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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UPLL ING PROBL EM BETW EEN FLOW

AND SOL ID OF M INE IN CONF INED AQU IFER

Zheng Shaohe, 　Zhu W eishen, 　W ang Shufa
( Institu te of R ock and S oil M echan ics, T he Ch inese A cad em y of S ciences, 　W uhan　430071　Ch ina)

Abstract　T he m in ing p rob lem in confined aqu ifer is con sidered as a coup lling p rob lem betw een flow and

so lid. O n the basis of d ifferen t sca les of fractu re, the rockm ass hydrau lic m odel of m in ing in confined aqu ifer

is estab lished. Som e u sefu l conclu sion s are pu t fo rw ard to p ro jects. A cco rd ing to the p ract ica l p ro ject, the

m odel and these conclu sion s are p roved to be reasonab le.

Key words　confined aqu ifer, coup lling betw een flow and so lid, the rockm ass hydrau lic m odel, fractu re

桩筏基础数值分析与优化设计研究

刘毓氚
(武汉水利电力大学　武汉　430072)

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在软土地区, 高层建筑尤其是超高层建筑多采用桩筏基础。由于对桩筏基础中桩2土2筏如何共同作用的认

识不同, 导致桩筏基础设计的差异。在充分认清桩筏基础桩2土2筏共同作用的承载机理的基础上, 寻求经济合理安全的桩筏基础

设计方法, 是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在比较全面地把握桩筏基础实验研究、桩筏基础数值分析和桩筏基础优化设计的

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 开展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工作。内容包括桩筏基础三维弹塑性有限元程序的研制、桩筏基础承载性能的计算

分析和桩筏基础优化设计的系统模拟法研究。

采用有限元模拟桩筏基础高应变的近场区, 无限元模拟桩筏基础的远场区, 在结构与土体界面上引入接触面模型, 由此建立

起桩筏基础三维有限元计算模型并编制计算程序。借助桩筏基础三维弹塑性有限元计算程序, 计算分析了桩筏基础承载性能, 重

点考察了荷载水平、桩土模量比、承台厚度、桩长、桩径、桩距、桩不同布置方式等因素的影响, 得到了一些有益的结论。

在桩筏基础实验结果与桩筏基础承载性能的计算分析结论的基础上, 提出了桩筏基础优化设计的系统模拟法。该方法与众

不同之处在于: (1) 采用正交设计法优化模拟方案, 减少模拟输入的方案数目; (2) 应用定性模型与定量模型相结合的多目标决

策技术, 确定桩筏基础优化设计的满意解。简单算例表明, 该方法简单可行。

最后, 对所研究的工作进行总结, 并提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　桩筏基础, 三维弹塑性有限元, 优化设计,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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