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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tarts from the common basic form of frame structure,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e-
pendent foundation under column and the strip foundation under column which are widely used in shallow foundation, find out the main 
problems of these two basic form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and try to explore a new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uneven settlement of sin-
gle base or strip base under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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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从框架结构中常见的基础形式出发，在分析对比浅基础中广泛应用的柱下独立基础和柱下条形基础的特性的基础上，寻
找这两种基础形式在实际应用中的主要问题，并试图探索柱下独基或条基不均匀沉降问题的新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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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在中国的建筑工程领域，不论是民用建筑还是工

业建筑，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和成熟。

建筑工程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对于结构

的地下基础部分已经有了很多比较成熟的结构形式，在基础

类型的选择是要根据具体的工程而定的，要考虑上部结构特

征、地基条件、所在地区抗震设防烈度、结构周边环境以及

结构的重要性等级等一系列的因素 [1]。目前我们在实际工程

中经常会用到浅基础的形式，在常见的浅基础中独立基础和

条形基础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论文针对浅基础中的独基和

条基这两种基础形式进行一下对比分析，以助于在实际工作

中做出更恰当更有利的选择。在论文最后尝试寻找解决不均

匀沉降问题的新方法，若这种处理方法的后续研究比较成熟

的话，其应该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

2 柱下独基与条基的特点

2.1 柱下独基的特点

柱下独立基础也分为配筋和不配筋的两种情况，由灰土、

三合土、毛石或者混凝土等为材料组成的柱下独基是属于无

筋扩展基础的一种，有时也称之为刚性基础 [2]。这种基础由

于材料的抗拉抗弯强度比较低，一般情况下基础的外伸宽度

受到很大程度上的限制，故而在地基承载力并不是很高的情

况下，基础所能承受的上部结构传来的荷载很有限。在地基

承载力一定的情况下，若想使用刚性柱下独基来承受较大的

上部荷载，则必然要增大底面积，受到高宽比的限制，基础

的厚度将会很大，如此一来材料的用量以及施工的工作量也

必将增加。此时，钢筋混凝土柱下独立基础就显示出其优势了，

柱下独立柔性基础的抗弯抗剪等可以通过所配置的钢筋与混

凝土共同承担 [2]，与刚性基础相比其基础外伸宽度的限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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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小，这就意味着这种形式比刚性基础能承受更大的荷载。

一谈起独立基础我们往往会认为其施工简单，造价低廉

等特点，在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比较大的情况下，这种基础形式

较为适用，但是当地基条件比较差时，其相对于持力层为岩层

的情况，基础的沉降量将比较大。若结构下只有单个独基，可

能这种沉降对上部结构造成的危害并不是很大，但是实际工程

中，单个结构的柱子往往有多根，每根柱下均采用独立基础的

话，不同基础的沉降量可能大不相同。第一种情况框架结构的

独基与独基之间往往会用基础梁相连，基础梁与独基之间的连

接方式目前常见的有三种 [3]：其一为基础梁梁底与基础顶平齐；

其二为基础梁梁顶与基础顶平齐；其三为基础梁梁底与基础底

平齐。第二种情况基础梁能平衡更多的柱底不平衡弯矩。第三

种情况基础梁能分担更多的不均匀沉降。不论是哪种连接形式，

基础梁都将承受与之相连的两个基础由于不均匀沉降而产生的

拉力，可见在独基形式中基础梁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即

便基础梁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现实中由于截面尺寸以及跨度

等的限制，其刚度一般并不是很大，这也意味着基础梁能分担

的柱底不平衡弯矩以及对约束两端基础的不均匀沉降的作用很

有限，当基础之间的不均匀沉降超过特定限值时势必对上部结

构会造成很大的危害。若想以增大基础梁的截面尺寸来解决这

一问题，这也就失去了独立基础造价上的优势了。

2.2 柱下条形基础的特点

常见的条形基础有刚性基础中的墙下条形基础以及钢筋

混凝土扩展基础中的墙下条形基础，此处的柱下条形基础严

格意义上来讲是属于钢筋混凝土梁板式基础中的一种 [2]。在

上部结构荷载较大，地基较软弱的情况下，使用独基可能会

由于基础底面过大而基础之间相互靠近，此时将同一排或者

一列上的基础贯通做成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可能会更加合适。

柱下条形基础整体性很好，条形基础梁一般截面尺寸比

较大，刚度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在地基较软弱或者是地基条

件比较复杂的情况下选择这种基础形式能较好地处理基础的

不均匀沉降的问题。但是柱下条形基础的材料用量（钢筋、

混凝土、模板等）以及开挖土方量比较大等，其造价一般情

况下比使用独立基础要高一些。在实际应用中为了减小同一

结构的不同的柱下条基之间的不均匀沉降，我们一般可以将

条基做成十字交叉基础（也算是条形基础的一种形式）或者

调整基础底面尺寸，使得基底附加压力大致相同。

3 柱下独基与柱下条基的对比

在上面对两种基础形式的特点简要说明之后我们发现，

实际工程中我们在斟酌该如何从这两种基础形式中作出一个

合理的选择时主要考虑的是基础不均匀沉降与造价的问题 [4]

（民建中对土建结构基础造价的控制一般比工业建筑中更苛

刻一些），当然就安全角度来讲，我们更多地是要关注不均

匀沉降的问题。事实上，柱下独立基础和严格意义上的柱下

条形基础其实都存在不均匀沉降的问题。对于柱下条形基础，

我们能够较好地控制的是在同一条基上的各柱子对应位置的

基础变形，而对于同一结构的不同条基之间任然存在着地基

变形的差异。换而言之，柱下条形基础可以有效调整一个方

向的不均匀变形，而对于另一方向的不均匀沉降则需要采取

其他的措施来解决。用改变基础底面尺寸的方式来调整基底

附加压力的理念在柱下独基中同样适用，不过柱下独立基础

中要兼顾两个方向上的不均匀变形，加之现场地质条件往往

是复杂多变的，同一结构的不同基底的地质剖面可能就有较

大的差异，这也就增加了调整整个结构的整体沉降的难度。

在《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11）表 5.3.4

中有规定，对于工业与民用建筑框架结构相邻柱基的沉降差

不应超过 0.002l，l 为相邻柱基的中心距离（mm）[2]。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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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p0 相应于作用的准永久组合式基础底面处的附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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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从上面计算公式以及《地规》表

5.3.5 可以看出，如果想减小地基变形量，比较有效的措施就

是减小基底附加压力（p0）、增强土层的压缩模量（Esi）以

及增大基底下卧层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fak）。但是我们在

实际工程中进行基础设计的时候要注意避免进入一个误区，

那就是减小地基变形量并不代表就是减小了基础间的不均匀

沉降，这是两种概念 [5]。

4 解决柱下独立基础或条形基础不均匀沉降新

思路探讨

在地基承载力能满足要求的情况下，选用浅基础时，如

果能解决基础的不均匀沉降的问题，那么造价更低（相对于

桩基、筏板基础以及十字交叉基础等）的柱下独基或条基的

应用将会更加广泛。我们知道，如果单靠增加基础梁刚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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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来抵抗柱基的不均匀沉降将会明显增加成本，这种方法

也往往得不偿失，故而寻找一种代价较低的调整不均匀沉降

的方法很有实际价值。

为柱下独基外侧设置一个沉降调节套筒（钢筋混凝土浇

筑），套筒与独基之间用至少两侧塑料薄膜隔离（便于两者

之间的脱离），现浇套筒，后浇独基，独基浇筑时预埋灌浆

料埋管（注意防止埋管下端堵塞），柱侧设置挑耳，当观测

到结构的不均匀沉降超过允许值时，对沉降大的柱下独基进

行沉降调节。调节时先确定需要进行调节的沉降值△，完后

在柱侧挑耳与独基套筒之间设置液压千斤顶（或具有同等效

果的设备），通过统一控制液压千斤顶的行程，使独基与独

基套筒之间脱离并使独基基底与套筒之间的净距为△，然后

由灌浆料埋管以压力灌浆方式灌入微膨胀灌浆料，待灌浆料

到达设计强度时，撤出液压千斤顶，完成沉降调节。

5 结语

实际工程中所用到的每一种基础形式都具有其局限性，

我们应根据工程实际特点选择合适的基础形式。对于我们常

用到的基础形式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当传统方法已经不能满

足实际需求时，我们必须要尝试去探索新的思路。先利用千

斤顶补偿沉降，后利用灌浆料来补偿沉降的调节方式不失为

一种新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其具体实施固然是有较多困难，

但该种形式亦有很多的发展和改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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