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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施工过程中的土体倒塌问题

本案例的模型为一码头分析模型。主要展示计算过程中出现的“土体倒塌”错误的解决办法。

使用软件

PLAXIS 3D CE V24

模型简介

模型长宽分别为 300×20m，地基土自上而下分为 16 层。码头的桩基础采用嵌入式梁单元模拟，承台采用板单元模拟，

框架梁采用梁单元模拟，码头整个施工过程包括基槽开挖、接岸结构施工、码头上部结构施工等。

 

图图 1 模模型型示示意意图图

问题描述

在进行接岸结构回填时，出现“土体倒塌”的错误提示。

图图 2 错错误误提提示示 

解决办法

对于“土体倒塌”错误，首先应预览当前计算步的结果，查看剪切破坏点和拉伸截断点的位置。

检查土体的塑性应力点分布图（图 3），发现剪切破坏点主要集中在岸坡的坡顶位置和坡前的桩周土位置，此外，在桩周

土位置零星分布着拉伸截断点。

图图 3 塑塑性性应应力力点点分分布布图图 

接下来分析桩周土剪切破坏的原因，以岸坡上的土体为研究对象，该部分土体主要受到自重、坡后土体的推力、坡上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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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剪力等三个力作用，根据塑性应力点的分布形态，这部分土体达到极限抗剪强度不像是由坡后土体的推力导致的，因

为如果是推力导致的，塑性应力点往往近似位于一个较为完整的滑弧上，而不是呈现竖直向分布的状态。所以，考虑导致桩

周土的破坏是桩对于土的剪力导致的。

检查用于模拟桩基础的嵌入式梁单元材料参数，发现其极限侧摩阻力分布方式选择的是“多段线性”，极限的侧摩阻力达

到了 2400kN/m，也就说，单位长度的桩-土的弹簧切向应力达到 2400KN 时，才认为桩-土弹簧会失效。如果在嵌入式梁材料

中高估了该极限侧摩阻力，会导致土体受到比实际情况更高的来自桩-土接触弹簧的力，进而可能导致土体剪切破坏。

图图 4 嵌嵌入入式式梁梁单单元元极极限限侧侧摩摩阻阻力力分分布布 

为了让该模型达到桩侧的极限摩阻力与土极限抗剪强度的平衡，在嵌入式梁单元的材料参数中，将轴向侧摩阻力的计算

方式改为“土层相关”，即根据桩周土的极限抗剪强度来计算桩的侧摩阻力。

修改完成后，桩周土的剪切破坏点数量明显减少，模型顺利完成计算。计算得到的码头施工过程中土体的位移云图如图

5 所示。

 

图图 5 码码头头施施工工过过程程中中土土体体的的位位移移云云图图 

编写：郭晓通编写：郭晓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