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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建筑行业也得到了急速发展,地下室与地下建筑随之也越来越多。新疆属于西北干旱地区,

地下水位通常情况下埋深较深,地下室的抗浮设计往往被忽略,而导致的不良后果便是地下室底板拱起,底板裂缝渗水甚至地

下室上浮及结构破坏等。由于抗浮破坏一般多产生在基础及建筑地下部分,产生破坏后的处理存在一定的困难且十分麻烦,并

且会造成较为严重经济损失,所以地下建筑的抗浮设计也应该得到设计师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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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筑抗浮设计的原理 

众所周知,当建筑物底面处于地下水中时会受到地下水

给它向上的水浮力,当水浮力大于建筑物自重时,建筑物就

会浮起来。抗浮设计水位可根据土层地下水实测最高水位和

长期观测的地下水的变化来确定。无长期观测资料或资料缺

乏时,可按勘察期间实测最高稳定水位并结合地形地貌、地

下水补给、排泄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除了地下水的自然分

布情况外,地下建筑的抗浮水位还受到建筑地基持力层的影

响。当建筑的基底持力层为不透水或难透水层时,还应考虑

相关区域周边地下水汇入地坑的“盆聚效应”,此种情况也

是设计中往往容易忽略,并会产不良后果的。 

当地下室外轮廓与地上建筑外边线基本重合时。结构自

重大于水浮力,我们就不必考虑抗浮,但是我们应在设计说

明中施工时的降水措施并且注明停止降水的时间；当结构重

量小于水浮力时,地下室就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平衡水浮

力。另外,除结构总体抗浮外,都需要验算水浮力对地下室底

板的作用,使底板满足必要的强度与刚度的计算需要,还有

满足抗裂的要求。 

2 建筑物的抗浮措施 

建筑物的抗浮措施基本上分为“压”和“拉”两种。“压”

即为配重法,我们知道,抗浮安全度不够是由于结构自重小

于地下水对结构的上浮力而造成的,所以最直接的方法是增

加结构自重,比如可以在地下室底板上增加配重,这样既能

增加重量也可以减少底板与地基梁的高度及配筋,也可在地

下室顶板上覆士,既能增加重量,又能解决建筑绿化问题。但

是配重法必然会使基础埋置深度增加,也使水浮力增大。所

以采用配重法时要综合考虑,取一个合理的基础埋置深度。

“拉”即为设置抗拔桩或者抗拔锚杆,以抗浮构件提供的抗拔

力平衡地下水浮力。抗拔桩是利用桩侧阻力起抗浮作用,一般

布置在柱墙下,其抗浮面积较大,但造价也较高。抗拔锚杆不

同于一般的基础桩,其因具有造价低、施工方便、受力合理等

优点而被广泛应用。在程实际应用中,抗浮设计可采用一种或

多种形式的相结合,从而达到经济合理、安全可靠的目的。 

3 工程实例 

某工程位于乌鲁木齐市,大底盘双塔结构,底盘含二层地

下车库及四层商业裙房,有局部外扩地下室；上部双塔中A塔

五～二十五层为办公用房；B 塔五～十三层为宾馆,十四～二

十九层为公寓,A塔总高度为96.31m；B塔总高度为99.61m；

裙房顶板距室外地坪为 19.21m,A、B塔总长度均为50.900m。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查知：该项目地基大部分为强风

化基岩层,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可采用350Kpa。场地地下水水位

埋深在自然地面下8.4~8.7m,为孔隙潜水。考虑强风化基岩的

不透水性会产生“盆聚效应”的影响,地下水位按最不利情况

考虑,变幅在 1.0～2.0m。该工程的车库顶板覆土根据建筑功

能需要为 1.0 米,基础采用筏板基础,裙房区域的筏板厚度为

500mm,结构抗浮计算如下： 

3.1 计算简图 

勘察时水位根据绝对标高推出(相对于自然地面,下同)

为-6.550m；水位最大变幅为 1.0m。抗浮设计考虑的地下水

水位为-5.550m,地下室外扩部分需抵抗 5.65m 的水浮力,地

下部分剖面如下图所示： 

 

3.2 地下室外扩部分抗浮计算 

现取本工程中局部地下室进行抗浮验算(局部地下室的

尺寸为 35.550m*17.200m)： 

(1)水的总浮力计算：(局部地下室面积为 680.26m2)F

浮=γ水*A*H=10*680.26*5.65=38434.69KN 

(2)抗浮荷载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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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计算出结构主体自重,地下室板顶覆土,采取不考虑

建筑面层、楼面活荷载及填充墙体荷载,建模计算,在 PKPM

的 SATWE 计算结果总信息中读取,考虑地下一层、地下二层

结果如下： 

结构的总质量(t)：3710.438 

则 G1=3710.438*9.8=36362.3KN 

(3)筏板自重计算：(主楼裙房下均按 500mm 防水板计

算)G2=γ砼*A*H=25*680.26*0.5=8503.25KN 

(4)室内回填土自重计算(夯实回填至室内地面下150mm,

防水板顶距建筑地面为 800mm)： 

G3=γ土*A*H=18*680.26*(0.8-0.15)=7959KN 

F 抗浮=G1+G2+G3=36362.3+8503.25+7959=52824.55KN 

由GB5007-2011《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第32页5.4.3

条可知： 

1.05F 浮 =1.05*38434.69=40356KN＜F 抗=52824.55KN 

故地下室外扩部分抗浮可满足要求。 

3.3 主楼及裙房部分抗浮设计 

(1)水的总浮力就算：(主楼及裙房底面积为 3780m2) 

F 浮=γ水*A*H=10*3780*5.65=213570KN 

(2)抗浮荷载计算：为计算出结构主体自重,采取不考虑

建筑面层、楼面活荷载及填充墙体荷载,建模计算,在 SATWE

计算结果总信息中读取,考虑地下一层、地下二层、一~四层

结果如下： 

结构的总质量(t)：28487.824 

则 G1=28487.824*9.8=279180.68KN 

(3)筏板自重计算：(主楼裙房下均按500mm防水板计算) 

G2=γ砼*A*H=25*3780*0.5=47250KN 

(4)室内回填土自重计算(夯实回填至室内地面下150mm,

防水板顶距建筑地面为 800mm)： 

G3=γ土*A*H=18*3780*(0.8-0.15)=44226KNF 

抗浮=G1+G2+G3=279180.68+47250+44226=370656.68KN 

则 ： 1.05F 浮 =1.05*213570=224248.5KN ＜ F 抗 浮

=370656.68KN。故抗浮可满足要求。 

因考虑主楼与裙房间设置沉降后浇带及筏板砼强度60d

龄期对抗浮的不利影响,故要求主体结构施工降水提出以下

要求；本工程施工前及施工中应做降水处理(不高于基底)

满足时方可停止降水：①主体施工至四层顶；②基础及周边

施工后浇带砼浇筑达到施工强度；③地下室室内回填土夯实

回填至室内地面下 150mm；④地下室顶板覆土厚度满足设计

要求。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地下室的抗浮设计是为了施工及后续建筑使用

提供可靠的技术理论依据,并应在施工图纸中详细的注明施工

停止降水的具体条件,对整个建筑物的工程进度、工程质量以

及工程成本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地下室的抗浮设计应根据

建筑所在地的实际地质资料、周边环境、施工条件及地下结构

的具体情况等进行认真的分析,做到科学、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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