对于不同的贯入速度 ,桩靴压入后形成的沉

陷区域坡角在 28°～31°间 ,差别不大 (如表 2) 。沉陷区示意图见图 9。沉陷区直径约为桩靴直径的 2 倍。

桩靴压入后沉陷区域周围、土体上下层边缘四周土密度差别不大 ,但是桩靴正下方密度差别明显。桩

靴压入速度较小时 ,桩靴正下方土体密度相对较大。具体数值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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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实验后的土体表面位置

表 2 　实验后土体中的密度

桩靴压
入速度

/ mm ·min - 1

坡角/°
桩靴正下
方土密度
/ g ·cm - 3

沉陷区四
周土的密度
/ g ·cm - 3

上层四周
土的密度
/ g ·cm - 3

下层四周
土的密度
/ g ·cm - 3

2 29. 4 1. 74 1. 61 1. 62 1. 66

4 28. 4 1. 77 1. 60 1. 58 1. 67

6 28. 6 1. 68 1. 58 1. 63 1. 67

8 30. 9 1. 65 1. 60 1. 58 1. 67

3 　结　语

本文开展了系列实验 ,研究了桩靴贯入对固定平台桩基础的影响。结果表明 ,桩靴压入造成的沉陷区

直径约为桩靴直径的两倍 ,即主要影响区域为距离桩靴边缘一倍半径的环形区域。沉陷区坡角为 28°～31°

间 ,接近粉砂的摩擦角。桩靴压入导致沉陷区正下方土密度变大 ,且桩靴压入速度越小 ,沉陷区正下方土密

度越大。贯入深度、土体密度以及桩与桩靴间距离对实验结果有明显的影响。桩顶端位移随桩靴直径增加

而增加 ,随土体密度和桩与桩靴间距离增加而减小。当桩靴最后贯入深度超过一定值 ,桩与桩靴的相对尺

度和贯入速度对桩顶端最大位移影响小 ,但对其发展过程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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