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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填软土结构强度形成的灰色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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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天津滨海新区吹填软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试验土样施加不同的围压、偏压、排水条件，使吹填土样在不同因
素综合作用下形成一定的结构强度，进而对结构强度的增长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结果表明：吹填软土结构强度的增长是多因

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排水条件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对于初始结构强度较弱的吹填软土围压对其结构强度增长影响要大于偏

压的影响，而对于初始结构强度较强的吹填软土偏压对其结构强度增长影响要大于围压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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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天津滨海新区正在进行大规模填海造陆工程，

研究表明吹填软土具有结构性［１～３］。结构性的存

在，使得土体力学指标与其物性指标的对应关系出

现了变化［４～６］，因此结构强度在评价软土的工程特

性时十分重要［７］。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Ｂｕｒｌａｎｄ［８］、沈珠
江［９］系统阐述了天然软土结构性对力学性质的影

响。以上研究主要针对天然沉积形成的土体，而对

于人工参与制造的吹填土成果相对较少，主要有：刘

莹等［１０］进行了固化吹填土结构强度增长机理分析；

成玉祥［１１、１２］进行了滨海吹填土结构强度形成机理

与真空预压法关键技术的研究及结构强度增长机理

分析；杨爱武等［１３］利用真空预压部分改进技术处

理吹填软土并对其结构强度形成进行了研究。总

之，目前对吹填土结构性的研究只是针对某一时间

已形成的结构强度，而实际工程中吹填软土的结构

强度随时间而变化。虽有学者对吹填软土结构强度

形成进行过灰预测研究，但对吹填软土结构强度形

成这一动态过程影响因素的研究还不多。灰色系统

理论是一种研究少信息、贫信息不确定性问题的新

方法［１４，１５］。本文以天津滨海新区吹填软土为研究

对象，从围压、偏压、排水条件和时间４个因素出发，
对其结构强度形成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系统分析了

吹填软土结构强度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

联性，为吹填软土地基处理提供理论支持。

２　试验方案

通过自研制的大直径应力控制式三轴仪（试样尺

寸高１５０ｍｍ、直径６１８ｍｍ）进行试验。本次试验共４
组，研究围压、荷载、排水条件对结构强度增长的影

响，第一、二组试样分别在５０ｋＰａ、１００ｋＰａ、２００ｋＰａ围
压下固结，每组３个试样，区别在于排水条件不同；
第三、四组对土样同时施加围压和轴向荷载，每组９
个试样，其中 ３个试样施加相同的围压，总施加
５０ｋＰａ、１００ｋＰａ、２００ｋＰａ３种围压，每级围压下再分别
对其施加不同偏压，两组试验的区别也是排水条件不

同。为了保证所施加的偏压不使土样破坏，试验前取

吹填土土样，对其在各级围压、排水及不排水条件下

所能施加的最大偏压进行了试验，最后确定偏压施加

为５ｋＰａ、１０ｋＰａ、１５ｋＰａ。为了研究时间因素对结构强
度增长的影响，本文试验持续时间定为４０ｄ，与实际

工程中第一次真空预压持续时间相近，每个试样在

试验持续至１０ｄ、２０ｄ、３０ｄ、４０ｄ时取出部分试样，并
制作其相应的重塑样，对试验后的试样及其重塑样

进行一维压缩试验，以研究不同因素影响下的结构

强度增长。为了研究初始结构强度对结构强度增长

的影响，取沉降槽中沉积６０ｄ和９０ｄ的吹填土进行
平行试验（表１）。

表１　试验方案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ｓ

围压／ｋＰａ 偏压／ｋＰａ 排水条件 最长试验时间／ｄ

第一组 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 排水 ４０
第二组 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 不排水 ４０
第三组 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５、１０、１５ 排水 ４０
第四组 ５０、１００、２００ ５、１０、１５ 不排水 ４０

　注：第三、四组为每级围压下分别施加偏压５ｋＰａ、１０ｋＰａ、１５ｋＰａ

３　试验结果

为了研究吹填软土结构强度在不同为围压、偏

压、排水条件综合作用下的增长强度，分别对６０ｄ和
９０ｄ吹填土按上述试验要求进行试验，实验结果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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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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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表２　６０ｄ吹填土不同试验方案的结构强度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ｄｒｅｄｇｅｒｆｉｌ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ｉｎ６０ｄ

编号
方案 试验时间／ｄ

围压

／ｋＰａ
偏压

／ｋＰａ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结构强度

（排水条件）

／ｋＰａ

１ ５０ 　 １３９ ２０４ ２１５ ２４１
２ １００ ２５５ ２８９ ３０４ ３１７
３ ２００ ３３１ ３３３ ３８４ ３９１
４ ５０ ５ １４４ １８９ ２３２
５ ５０ １０ ２７０ ２７６ ２８１
６ ５０ １５ ３０２ ３８８ ４０１
７ １００ ５ １８７ ２８０ ２８３
８ １００ １０ ２８９ ３４５ ３５７
９ １００ １５ ４２５ ４８６ ５３５
１０ ２００ ５ ３４０ ３８０ ４０１
１１ ２００ １０ ４１１ ４２０ ４５２
１２ ２００ １５ ５０６ ５２８ ５４５ 　

结构强度

（不排水条件）

／ｋＰａ

１３ ５０ ２１ ２４ ３１ ３７
１４ １００ ５５ ５１ ５５ ８６
１５ ２００ ８９ ９３ １３８ １４２
１６ ５０ ５ ５９ ６３ ９０
１７ ５０ １０ ６５ ８６ ９４
１８ ５０ １５ ８８ １００ １２２
１９ １００ ５ ７３ １０９ １４２
２０ １００ １０ １６４ １８０ １９５
２１ １００ １５ ２２７ ２７４ ２８９
２２ ２００ ５ １１４ １３５ １４８
２３ ２００ １０ １７７ １８９ ２２１
２４ ２００ １５ ２４０ ２８２ ３０３

１３３２１（２）　杨爱武等：吹填软土结构强度形成的灰色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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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９０ｄ吹填土不同试验方案的结构强度一览表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ｄｒｅｄｇｅｒｆｉｌｌ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ｉｎ９０ｄ

编号
方案 试验时间／ｄ

围压

／ｋＰａ
偏压

／ｋＰａ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结构强度

（排水条件）

／ｋＰａ

１ ５０ 　 ３５４ ３６４ ３９７ ４４６

２ １００ ４８３ ４９２ ５２１ ５４４
３ ２００ ５３１ ５８３ ５８９ ６０４
４ ５０ ５ ３９６ ４０２ ４５５ ４６７
５ ５０ １０ ４３５ ４３６ ４８２ ４８９
６ ５０ １５ ４４２ ４６３ ４８３ ４９２
７ １００ ５ ４２７ ４７２ ４８９ ５０８
８ １００ １０ ４５４ ４９２ ５１２ ５７３
９ １００ １５ ４８５ ４９９ ５７６ ５９８
１０ ２００ ５ ４５３ ４８７ ４９７ ５２４
１１ ２００ １０ ４６８ ５０７ ５２３ ５５０
１２ ２００ １５ ５２９ ６０６ ６１８ ６２４

结构强度

（不排水条件）

／ｋＰａ

１３ ５０ 　 ３０４ ３１４ ３１５ ３３２
１４ １００ ３３１ ３３２ ３５４ ４０９
１５ ２００ ３４０ ３５４ ３７５ ４１９
１６ ５０ ５ ３１１ ３４９ ３６０ ３６５
１７ ５０ １０ ３２０ ３５１ ３６５ ３７５
１８ ５０ １５ ３２７ ３６０ ３６３ ３８５
１９ １００ ５ ３２５ ３６４ ３８１ ３８８
２０ １００ １０ ３３４ ３６２ ３８２ ４４１
２１ １００ １５ ３６２ ３７９ ３８２ ３９４
２２ ２００ ５ ３３５ ４０８ ４１６ ４２２
２３ ２００ １０ ４０３ ４４５ ４４７ ４５５
２４ ２００ １５ ４１１ ４３６ ４８５ ４９２

４　结构强度增长影响因素灰色关联分
析

４１　不同试验方案的灰色关联分析

首先通过灰色关联聚类大体上将许多因素中属

于同类的因素分为一类，使得能用这些因素的综合

平均指标或其中的某一个因素来代表这一类因素而

使信息不受损失。然后按公式（１）～（６）对所有的
ｉ≤ｊ，ｉ，ｊ＝１，２，３…，ｍ，计算出Ｘｉ与Ｘｊ的灰色关联
绝对关联度εｉｊ，得到上三角矩阵

［１４，１５］。因此，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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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中６０ｄ吹填土排水条件下不同试验方案的结构
强度大小，分别以 ｑ１（ｋ）、ｑ２（ｋ）、…ｑ１２（ｋ）为参考数
列，其余１１组为比较数列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到
６０ｄ吹填土排水条件下不同试验方案的关联矩阵
（

书书书

表４）。同样，可计算得到６０ｄ吹填土不排水条件、
９０ｄ吹填土排水条件和９０ｄ吹填土不排水条件下不
同试验方案的关联矩阵 （

书书书

表５～７）。

表４　６０ｄ吹填土排水条件下不同试验方案的关联矩阵
Ｔａｂｌｅ４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ｄｒｅｄｇｅｒｆｉｌｌｕｎｄｅｒ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ｉｎ６０ｄ

ｑ１ ｑ２ ｑ３ ｑ４ ｑ５ ｑ６ ｑ７ ｑ８ ｑ９ ｑ１０ ｑ１１ ｑ１２
ｑ１ １０８００７３０９４０５８０８８０８７０９４０９５０８５０６７０７２

ｑ２ １ ０８８０８４０６３０７３０７２０８３０７６０９２０７７０８７

ｑ３ １ ０６８０７５０６２０６２０６８０６４０７２０９９０８６

ｑ４ １ ０５９０８４０８３０９９０８９０９００６８０７５

ｑ５ １ ０５６０５６０５９０５７０６１０７４０６８

ｑ６ １ ０９８０８４０９３０７７０６２０６７

ｑ７ １ ０８３０９１０７６０６２０６６

ｑ８ １ ０８９０８９０６８０７４

ｑ９ １ ０８１０６４０６９

ｑ１０ １ ０７３０８１

ｑ１１ １ ０８７

ｑ１２ １

表５　６０ｄ吹填土不排水条件下不同试验方案的关联矩阵
Ｔａｂｌｅ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ｄｒｅｄｇｅｒｆｉｌｌｕｎｄｅｒｕｎ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ｉｎ６０ｄ

ｑ１３ ｑ１４ ｑ１５ ｑ１６ ｑ１７ ｑ１８ ｑ１９ ｑ２０ ｑ２１ ｑ２２ ｑ２３ ｑ２４
ｑ１３ １０８２０６５０７７０６６０６９０５９０６８０５８０６５０６７０５８

ｑ１４ １ ０６００５９０５６０５６０５３０５６０５３０５５０５６０５３

ｑ１５ １ ０８７０９１０９９０７２０９６０７００８９０９３０７１

ｑ１６ １ ０８００８６０６６０８４０６５０７９０８１０６６

ｑ１７ １ ０９２０７７０９５０７４０９７０９８０７６

ｑ１８ １ ０７３０９７０７００９００９４０７２

ｑ１９ １ ０７５０９６０７８０７６０９８

ｑ２０ １ ０７２０９２０９７０７３

ｑ２１ １ ０７６０７４０９３

ｑ２２ １ ０９５０７７

ｑ２３ １ ０７５

ｑ２４ １

表６　９０ｄ吹填土排水条件下不同试验方案的关联矩阵
Ｔａｂｌｅ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ｄｒｅｄｇｅｒｆｉｌｌｕｎｄｅｒ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ｉｎ９０ｄ
ｑ１ ｑ２ ｑ３ ｑ４ ｑ５ ｑ６ ｑ７ ｑ８ ｑ９ ｑ１０ ｑ１１ ｑ１２

ｑ１ １０９００８４０９９０８８０９４０８４０８２０７６０８４０８７０７４
ｑ２ １ ０７７０８９０９８０９５０７７０７６０７１０８５０８００６９
ｑ３ １ ０８５０７６０８００９９０９７０９００８９０９６０８５
ｑ４ １ ０８８０９４０８５０８３０７７０９５０８８０７４
ｑ５ １ ０９３０７６０７５０７１０８４０７９０６８
ｑ６ １ ０８００７９０７３０８９０８３０７１
ｑ７ １ ０９８０８８０８９０９６０８５
ｑ８ １ ０９１０８７０９４０８７
ｑ９ １ ０８００８５０９６
ｑ１０ １ ０９２０７７
ｑ１１ １ ０８２
ｑ１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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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９０ｄ吹填土不排水条件下不同试验方案的关联矩阵
Ｔａｂｌｅ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ｔｒｉｘｏｆｄｒｅｄｇｅｒｆｉｌｌｕｎｄｅｒｕｎ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ｓｔｓｃｈｅｍｅｓｉｎ９０ｄ

ｑ１３ ｑ１４ ｑ１５ ｑ１６ ｑ１７ ｑ１８ ｑ１９ ｑ２０ ｑ２１ ｑ２２ ｑ２３ ｑ２４
ｑ１３ １０７９０７１０６７０６８０６９０６５０６５０８５０６００６７０７４

ｑ１４ １ ０８６０７９０８１０８３０７６０７５０９３０６７０７９０７４

ｑ１５ １ ０８９０９３０９５０８６０８５０８１０７３０９００８２

ｑ１６ １ ０９６０９３０９５０９４０７４０７９０９９０９１

ｑ１７ １ ０９７０９２０９００７７０７７０９６０８８

ｑ１８ １ ０８９０８８０７８０７５０９４０８６

ｑ１９ １ ０９９０７２０８２０９５０９６

ｑ２０ １ ０７２０８３０９４０９７

ｑ２１ １ ０６４０７５０７０

ｑ２２ １ ０７９０８６

ｑ２３ １ ０９０

ｑ２４ １

利用上述关联矩阵即可对不同实验方案进行灰

色关联分析。首先利用临界值γ来对以上方案进行
分类，γ∈［０，１］，一般要求 γ＞０５，当 γｉｊ≥γ时，视
ｑｉ与ｑｊ为同类特征。γ值越大，则代表分类越细。

对６０ｄ吹填土排水条件下不同试验方案的关联
矩阵进行分析，这里取 γ＝０９，对关联矩阵 ｑ１行进
行检查，关联度大于０９的方案１、２、４、６、７、８、９、１０
归为同一类；然后，分别对 ｑ２行、ｑ３行直至 ｑ１２行进
行检查，最后可得到：方案３、１１为同一类，方案５、
１２为同一类。灰色关联分析是对系统的发展趋势
做出分析，它根据因素之间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

来测量因素间接近的程度，因此，分为同类的试验方

案在结构强度值及其增长趋势方面效果相当。根据

关联矩阵的分析和方案结果可知，对于６０ｄ吹填土
排水试验方案，围压１００ｋＰａ偏压１５ｋＰａ作用后的结
构强度增长最大。

同样根据关联矩阵进行关联度分析得到：对于

６０ｄ吹填土不排水条件试验方案，方案 １５、１７、１８、
２０、２２、２３为同类，方案１９、２１、２４为同类，剩余的方
案１３、１４、１６为同类，由关联分析得到围压１００ｋＰａ
偏压５ｋＰａ作用后结构强度增长最大。

对９０ｄ吹填土排水条件试验方案，方案１、２、４、
５、６、１０为同类，方案３、７、８、９、１１为同类，剩余方案
１２，由关联分析得到围压１００ｋＰａ偏压１５ｋＰａ作用后
结构强度增长最大。

对于 ９０ｄ吹填土不排水条件试验方案，方案
１５、１６、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３、２４为同类，方案 １４、２１为
同类，剩下的方案１３、２２归为一类，由关联分析得到
围压１００ｋＰａ偏压１０ｋＰａ作用后结构强度增长最大。

总之，对于６０ｄ吹填土排水条件试验方案，已知
方案９为最优方案，根据关联度分析结果，得到关于
最佳方案９的关联排序：方案９、方案１、方案２、方案
４、方案６、方案７、方案８、方案１０＞方案３、方案１１＞
方案５、方案１２，该方案排序即为６０ｄ吹填土排水条
件下的结构强度增长趋势排序。

同样，可得到９０ｄ吹填土排水条件下的结构强
度增长趋势排序：方案９、方案３、方案７、方案８、方
案１１＞方案１２＞方案１、方案２、方案４、方案５、方案
６、方案１０。

４２　不同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分析

上述分析是对６０ｄ和９０ｄ吹填土不同试验方案
的关联分析，但单因素对结构强度的增长影响还不

明确。因此，根据上述分析结果对围压、偏压、排水

３个单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由以上研究可知，
对于６０ｄ吹填土，围压１００ｋＰａ偏压１５ｋＰａ为结构强
度增长最大方案。对该方案的围压、偏压及排水条

件对结构强度的贡献值进行计算，结果如

书书书

表８所示。
其中，排水贡献结构强度＝围压１００偏压１５排水结
构强度－围压１００偏压１５不排水结构强度，偏压贡
献结构强度＝围压１００偏压１５排水结构强度－围压
１００排水结构强度，围压贡献结构强度＝围压１００偏
压１５排水结构强度－排水贡献结构强度－偏压贡献
结构强度－初始结构强度。

表８　６０ｄ吹填土最优方案关联分析表
Ｔａｂｌｅ８　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ｒｅｄｇ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６０ｄ

编号 方案 １０ｄ ２０ｄ ３０ｄ

１ 围压１００ｋＰａ偏压１５ｋＰａ ４２５ ４８６ ５３５

２ 围压贡献结构强度／ｋＰａ ５７ ７７ ５８

３ 偏压贡献结构强度／ｋＰａ １７ １９７ ２３１

４ 排水贡献结构强度／ｋＰａ １９８ ２１２ ２４６

表９　９０ｄ吹填土最优方案关联分析表
Ｔａｂｌｅ９　Ｏｐｔｉｍａｌｓｃｈｅｍ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ｄｒｅｄｇｅｒｆｉｌｌｉｎ９０ｄ

编号 方案 １０ｄ ２０ｄ ３０ｄ ４０ｄ

１ 围压１００ｋＰａ偏压１５ｋＰａ ４８５ ５３２ ５７６ ５９８

２ 围压贡献结构强度／ｋＰａ １４６ １２５ １１３ １２６

３ 偏压贡献结构强度／ｋＰａ ０２ ４０ ５５ ５４

４ 排水贡献结构强度／ｋＰａ １２３ １５３ １９４ ２０４

根据

书书书

表８中编号１－４的结构强度值，以编号１
的结构强度值为参考数列，其余３组为比较数列进
行灰色关联分析，按公式（１）～（６）分别计算得到围
压、偏压、排水条件相对该最优方案的绝对关联度：

ε围压＝０６３，ε偏压 ＝０５５，ε排水 ＝０９５。关联度排序

３３３２１（２）　杨爱武等：吹填软土结构强度形成的灰色关联分析



为：排水＞围压＞偏压。因此，对于６０ｄ吹填土，排水
条件对结构强度增长影响最大，其次为围压、偏压影

响最小。同样，按上述方法对９０ｄ吹填土最优方案
进行分析。

书书书

表９为该方案的关联分析表，计算得到
围压、偏压、排水条件相对该最优方案的绝对关联度

为：ε围压＝０５１，ε偏压＝０８１，ε排水＝０８７。关联度排
序为：排水＞偏压＞围压。由此可知，对于９０ｄ吹填
土，排水条件对结构强度增长影响最大，其次为偏

压、围压影响最小。

Ｘｉ＝（ｘｉ（１），ｘｉ（２），…，ｘ（ｎ）） （１）
Ｘ０ｉ＝（ｘｉ（１）－ｘｉ（１）ｘｉ（２）－ｘｉ（１），…，ｘｉ（ｎ）－

ｘｉ（１））＝（ｘ
０
ｉ（１）ｘ

０
ｉ（２），…，ｘ

０
ｉ（ｎ）） （２）

ｓｉ ＝ ∑
ｎ－１

ｋ＝２
ｘ０ｉ（ｋ）＋ｘ

０
ｉ（ｎ）／２ （３）

ｓｊ＝ ∑
ｎ－１

ｋ＝２
ｘ０ｊ（ｋ）＋ｘ

０
ｊ（ｎ）／２ （４）

ｓｉ－ｓｊ＝

∑
ｎ－１

ｋ＝２
（ｘ０ｉ（ｋ）－ｘ

０
ｊ（ｋ））＋（ｘ

０
ｉ（ｎ）－ｘ

０
ｊ（ｎ））／２ （５）

εｉｊ＝
１＋ ｓｉ ＋ ｓｊ

１＋ ｓｉ ＋ ｓｊ ＋ ｓｉ－ｓｊ
（６）

式中，Ｘｉ为系数因素；ｘｉ（ｋ）为在序号ｋ上的观测数

据（ｋ＝１，２，…，ｎ）；Ｘ０ｉ为始点零化像；Ｓｉ＝∫
ｎ

１
（Ｘｉ－

ｘｉ（１））ｄｔ；εｉｊ为绝对关联度。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排水条件对于吹填软土结

构强度的增长最为重要。在排水条件下，围压和偏

压对６０ｄ和９０ｄ吹填土的影响不同。由于６０ｄ吹填
软土的初始结构强度较弱，土体的结构屈服应力小，

所能承担的剪应力较小，围压对土体挤密的影响要

大于偏压压密的影响，因此围压对结构强度的贡献

大于偏压。９０ｄ吹填土，由于初始结构强度较强，围
压的挤压作用会使土的初始结构强度有所损伤，在

一定的剪应力作用，土颗粒间连接更紧密，结构强度

增长更大，因此偏压压密对结构强度的增长影响要

大于围压挤密，偏压对结构强度的贡献大于围压。

５　结　论

（１）通过灰色关联分析，得到了不同试验方案
的关联矩阵。通过对关联矩阵进行分析，得出不同

初始结构强度吹填软土结构强度增长的最优综合影

响因素。

（２）由单因素关联分析可知，排水条件对于吹

填土结构强度的增长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对于无

初始结构强度的吹填软土围压对其结构强度增长影

响要大于偏压的影响，而对具有一定初始结构强度

的吹填软土偏压对其结构强度增长影响要大于围压

的影响。

（３）灰色关联分析可以对吹填软土结构强度的
形成影响因素进行关联分析，可为更好进行吹填场

地地基处理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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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全国桩基工程学术会议
（一号通知·征文）

随着高层建筑以及公路、铁路、跨海桥隧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开发建设，桩基成为工程中应用最广泛的

基础形式。近年来，桩基工程理论和技术研究不断取得新进展，桩基工程设计、施工、检测实践中涌现出诸多

新经验和新问题，桩基工程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第十一届全国桩基工程

学术会议将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６日到１８日在江苏宜兴召开，将对我国近年来桩基工程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

主办单位：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分会桩基础学术委员会；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地基

基础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土木建筑学会

承办单位：宜兴市建设局；建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理工大学

论文议题：①理论与试验研究；②桩基工程设计研究与实践；③桩基施工技术与质量控制；④高铁、路桥、
码头工程中的桩基技术；⑤特殊岩土中的桩基工程；⑥桩基工程事故处理与典型案例；⑦基桩检测与桩基风
险评估；⑧桩基工程技术标准有关问题。

应征论文要求内容具体、明确、严谨、未公开发表过，文责自负且不涉及保密内容。、论文字数一般不超过

６０００字（含图表与公式）。本次会议录用论文将在《岩土工程学报》２０１３年增刊上发表，来稿请严格按照
《岩土工程学报》的论文模板进行排版。寄两份打印稿和一份电子文本，论文中请务必注明详细通讯地址、

邮编、联系电话及Ｅｍａｉｌ地址。
重要日期：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５日前提交论文全文；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１日前通知作者是否录用；２０１３年６月１５

日前提交修改后的论文。

联系方法

论文投稿及相关事宜请联系：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地基所　李大展
（信封或邮件上注明“第十一届全国桩基工程学术会议”字样）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东路３０号　邮编：１０００１３
联系电话：０１０－６４５１７５８５　传真：０１０－８４２８３０８６　电子邮箱：ｌｉｄａｚｈａｎ２２＠１６３．ｃｏｍ

５３３２１（２）　杨爱武等：吹填软土结构强度形成的灰色关联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