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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基础与地下工程研究所
（SES：Soil Engineering Services）专注于“地
基与基础”及“岩土与结构”相互作用的科

学研究，专业理论扎实、实践经验丰富，致

力于复杂地基基础工程难题。地基与基础的

研究方向与核心技术领域：

l 地基与结构相互作用（SSI）技术研究
l 沉降后浇带优化咨询
l 岩土工程数值分析方法工程咨询
l 深基坑与相邻建筑相互影响分析评估
l 变形控制的复合地基设计与优化
l 超高层建筑桩筏精益设计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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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缝：上部结构各部分之间，
因层数差异较大，或使用荷重相差

较大；或因地基压缩性差异较大，

总之一句话，可能使地基发生不均

匀沉降时，需要设缝将结构分为几

部分，使其每一部分的沉降比较均

匀，避免在结构中产生额外的应力，

该缝即称之为“沉降缝”。



沉降后浇带：高层建筑和裙
房的结构及基础设计成整体，但在施
工时用后浇带把两部分暂时断开，待
主体结构施工完毕，已完成大部分沉
降量（50%以上）以后再浇灌连接部
分的混凝土，将高低层连成整体。

西苑饭店：
1979年底方案设计
1981年3月施工
1984年7月开业
第一个中外合作设计的高层建筑
对当时技术规范的创新和挑战之一
高低层建筑之间不设永久沉降缝改
为沉降后浇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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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后浇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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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后浇带



沉降后浇带对工程的影响

对施工进度的影响

•影响沉降后浇带部分机电管线安装
•影响钢结构和幕墙等专业工程施工
•影响整个工程的工期

对工程质量的影响

•后浇带内垃圾杂物
•底板钢筋较粗较密，钢筋锈蚀严重
•清理工作非常艰难

对结构安全的影响

•后浇带两侧梁板构件为悬挑状态，须长时间设置支撑
•施工带来不便，易产生挠度
•对建筑结构安全造成隐患

对混凝土质量的影响

•沉降后浇带灌注混凝土之前，需将混凝土两侧凿毛
•底板混凝土与后浇带混凝土浇筑间隔时间长，新老混凝
土的黏结强度很难保证

•处理不好易在后浇带处出现两条贯通裂缝 能不能取消后浇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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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差异沉降的主要因素

差异沉降



4. 6. 1. 3 高层建筑与相连裙房的差异沉降满足下列要求时，
紧邻主楼的裙房一侧可不设置沉降后浇带。
1. 高层建筑与相连裙房为整体夜形基础时，主楼与相邻裙
房柱的沉降差不大于其跨度的0. 1% ;
2. 与高层主楼相邻的裙房柱采用独立基础（承台）时，主
楼与相邻裙房柱的沉降差不大于其跨度的0.15 % 。



A永久设缝

B临时设带

C无缝无带



变形验算
沉降控制



经验判断
变形计算
实测验证

取消设置沉降后浇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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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的工作方法》，张在明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桩基规范》和《箱筏规范》中关于最终
变形量的计算公式，都是基于分层总和法的基本原理，并考虑实际观测
值和理论计算值的统计误差，加以修正。



岩土-结构相互作用精细化仿真数值计算

PLAXIS是用于岩土工程的变形、稳定性以及地下水渗流等问题
的通用有限元系列软件。它计算功能强大、运算稳定、界面友好，
是解决现在与未来复杂岩土工程问题的专业计算分析工具。

PLAXIS系列软件拥有强大的本构模型，可用于精确模拟土的力
学特性，模型的参数也充分符合岩土工程的实践应用，并可采用
板、桩、锚杆和其他构件对土体结构和相互作用进行精确模拟。
为结构-地基-基础共同作用分析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CBD Z15（中国尊）



岩土-结构相互作用精细化仿真数值计算

Zsoil 三维岩土工程有限
元软件是由瑞士联邦理工学

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Lausanne）开
发的，此岩土数值软件提供

了解决土力学和岩石力学、

地下结构、基坑开挖、土—
结构相互作用、地下水、地

震动力和温度分析的统一方

法。



基于多钻孔地层数据精细模拟计算



结构单元丰富，可进行地基、
基础、上部结构共同作用分析
基于单元库中的
“SHELL”“BEAM”“PILE 
INTERFACE””PILE TIP 
INTERFACE””CONTACT”等库存单
元，可以精细模拟超高层基础及上部结
构



强大的岩土本构模型库，计算结果符合工程实际

• 莫尔-库伦（M-C）模型
• 德鲁克-普拉格（D-P）模型
• 邓肯-张（Duncan-Chang）模型
• 盖帽（D-P-Cap）模型
• 修正剑桥（MCC）模型
• 硬化土（HS）模型和小应变硬化土（HSS）模型
• ECP Hujeux 模型
• 成层节理（Multi-laminate）模型
• 霍克-布朗（Hoek-Brown）模型
• 混凝土老化（Aging Concrete）模型
• 多种蠕变模型



超高层建筑



复杂深基坑、既有建筑改造



复杂地质条件建筑



大型公共建筑



办公综合体



城市轨道交通一体化



邻近城市轨道交通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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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结构有限元模型

开始

地基变形
沉降量、差异沉降满足

规范要求

否

是

岩土-结构有限元模型
(采取相应地基或基础或结构措施）

地基变形
沉降量、差异沉降满足

规范要求

输出计算结果

否

是

措施
基础调整

详勘报告

基础方案

沉降后浇带专项
分析

建筑荷载

结束

措施
地基方案调整

地下室措施
抗浮方案调整

复合地基、桩基
方案、抗浮措施

沉降后浇带取消（提前浇灌）计算流程

取消沉降后浇带

取消沉降后浇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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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沉降后浇带提前浇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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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合适的持力层

对湿陷性土、膨胀土等特殊地基控制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影响

变刚度调整设计，调整桩长、桩径、桩数

采用基础或上部结构构件跨越局部软弱地层

加强基础、上部结构刚度及相应构件承载力

调整施工顺序，先施工高层建筑再施工低层建筑

减小高层建筑沉降、加大低层建筑沉降

匹配地基基础形式：裙房优先配重或锚杆抗浮措施

沉
降
控
制
措
施



优化案例3



超高层建筑不设沉降后浇带案例——中国尊



北京CBD核心区Z15地块（中国尊）项目桩基设计

结构及地层特点：

p 建筑高度528m

p 上部结构荷载巨大

p 沉降后浇带设置困难

设计对策：

p 变刚度桩基设计

p 进行地基基础协同作
用分析

p 取消沉降后浇带

p 取消裙房抗拔桩











优化复合地基取消沉降后浇带案例——
京东集团总部二期2号楼



区域
地下
层数

地上
层数

建筑高
度（m）

±0.000
标高
（m）

基础
埋深
（m）

结构类型 基础形式 地基形式

A座 5 19 98.0 27.000 28.48 框架-核心筒

梁板式
筏基

CFG桩复
合地基B座 5 16 80.0 27.000 28.48 框架-核心筒

C座 5 12 60.0 27.000 28.48 框架-核心筒 天然地基

纯地下室 5 - - 27.000 28.48 / 独立承台
+抗水板 天然地基



本工程为大底盘多塔楼建筑，综合工程地质

条件及建筑特点，以及跳仓法施工要求，地

基基础特点与难点分析如下：

ü地基变形量、差异沉降控制难度大;

ü本工程裙房、纯地下室部分需要采用抗浮措施;

ü需要解决高低层建筑差异沉降问题，取消沉降

后浇带

基于地质条件、基础形式、上部结构荷载分布，在满足地基基础承载力的前提下，通过对地基刚度（处

理）、基础刚度的优化调整，达到主裙楼差异沉降满足设计要求，最终取消沉降后浇带。



京东集团总部二期2号楼项目

结构及地层特点：

p 主裙楼结构荷载差异大

p 深厚砂层

p 跳仓法施工

设计对策：

p 进行地基基础协同作用分析

p 沉降控制原则复合地基优化设计

p 优化原CFG桩方案（节约200万）



首创丽泽F02、F03天然地基方案

结构及地层特点：

p 主裙楼结构荷载差异大

p 200米超高层采用天然地基

设计对策：

p 进行地基基础协同作用分析

p 取消沉降后浇带



大望京2号地626地块2#楼项目桩基方案优化

结构及地层特点：

p 主裙楼结构荷载大

p 沉降后浇带多方案比选

设计对策：

p 变刚度桩基设计

p 调整筏板厚度范围

p 进行地基基础协同作用分析

p 优化沉降后浇带



小米七里渠项目

结构及地层特点：

p 沉降分析成果

p 后浇带设置及厚板范围建议

p 沉降观测方案意见和建议

p 复合地基施工及检测建议

p 设计对策：

p 进行地基基础协同作用分析

p 优化沉降后浇带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棚户区改造安置房项目

结构及地层特点：

p 主裙楼结构荷载差异大

p 深厚卵石层

p 地下水上升，施工期间抗浮问题突出

p 对策：

p 考虑水位升降对地基基础的影响

p 进行地基基础协同作用分析

p 取消沉降后浇带

p 提前浇灌沉降后浇带

p 施工期间抗浮措施



精细化地基基础变形控制计算分析
高层建筑主裙楼之间不再设置沉降后浇带

岩土
工程
师

结构
工程
师



谢谢,敬请批评指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