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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土

口

第 15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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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为 GB50843-⒛ 13,自 2013年 5月 1日 起实施。其中,第
3.l。 3、 4.1.l、 5.1.1、 9.1.1条为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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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贝刂

1.①.1 为了在既有建筑边坡工程鉴定与加固中贯彻执行国家的
技术经济政策,做到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确保质量
及保护环境 ,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岩质边坡高度为 30m以下 (含 30m),土
质边坡高度为 15m以下 (含 15m)的既有建筑边坡工程和岩质
基坑边坡的鉴定和加固。

超过上述高度的边坡加固工程以及地质和环境条件复杂的边
坡加固工程除应符合本规范外,还应进行专项设计 ,采取有效、

可靠的加固处理措施。

1.0.3 软土、湿陷性黄土、冻土及膨胀土等特殊性岩土和侵蚀
性环境以及地震区、灾后的建筑边坡工程的鉴定和加固除应符合
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应专业标准的规定。
1.0.4 既有建筑边坡工程的鉴定及加固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
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建筑边坡  buⅡding slope

在建筑场地或其周边,由于建筑工程和市政工程开挖或填筑

施工所形成的人工边坡和对建筑物安全或稳定有影响的自然斜

坡。本规范中简称边坡。

2.1.2  既有边坡1E程   existing buⅡ ding slope engineering

整体或部分已建成的建筑边坡工程。

2.1.3  支L力吏二匚不呈甚錾夫岜  appraisal of existing buⅡ ding slope engi-

neer1ng

对既有边坡工程的安全性、正常使用性等进行的调查、检

测、分析验算和评定等一系列活动。

2.1.4 既有边坡工程加固 strengthening of e虹 妯ng building

slope engineering

对既有建筑边坡工程及其相关部分采取增强、局部更换等措

施,使其满足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

2.1.5 边坡加固工程勘察 ge。 l。gical inves0gaton of dope

strengthening engineering

边坡鉴定与加固前,针对既有边坡工程进行的岩土工程勘察

活动。

2.1.6 加固设计使用年限 de§gn working life for strengtheˉ

ning of existing building slope engineering

正常条件下既有建筑边坡工程或支护结构 、构件加固后无需

重新进行检测、鉴定即可按其预定目的使用的时期。

2.1.7 目标使用年限 target Working Ⅱe

既有边坡工程期望使用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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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检测  inspection

为评定施工质量或性能等实施的检查、测量、试验和检验

活动。

2.1.9 鉴定单元 appr茁 sd unit

根据被鉴定边坡工程的支护结构体系、构造特点、结构布

置、边坡高度和作用大小等不同所划分的可以独立进行鉴定的区

段,每一区段为一鉴定单元。

2.1.10 子单元 m卜system

鉴定单元中根据组成支护结构的不同形式所细分的基本鉴定

单位。

2.1.Ⅱ 构件 member
支护结构中可以进一步细分的基本受力单位。

2.1.1z 锚杆 anchor

将拉力传至稳定岩土层的构件。当采用钢绞线或高强钢丝束

作杆体材料时,也可称为锚索。本规范中除特殊注明外 ,锚杆为

锚杆和预应力锚索的
`总

称。

2.1.13  肖刂丿9讪戈毒戈帝女  cut unloading at top of slope

通过清除建筑边坡推力区的岩土体达到减少边坡推力,使加

固后的既有建筑边坡工程满足预定功能的一种加固法。

2.1.14 堆载反压法 bat·k loading at toe of slope

通过在既有边坡工程坡脚堆载反压,使加固后的既有边坡工

程满足预定功能的一种加固法。

2.1.1s 抗滑桩加固法 曲d⒍ re⒍~stant"le method

通过设置抗滑桩,使加固后的既有边坡工程满足预定功能的

一种加固法。

2.1.16 加大截面力l固法 哎ructure member阱 rengthening with

R。 C

加大原结构或构件的截面面积或增配钢筋,以提高其承载力

和刚度的一种加固法。

2.1.17 锚固加固法 anchoring method



通过设置锚杆及传力结构,使加固后的既有边坡工程满足预

定功能的一种加固法。

2.1.18 注浆加固法 grouong method

通过对岩土体进行注浆处理,改变岩土体的物理、力学性

能,使加固后的既有边坡工程满足预定功能的一种加固法。

2.1.19 截排水法 cut-oⅡ  and dra而ng method

通过设置或改造截、排水系统,使加固后的既有边坡工程满

足预定功能的一种加固法。

2.2 符  号

2.2。 I 作用和作用效应

E厂^第
'计

算条块与第 ￡+1计算条块单位宽度水平条

间力 ;

凡——第 刀条块单位宽度剩余水平推力 ;

G、 G厂^滑体、第 ￡计算条块单位宽度重力 ;

伉 、C「bJ—
—滑体、第 J计算条块单位宽度附加竖向荷载 ;

M——第 J计算条块与第 J+1计算条块单位宽度 (对坐

标原点的)条间力矩 ;

姒t刀
——第 饣条块单位宽度 (对坐标原点的)剩余力矩 ;

P氵
——第 f计算条块与第 j+1计算条块单位宽度剩余下

滑力 ;

P、
——第 ″条块单位宽度剩余下滑力 ;

Q、 Q氵
——滑体、第 f计算条块单位宽度水平荷载 ;

R、 R氵
——滑体、第 ￡计算条块单位宽度重力及其他外力引起

的抗滑力 ;

RN——新增支护结构或构件的抗力 ;

R° 、R⒍——滑体 ,第 氵计算条块所受单位宽度有效抗力 ;

S——支护结构上的外部作用效应 ;

T、 Ti——滑体、第 ￡计算条块单位宽度重力及其他外力引起

的下滑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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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J、 LJf——滑面、第 J计算条块滑面单位宽度总水压力 ;

V'——后缘陡倾裂隙单位宽度总水压力 ;

⒗——第 F计算条块与第 F+1计算条块单位宽度竖直条

间力。

2.2.2 材料性能参数

c、 o——滑面、第 犭计算条块滑面黏聚力 ;

甲、ρ
——滑面、第 j计算条块滑面内摩擦角 ;

γw——水重度。

2.2.3 几何参数

H——建筑物的高度或边坡高度 ;

凡w、 凡访,凡w,l~l—
—后缘陡倾裂隙充水高度,第 氵及第 f-1计算

条块滑面前端水头高度 ;

L、 Lf——滑面、第 丿计算条块长度 ;

J⒋——第 扌计算条块重心横坐标 ;

J匣——第 j计算条块单位宽度竖向附加荷载作用点

横坐标 ;

J血 ,y而——
第 丿计算条块滑面中点横、纵坐标 ;

yσ——第 f计算条块单位宽度水平荷载作用点纵

坐标 ;

JⅡ 9lyn~~第 F计算条块有效抗力作用点横、纵坐标 ;

α、臼——滑体、第 ￡计算条块单位宽度有效抗力

倾角 ;

ε、Ω——滑面、第 j计算条块倾角。

2.2.4 计算系数

只、Ft——边坡抗滑、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 ;

只t—
—整体稳定安全系数 ;

犭——计算条块号,从后方起编 ;

″——条块数量 ;

o——第 氵计算条块与第 F+1计算条块垂直分界面

到滑面前端的相对水平距离,是到滑面前端



的水平距离与滑面前后端之间水平距离的

比值 ;

‰
——支护结构重要性系数 ;

匕'—
—

新增支护结构或构件的抗力发挥系数 ;

￠
——第 氵计算条块剩余下滑推力向第 j+1计算条

块的传递系数。

2.2.5 鉴定评级

As、 Bs、 α——子单元正常使用性等级 ,

A$、 B$、 C“——鉴定单元正常使用性等级 ;

Asu、 Bsu、 αu、 虫u—
—鉴定单元安全性等级 ;

Au、 Bu、 Cu、 Du——子单元安全性等级 ;

as、 b灬 、α——构件正常使用性等级 ;

au、 bu、 c刂 、du——构件安全性等级。



3基 本 规 定

3.1一 般 规 定

3.1.1 既有边坡工程的加固设计应采用动态设计法,并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o的 相关规定。
3.1.2 与支护结构配合使用的混凝土结构、砌体结构或构件的
加固技术、裂缝修补技术、锚固技术和防锈技术以及加固材料等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和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o7o2等 的有关规定。
3.1.3 加固后的边坡工程应进行正常维护 ,当 改变其用途和使
用条件时应进行边坡工程安全性鉴定。
3.1.4 既有边坡工程鉴定、加固设计、施工、监测、监理和验
收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和有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承担。

3.2 边坡工程鉴定

3.2.1 边坡工程鉴定适用于建筑边坡工程安全性、正常使用性、
耐久性和施工质量等的鉴定。

3.2.2 边坡工程鉴定应明确鉴定的对象、范围和要求。鉴定对
象应由委托单位确定 ,可将建筑边坡工程整体作为鉴定对象 ,也
可将鉴定单元、子单元或构件作为鉴定对象。
3.2.3 当边坡工程遭受洪水、泥石流等灾害后需进行特殊项 目
鉴定时,特殊项目鉴定评级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2.4 鉴定对象的目标使用年限,应根据边坡工程的使用历史、

当前的工作状态和今后的使用要求确定。对边坡工程不同鉴定单
元 ,根据其安全等级可确定不同的目标使用年限。



3.3 边坡工程加固设计

3.3.1 下列情况的边坡工程应进行加固设计 :

1 边坡出现失稳迹象、支护结构及构件出现明显开裂及变

形的边坡工程 ;

2 使用条件有重大变化或改造可能影响安全的边坡工程 ;

3 遭受灾害及已发生安全事故的边坡工程 ;

4 经鉴定确认应进行加固的边坡工程 ;

5 支护结构出现严重腐蚀的边坡工程。

3.3.2 边坡加固工程设计时应取得下列资料 :

1 边坡工程的鉴定报告 ;

2 边坡工程原有设计和施工竣工资料 ;

3 边坡加固工程的勘察报告 ;

4 边坡工程周边建筑物、管线等环境资料 ;

5 现有的施工技术、设备性能、施工条件及类似工程加固

经验等资料 ;

6 委托方提供的边坡加固工程设计任务书。

3.3.3 边坡加固工程安全等级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

程技术规范》GB50330的 规定确定。当边坡的使用条件和环境

发生改变,使边坡工程损坏后造成的破坏后果的严重性发生变化

时,加固边坡工程安全等级应作相应的调整。

3.3.4 边坡加固工程设计使用年限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

1 边坡加固后的使用年限不应低于边坡工程服务对象的使

用年限 ;

2 当支护结构采用植筋、碳纤维布加固时,应按 30年考

虑;到期后若重新鉴定认为其工作正常,仍 可继续延长使用

年限。

3.3.5 对使用粘结方法或掺有聚合物加固的支护结构或构件 ,

尚应定期检查其工作状态,检查的时间可由设计单位确定,但第

一次时间不应超过 1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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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边坡工程的加固方案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边坡加固设计应综合考虑边坡工程的鉴定报告、勘察报

告、加固目的、加固设计的可靠性及预期效果、施工难易程度和

条件、对邻近建筑和环境的影响、工期和造价等因素,进行全面

的技术及经济分析后确定合理的加固设计方案 ;

2 依据鉴定报告,加固方案设计应考虑合理利用原有支护

结构的有效抗力 ;

3 边坡加固范围应根据鉴定结果及设计分析确定,可对边

坡工程整体、区段、支护结构或构件、以及截、排水系统进行加

固处理 ,但均应考虑边坡工程的整体性及加固部分与邻近建筑物

的相互影响 ;

4 边坡加固工程应综合考虑其技术经济效果 ,避免不必要

的拆除或更换 ;适修性差的边坡工程不应进行加固 ;

5 边坡加固工程设计应考虑景观及环保要求,做到美化环

境 ,保护生态。

3.3.7 对加固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大变形或塌滑的边坡工程 ,

应在设计文件中规定,先实施临时性的预加固及采取其他有效、

安全的措施后 ,再实施永久性加固措施。

3.3.8 下列既有边坡工程加固设计及施工应进行专门论证 :

1 超过本规范适用高度的边坡加固工程 ;

2 边坡工程塌滑影响区内有重要建筑物、稳定性较差的边

坡加固工程 ;

3 地质和环境条件复杂、对边坡加固施工扰动较敏感的边

坡加固工程 ;

4 已发生严重事故的边坡加固工程 ;

5 采用新结构、新技术的边坡加固工程。



4 边坡加固工程勘察

4.1一 般 规 定

4.1.1 既有边坡工程加固前应进行边坡加固工程勘察。

4.1.2 既有边坡加固工程勘察应在充分利用既有边坡工程勘察

资料的基础上进行 ,并对已有的资料进行必要的验证。

4.1.3 既有边坡加固工程勘察时应根据边坡特点、破坏情况、

边坡工程鉴定要求和加固方式,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4.1.4 既有边坡加固工程可直接进行详细阶段勘察。

4.1.5 边坡加固工程勘察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I 在查明边坡工程的变形、开裂及破坏原因以及工程地质

和水文地质条件的基础上,确定边坡类型和可能的破坏形式 ;

2 提供边坡稳定性、变形验算、边坡工程鉴定和加固设计

所需的岩土参数 ;

3 评价边坡的稳定性,提出稳定性结论 ;

4 提出边坡工程加固处理措施和监测方案建议。

4.2勘 察 工 作

4.2.1 边坡加固工程勘察前应取得下列资料 :

1 气象、水文资料,特别是雨期和暴雨强度等资料 ;

2 场地已有岩土工程勘察资料 ;

3 既有边坡工程的相关资料 ;

4 附有坐标和地形的边坡工程平面图等 ;

5 邻近建筑物、地下工程和管线等环境资料。

4.2.2 边坡加固工程勘察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岩土工程勘

察规范》GB50021和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的 有

关规定外 ,尚应重点查明下列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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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态变化 ,

变化。

4.2.3

1

边坡岩土体与支护结构变形特征及其成因 ;

边坡岩土体及岩体结构面的物理力学性质及其变化 ;

场地的地下水类型、水位、水量、补给、排泄条件和动

岩土层的透水性,地下水出露情况等水文地质条件及其

边坡加固工程勘察手段和勘察工作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边坡加固工程勘察宜先进行工程地质测绘和调查,并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的工程地质

测绘和调查的有关规定 ;

2 勘察工作布置应根据边坡工程的勘察等级和已出现的变

形破坏迹象,结合搜集的已有岩土工程勘察成果等资料,适当补

充勘探孔、原位测试 ;对于勘察等级为甲级的边坡工程,其勘探

布孔应适当加密,必要时,采取现场剪切试验确定滑动面的抗剪

强度指标 ;

3 勘探工作宜采用钻探、坑 (井)探和槽探等方法。

4.3 稳定性分析评价

4.3.1 边坡加固工程的稳定性分析评价应在充分查明工程地质

条件的基础上,根据边坡岩土类型、可能破坏形式和支护结构特

征以及支护结构作用等进行稳定性评价。

4,3.2 边坡加固工程的稳定性评价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 ,

应先进行定性评价,后进行定量评价。边坡加固工程的稳定性评

价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的

有关规定。

4.3.3 当原支护结构对边坡稳定性起有利作用时,边坡工程稳

定性验算应考虑其有效抗力。原支护结构的有效抗力应根据边坡

工程破坏模式、变形、破坏情况和地区工程经验确定。

4.3.4 存在原有支护结构有效抗力作用时的边坡稳定性可按本

规范附录 A提供的方法进行计算。其他情况的稳定性验算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和 《建筑边坡



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的 有关规定。

4.3.5 滑动面为圆弧形和折线形时,应在滑面倾角明显变化处、

滑面与水位线相交处、滑面强度指标变化处、地下水位线倾角明

显变化处、地形坡角明显变化处、地形线与河 (库 )水位线相交

处、地面荷载明显变化处等处进行计算条块分界点的划分;计算

条块数量应满是计算精度的要求。

4.3.6 对存在多个滑动面的边坡工程,应分别对各种可能的滑

动面进行稳定性验算分析,并取最小稳定性系数作为边坡工程稳

定性系数。对多级滑动面的边坡工程 ,应分别对各级滑动面进行

稳定性验算分析。

4.3.7 边坡抗滑稳定状态应分为稳定、基本稳定、欠稳定和不

稳定四种,可根据边坡抗滑稳定系数按表 4.3.7确 定。

注:凡I为边坡稳定安全系数◇

4.3.8 下列情况时应提出加固处理建议 :

1 当边坡工程岩土体及支护结构地基出现明显变形破坏迹

象时 ;

2 当边坡工程整体稳定性不能满足稳定安全系数要求时。

4.4参 数 取 值

4.4.1 边坡加固工程的有关岩土物理力学指标应通过原位测试、

室内试验并参考地区经验确定。当无试验条件时,安全等级为二

级或三级的边坡加固工程可按地区经验确定。

4.4.2 对于未出现变形或处于弱变形阶段的边坡工程 ,滑动面

抗剪强度指标可取现场原位测试的峰值强度值 ;处于滑动阶段或

已滑动的边坡工程,滑动面抗剪强度指标可取残余强度值;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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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既有边坡工程稳定状态划分

边坡稳定性系数 Fs Fs(1.0o 1.0α≤Fs(∶ 1.05 1.05≤Fs<凡】 风≥ F虫

边坡稳定状态 不稳定 欠稳定 基本稳定 稳 定



强变形阶段的边坡工程,滑动面抗剪强度指标可取介于峰值强度

与残余强度之间值。

4.4.3 利用搜集的岩土物理力学指标时应进行分析复核,并应

充分考虑边坡工程使用期间岩土体及岩体结构面的物理力学性质

发生的变化。

4.4.4 当边坡工程已产生变形或滑动时,可采用反演分析法确

定滑动面抗剪强度指标。对出现变形的边坡工程,其稳定性系数

Ks宜取 1。 00~1。 05;对产生滑动的边坡工程,其稳定系数 Ks

宜取 0.95~1。 00。

4.4.5 边坡工程鉴定报告所提供的原支护结构的有效抗力和岩

土物理力学指标应加以合理利用,并应对边坡加固工程设计所需

的有关岩土物理力学指标进行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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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边坡工程鉴定

5.1一 般 规 定

5.1.1 既有边坡工程加固前应进行边坡工程鉴定。

5.1.2 在下列条件下,应进行边坡工程安全性鉴定 :

1 遭受灾害、事故或其他应急鉴定时 ;

2 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陷或出现影响边坡工程安仝性、适

用性或耐久性的材料劣化、构件损伤或其他不利状态时 ;

3 对邻近建筑物安全有影响时 ;

4 进行改造、扩建及使用环境改变时 ;

5 需要进行整体维护、维修时 ;

6 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拟继续使用时 ;

7 需进行司法鉴定时 ;

8 使用性鉴定中发现安全性问题时。

5.1.3 在下列情况下,可进行边坡工程正常使用性鉴定 :

1 使用维护中需要进行常规J跬的检查 ;

2 边坡工程有特殊使用要求的鉴定。

5.1.4 当边坡工程存在耐久性问题时,应进行边坡工程耐久性

鉴定。

5.2 鉴定的程序与工作内容

5.2.1 边坡工程鉴定程序可按图 5.2。 l进行。

5.2.2 初步调查宜包含下列工作内容 :

1 查阅边坡工程资料,包括边坡工程勘察资料、设计图、

设计变更资料、竣工图、竣工资料、历次检测 (监测 )、 加固和

改造资料、质量或事故处理报告等 ;

2 调查边坡工程历史,如原始施工、维修、加固、改造、

】亻



受理委托

初步调查

明确鉴定目的、范围、

内容和要求

制定鉴定方案 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及设备

现场调查和检测 补充检测

赢
刁

~
`
一觎
一 一

~
囤

η
鉴定报告卜 专家评审 (特殊边坡)

图5.2.1 鉴定程序

用途变更、使用条件改变以及受灾等情况 ;

3 现场考察,根据资料核对实物,调查边坡工程实际使用

情况,查看已发现的问题 ,听取有关人员的意见等 ;

4 拟定鉴定方案。

5.2,3 鉴定方案应根据鉴定对象的特点和初步调查的结果,鉴

定的目的、范围、内容和要求制定。鉴定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

1 工程概况,主要包括边坡工程类型、边坡总高度、周边

环境,边坡设计、施工及监理单位,建造年代等 ;

2 鉴定的目的、范围、内容和要求 ;

3 鉴定依据,主要包括检测、鉴定所依据的标准及有关的

技术资料等 ;

4 检测项目和选用的检测方法以及抽样检测的数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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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检测鉴定人员和仪器设各情况 ;

6 鉴定工作进度计划 ;

7 所需要的配合工作 ;

8 检测中的安仝措施 ;

9 检测中的环保措施。

5.2.4 详细调查与检测宜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下列工作内容 :

1 详细研究相关文件资料;当边坡工程勘察资料不完整或

检测过程中发现其他工程地质问题时,应按本规范第 准章的规定

执行 ;

2 调查核实使用条件;应对设计、施工、用途、维修、加

固等建设、使用历史进行调查,同时对永久荷载、可变荷载、偶

然荷载作用和间接作用进行调查,当环境作用对边坡安全性影响

较大时应进行环境作用调查 ;

3 材料性能检测分析;当 图纸资料有说明且不怀疑材料性

能有变化时,可采用设计值;当无图纸资料或存在问题时,应按

国家现行有关检测技术标准,现场取样进行检测或现场测试 ;

4 支护结构、构件的检查和抽样检测;当有图纸资料时 ,

可进行现场抽样复核;当无图纸资料或图纸资料不全时,应通过

对支护结构的现场调查和分析,再按国家现行有关检测技术标

准,对重要和有代表性的支护结构、构件进行现场抽样检测 ;检

测数据离散性大时应全数检测 ;

5 附属工程的检查和检测;重点检查边坡工程排水系统的

设置和其排水功能,对其他影响安全的附属结构也应进行检查。

5.2.5 根据详细调查与检测数据,对各鉴定单元的安全性进行

分析与验算 ,包括整体稳定性和局部稳定性分析,支护结构、构

件的安全性、正常使用性和耐久性分析及出现问题的原因分析。

5.2.6 在边坡工程鉴定过程中,若发现调查和检测资料不充分

或不准确时,应及时补充调查、检测。

5.2.7 边坡工程可划分成若干鉴定单元进行鉴定评级 ,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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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全性评级分为四个等级 ,正常使用性评级分为三个

等级 ;

2 当鉴定单元可划分为构件和子单元时,应按表 5.2.7规

定的工作内容进行鉴定单元的评级 ;

表5.2.7 鉴定单元评级的层次、等级划分及工作内容

3 当鉴定单元不能细分为构件、子单元时,应根据鉴定单

元的实际检测数据,直接对其安全性进行评级 ;

4 对复杂鉴定单元 ,可将其分成若干独立的子单元,按表

5.2.7进行独立子单元的评级。

5.2.8 特殊项目鉴定的程序可按本规范第 5.2.1条 规定的程序

执行,但其工作内容应符合特殊项目鉴定的要求。

5.2.9 边坡工程鉴定工作完成后,应及时提出鉴定报告,鉴定

层 次

层名 鉴定单元 子单元 构件

安
全
性
鉴
定

等级 Asu、 Bsu、 Csu、 Dsu 等级 Au、 I]\u、 Cu、 Dv au、 bv、 cu、 du

稳定性分析

子单元评级综合分析

地基基础 地基变形、承载力

支护结构

蹩体性能

承载功能
承载能力、

连接和构造

附属工程 排水功能

正
常
使
用
性
鉴
定

等级 Ass、 I:|ss、 Css 等级 As、戢、α as、 bs、 cδ

子单元评级综合分析

地基基础
影响边坡正常使用的

地基基础变形、损伤

支护结构
使用状况

变形

裂缝

缺陷、损伤

腐蚀

位移 空间位移

附属结构 功能与状况

″
'



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工程概况 ;

2 鉴定的目的、范围、内容和要求 ;

3 鉴定依据 ;

4 调查、检测项目的实测数据 ;

5 检测数据的分析、验算及结果 ;

6 鉴定结论及建议 ;

7 附件。

5.2.10 鉴定报告的编写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鉴定报告中宜明确鉴定对象的剩余使用年限,应指出鉴

定对象在剩余使用年限内可能存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 ;

2 鉴定报告中应明确鉴定结果 ,指明鉴定对象的最终评级

结果 ,作为技术管理或制定加固、维修计划的依据 ;

3 鉴定报告宜按表 5.2.10明确各层次构件、子单元和鉴定

单元的评级结果 ,且应明确处理对象 ,对安全性等级为 cu级和

戏级的构件及 C剐 级和 D浏级的鉴定单元的数量、所处位置做出

详细说明,并提出处理建议。

表5.2.10 边坡工程鉴定评级汇总表

5.3 调查与检测

5.3.1 使用条件的调查与检测应包括边坡工程上的作用、使用

环境和使用历史三部分 ,调查中应考虑使用条件在 目标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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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单元 支护结构构件评级结果 子单元评级结果 鉴定单元评级结果

I

au、 bv、 cu、 d1】

as、 bs、 cs

Av、 鼠 、Cu、 Du

As、 IⅠ⒊s、 Cs

A鼠 l、 I:;su、 Csu、 Dsv

Ass、 I]9ss、 Css

Ⅱ
au、 bu、 cu、 du

as、 bs、 cs

Au、 1∶ \u、 Cu、 Du

As、 Bs、 Cg `u、

豇u、 αu、 么v

`01ss、

跃s、 C、



内可能发生的变化。

5.3.2 边坡工程鉴定应通过现场踏勘、资料查阅和向委托方、

知情人员及边坡工程月边居民调查,了解边坡工程使用、维护和

改造历史。

5.3.3 边坡工程作用的调查和检测,可选择表 5.3.3中 的项目。

5.3.4 边坡工程使用环境应包括气象环境、地质环境和边坡工

程工作环境,可按表 5.3.4中所列项目进行调查。

5.3.5 边坡工程所处环境类别和作用等级,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的有关规定确定;当为化

学腐蚀环境时,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建筑防腐蚀设计规范》

GB50046和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的 有关规定确定。

表 5.3.3 边坡工程的作用调查检测项目

作用类别 调查、检测顼目

永久作用
1 土压力、水压力、预应力等直接作用,地基变形等间接作用 ;

2 坡顶堆载、建 (构 )筑物恒载等

可变作用

(荷载)

l 人群荷载 ;

汽车荷载 ;

冰、雪荷载 ;

其他移动荷载等

2

3

4

偶然作用
1

2

地震作用 ;

水灾、爆炸、撞击等

表 5.3,4 边坡工程使用环境调查项目

环境条件 调 查 项 目

气象条件
降雨季节、降雨量、降雪量、霜冻期、冻融交替、土壤冻结

深度等

地质环境 地形、地貌、工程地质、周边建筑物等

边坡工程

I作环境
侵蚀性气体、液体、固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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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边坡工程及周边环境的变形与裂缝的调查、检测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调查范围为边坡工程塌滑区及其影响范围内的地面、建

筑物、需保护的管线等 ;

2 对已发生变形或出现裂缝的部位应做出标识和记录 ;

3 对建筑物的变形、倾斜等应采用相应的仪器设备进行检测 ;

4 对地面或结构体裂缝深度、宽度、走向应采用相应的仪

器设备进行检测或观测,并对其变化趋势进行监测或判断。

5.3.7 边坡工程现场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检测抽样原则和抽样数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

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的 规定执行 ,支护结构构件的抽样

数量可按检测类别 B的要求执行,检测数据离散性大时应全数

检测 ;

2 检测项目和内容应包括地基基础、支护结构和附属工程

的几何特性、材料性能和结构性能等 ;

3 地基基础、支护结构和附属结构的检测除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其他现行有关检测标准的要求 ;

4 检测时应确保所使用的仪器设备在检定或校准周期内并

处于正常工作状态,仪器设备的精度应满足检测项目的要求。

5.4 鉴定评级标准

5.4.1 边坡工程鉴定的构件、子单元和鉴定单元的评级标准应

符合表 5.4.1△ 和表 5。 逐.1乇 的规定。

表 5.4。 ⒈1 安全性鉴定评级标准

鉴定对象 等级 分 级 标 准 处 理 要 求

构件

构件承载能力不低于设计要求的 100%,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
不必采取措施

bu
构件承载能力不低于设计要求的 95%,

基本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
可不采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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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4.1△

鉴定对象 等 级 分 级 标 准 处 理 要 求

构件

构件承载能力不低于设计要求的 tJO%,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影响

安全

应采取措施

构件承载能力低于设计要求的 gO%,

重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 ,

严重影响安全

严

已
必须及时或立即

采取措施

子单元

Au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

可能有个别次要

构件 宜 采取 适 当

措施

瓯

无 du级构件且 cu级 构件不超过 20%,

无影响承载功能的变形,整体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

可能有极少数构

件应采取措施

Cv

du级构件不超过构件总数的 lO%,且 du

级构件不危及支护结构整体安全性,局 部

略有影响承载功能的变形,不符合国家现

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

可能有极少数构

件必 须 立 即采 取

措施

Du

du级构件超过构件总数的 10%或 du级

构件危及支护结构攫体安全性,有影响承

载功能的变形,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的安全性要求

必须 立 即采 取

措施

鉴定单元

Asu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

可能有个别次要

构件 宜 采 取 适 当

措施

戊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无影

响整体安全的构件

可能有极少数构

件应采取措施

Csv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影

响獾体安全,应采取措施

可能有极少数构

件必 须 立 即采 取

措施

%
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安全性要求 ,

严重影响榷体安全

必须 立 即采 取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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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I-z 使用性鉴定评级标准

鉴定对象 等级 分 级 标 准 处 理 要 求

构件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能

正常使用
不必采取措施

bs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但

构件可能有不影响正常使用的裂缝或其他

缺欠

可不采取措施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 ,

影响正常使用
应采取措施

子单元

As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

可能有个别次要

构件 宜 采 取 适 当

措施

队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bs

级构件不超过构件总数的 20%,且不含 cs

级构件,不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可能有极少数构

件应采取措施

Cs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 ,

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应采取措施

鉴定单元

Ass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

可能有个别次要

构件 宜 采取 适 当

措施

Bss

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有

Bs级子单元,但无 C:级子单元,不影响整

体正常使用

可能有极少数构

件应采取措施

Css
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正常使用要求 ,

影响整体正常使用
应采取猎施

5。 5 支护结构构件的鉴定与评级

5.5.1 边坡工程单个构件的划分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基础

1)独立基础 :一个基础为一个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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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条形基础 :两个变形缝所分割的区段为一个构件 ;

3)单桩 :一根为一个构件 ;

4)群桩 :两个变形缝所分割的承台或独立的承台及其所

含的基桩为一个构件 ;

5)地梁 :两个变形缝所分割的区段为一个构件。
2 支护结构

1)锚杆 :一根锚杆为一个构件 ;

2)抗滑桩 :一根抗滑桩为一个构件 ;

3)肋柱:两根锚杆所区分的一段肋柱为一个构件 ;

4)肋梁 :两根肋柱所区分的一段肋梁为一个构件 ;

5)挡墙 :两个变形缝所分割的挡墙段为一个构件 ;

6)挡板 :按肋梁、肋柱或桩区分的挡板段为一个构件。
5.5.2 构件的安全性等级评定应通过承载力项目的校核和连接

构造项 目的分析确定。评级标准应符合本规范表 5。 4.11的
规定。

5.5.3 构件的使用性等级评定应通过裂缝、变形、缺陷和损伤、

腐蚀等项目对构件正常使用的影响分析确定。评级标准应符合本
规范表 5。 4。 l乇 的规定。

5.5.4 锚杆安全性鉴定评级宜按下列规定进行 :

1 调查锚杆已有技术资料,根据已有技术资料对锚头、锚

杆杆体、锚固段承载力进行验算 ;

2 锚杆现场检测可抽样检测,检测项 目及抽样数量宜符合
下列规定 :

1)对锚杆外锚头固端质量进行全数检查。对发现有质量

缺陷的外锚头进行全数检测;对未发现有质量缺陷的

外锚头抽其总数的 5%,且不应少于 3个进行检测 ,

并对外锚头锚固性能进行评价 ;

2)有 条件时,对锚杆杆体施工质量进行检测 ;

3)采取有效安全措施或预加固措施后 ,抽取锚杆总数的
5%,且每种类型锚杆不应少于 3根 ,进行锚杆抗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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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检验其抗拔承载力。

5.5.5 锚杆的耐久性应根据锚杆修建年代、材料选择、防腐措

施、环境类别和作用等级,及当地工程经验类比进行评估 ;确有

必要,可局部开挖探坑检测锚杆腐蚀情况 ,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评估其耐久年限。

5.5.6 混凝土构件的耐久年限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建筑可

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进行评估。

5.5.7 重力式挡墙中砌体材料的耐久性年限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砌墙砖试验方法》GB/T25妮 进行评估。

5.5.8 按坡率法修建的边坡工程,应根据边坡工程的地质特点、

高度和已使用年限,划分成若干鉴定单元,调查各鉴定单元的外

露岩土体的风化程度、局部块体材料的裂隙、损伤程度,根据其

整体或局部滑动的可能性、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及当地工程经

验,确定其耐久年限。

5.6 子单元的鉴定评级

5.6.1 支护结构中地基基础的安全性评级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

5.6.2 支护结构的安全性应按支护结构的整体性、承载功能和

变形二个项目进行评级,评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支护结构整体性评定等级应符合表 5.6.⒉1规定 ;

表 5.6.z-1 支护结构整体性评定等级

评定等级 Au或 瓯 G或 Du

支护结构

布置和

构造

支护结构布置合理,形成完整

的体系;传力路径明确或基本明

确;结构形式和构件选型、整体

性构造和连接等符合或基本符合

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满足安全

性要求或不影响安全

支护结构布置不合理,基本上未

形成或未形成完榷的体系;传力路

径不明确或不当;结构形式和构件

选型、整体性构造和连接等不符合

或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

定,影响安全或严重影响安全

2亻



2 按承载功能和变形评定支护结构的等级应符合表 5.6。 ⒉

2的规定 ;

表 5.6。 ⒉2 支护结构承载功能和变形评定等级

构的评级结果。

5.6.3 附属工程的安全性应对排水工程或系统的排水功能进行
评定。当排水工程或系统失效严重影响边坡工程排水功能时,应
根据其影响地基基础、支护结构承载功能和变形的程度及同类工

程经验类比,直接评定为 Cu或 Du级 ;其他情况可评定 Au或 Bu

级。

5.6.4 子单元正常使用性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As级 :子单元所含构件无变形或已有变形满足国家现行
标准规定 ,无 cs级构件,bs级的构件数量较少 ,使用状况良好 ;

2 曳级 :子单元所含构件已有变形、裂缝最大值基本满足
国家现行标准规定 ,cs级构件不超过构件总数的 zO%;

3 Cs级 :子单元所含构件已有变形、裂缝最大值不满足国
家现行标准规定 ,且 cs级构件超过构件

`总数的⒛ %。

5.7 鉴定单元的鉴定评级

5.7.1 鉴定单元的稳定性鉴定评级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C的
规定。

评定等级 Au 残 Cu DⅡ

支护结构

承载功能

和变形

构件集中不

含 cu级 和 du

级 构 件,bu

级构件不超过

30%,无影响

承载功 能 的

变形

构件集中不

含 du级构件 ,

cu级 构件不

超 过 20%,

无影响承载功

能的变形

构件集中 du

级构件不超过构

件总数的 10%,

且 du级 构件不

危及支护结构整

体安全性,局部

略有影响承载功

能的变形

构件集中 du级构

件超过构件总数的

lO%,或 du级构件

危及支护结构整体

安全性,有 影响承

载功能的变形

3 支护结构应按本条第 1、 2款的较低评定等级作为支护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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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7.2 鉴定单元安全性的鉴定评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附属工程安全性评定为 Bu级以上时,应以地基基础、

支护结构和鉴定单元稳定性评级中的最低评定等级,作为鉴定单

元的安全性等级 ;

2 当附属工程安全性等级为 Cu级 ,地基基础、支护结构和

鉴定单元稳定性评级不低于 黾 级时,鉴定单元安全性评级应为

Bs"J级 ;

3 当附属工程安全性等级为 Du级 ,地基基础、支护结构

和鉴定单元稳定性评级不低于 Cu级时,鉴定单元安全性评级应

为 αu级 ;

4 其他情况应以地基基础、支护结构和鉴定单元稳定性评

级中的最低评定等级,作为鉴定单元安仝性评定等级。

5.7.3 鉴定单元使用性评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八s级 :Bs级子单元不应超过子单元总数的 1/3;

2 B灬级:无 Cs级子单元 ;

3 Css级 :有 Cs级子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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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边坡加固工程设计计算

6.1一 般 规 定

6.1.1 既有边坡工程加固设计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
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的有关规定。其中,混凝土构件

加固设计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50367的 有关规定 ,砌体构件加固设计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702的有关规定。
6.1。 2 地震区边坡工程、涉水边坡工程及动荷载作用下的边坡
工程加固设计计算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标准的规定。

6.1.3 原支护结构、构件几何尺寸应根据鉴定结果确定。
6.1.4 原支护结构、构件材料的强度标准值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

1 当现场检测数据符合原设计值时,可采用原设计标准值 ;

2 当现场检测数据与原设计值有差异时,应采用检测结果

推定的标准值,标准值的推定方法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6.2计 算 原 则

6.2.1 边坡加固工程的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采用削方减载法、堆载反压法、加大截面加固法加固时 ,

岩土侧压力应根据边坡加固工程勘察资料提供的岩土参数 ,按现

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o的有关规定进

行计算 ;

2 采用注浆加固法加固时,岩土侧压力应根据试验区加固

后的岩土参数实测值 ,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

范》GB50330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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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边坡工程无支护结构或支护结构失效、地基失稳或边坡

工程整体失稳,采用锚固加固法、抗滑桩加固法等方法加固时 ,

新增支护结构和构件承担的岩土侧压力应根据边坡加固工程勘察

资料提供的岩土参数,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

范》GB50330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

4 采用新增支护结构或构件与原支护结构或构件形成组合

支护结构加固边坡时,新增支护结构或构件抗力应按本规范第

6,2,2条 确定 ,原 支护结构或构件的有效抗力应按本规范第

-。
2.3和第 6.2.4条确定。

6.2.2 采用锚固加固法、抗滑桩加固法加固时,新增支护结构

或构件与原支护结构形成组合支护结构共同工作,组合支护结构

抗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根据边坡加固工程的勘察报告、鉴定结论、使用要求、

加固措施等,确定计算单元中新增支护结构或构件的抗力和原支

护结构或构件的有效抗力 ;

2 组合支护结构抗力计算简图,应符合其实际受力和构造 ;

3 计算单元中的组合支护结构或构件应满足下式要求 :

⒍胝 +Ro≥KS

式中:RN——新增支护结构或构件的抗力 ;

⒍
——新增支护结构或构件的抗力发挥系数,按本规范

第 6.3节 的有关规定确定 ;

R。
——原支护结构或构件的有效抗力,按本规范第 6.2.3

和第 6.2.4条确定 ;

Κ——安全系数,根据不同支护结构类型的不同计算模

式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

50330的相关规定确定 ;

S——支护结构或构件上的外部作用,根据边坡工程破

坏模式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GB50330相 关规定确定。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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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边坡工程加固设计时,原支护结构或构件的有效抗力可

根据原支护结构构件的几何尺寸和材料性能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和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相关规定计算确定。原支护结构构件的几何尺寸和材料

强度宜按下列规定确定 :

1 对鉴定等级为 au级的构件,其几何尺寸、材料性能可按

原设计文件取值 ;

2 对鉴定等级为 bu、 cv、 du级的构件,其几何尺寸、材料

性能应根据鉴定结果取值。

6.2.4 边坡工程加固设计时,下列情况不应考虑原支护结构或

构件的有效抗力 :

1 支护结构基础位于潜在滑面之上 ,边坡工程整体失稳时 ;

2 锚杆锚固段位于非稳定地层中时 ;

3 支护结构或构件通过加固处理后 ,除结构自身重力作用

外 ,难以有效恢复的抗力 ;

4 鉴定结果认定支护结构或构件已经失效时,除结构自身

重力作用和满足结构安全性要求的构件外的抗力。

6.2.5 边坡工程加固后改变传力路径或使支护结构质量增大时 ,

应对相关支护结构、构件及地基基础进行必要的验算。

6.2.6 加固后的支护结构上岩土侧压力分布应根据加固方法、

原边坡岩土侧压力分布图形、新增支护结构刚度及作用位置、施
工方法等因素确定 ,可简化为三角形、梯形或矩形。

6.2.7 地震区支护结构或构件的加固,除应满足承载力要求外 ,

尚应复核其抗震能力。同时,还应考虑支护结构刚度增大和结构

质量重分布而导致地震作用效应增大的影响。

6.3计 算 参 数

6.3.1 采用锚固加固法加固时,根据边坡工程的支护形式和鉴

定单元安全J跬
等级 ,新增锚杆及传力结构的抗力发挥系数 缸宜

按表 6.3.1采用。



表 6.3.1 新增锚杆及传力结构的抗力发挥系数刍

边坡支护形式 鉴定单元的安全性等纫 非预应力锚固加固法 预应力锚固加固法

重力式挡墙

Bsu

Csu

D、 u

悬臂式、

挟壁式挡墙

鼠 u

Csu 0.95

Dsu 0.75

锚杆 (索 )

挡墙

α u

Dsu 0,65

岩石锚

喷边坡

Csu 0.90

Dsu

桩板式挡墙

Bsu

α u

Dsu

注:1 锚固段为土层时,抗力发挥系数宜比表中数值降低 0.05;

2 考虑新增传力结构构件重力作用时,抗力发挥系数取 l,00。

6.3.2 采用抗滑桩加固法加固重力式挡墙、桩板式挡墙时,根

据边坡工程的支护形式和鉴定单元安全性等级,新增抗滑桩及传

力结构的抗力发挥系数 ⒍宜按表 6.3.2采用。

表6.3.2 新增抗滑桩及传力结构的抗力发挥系数⒋

注:l 抗滑桩与预应力锚杆组合加固时,抗力发挥系数按本规范表 6,3.1采用 ;

2 抗滑桩埋人段为土层时,抗力发挥系数宜比表中数值降低 0.05;

3 考虑新增抗滑桩及传力结构构件重力作用时,抗力发挥系数取 1.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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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 v Csu Dsl

重力式挡墙 0.75

桩板式挡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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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边坡工程加固方法

7.1一 般 规 定

7.1.1 既有边坡工程加固方法可分为削方减载法、堆载反压法、

锚固加固法、抗滑桩加固法、加大截面加固法、注浆加固法和截

排水法等。也可采用当地成熟、可靠、有效的其他加固法。

7.1.2 本章中的加固方法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原有支护结构及构件有局部损坏时,应对损坏的支护结

构及构件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加固处理 ;

2 根据边坡工程的情况,应采取必要的排水、防渗措施以

及植被绿化等措施 ;

3 当边坡工程变形引发坡顶建筑物变形或开裂时,应对坡

顶建筑物实施监测和加固。

7.1.3 本章中各类加固方法的设计及构造要求除应符合本章规

定外 ,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

50330的规定。

7.2 削方减载法

7.2.1 削方减载法主要用于边坡整体稳定性及支护结构稳定性

等不满足要求时的加固。

7.2.2 下列情况不宜采用削方减载法 :

1 削方后可能危及邻近建筑物及管线等的安全和正常使

用时 ;

2 无抗滑地段、削方减载不能使边坡工程达到稳定时 ;

3 对牵引式斜坡或膨胀性土体的边坡工程。

7.2.3 削方减载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削方量应根据边坡工程及支护结构的整体和局部稳定性

32



验算确定 ;

2 削方应在推力段范围内执行 ;

3 削方减载不应产生新的不稳定边坡 ;

4 削方应距已有的邻近建筑物基础有一定的安全间距;不
得危及邻近建筑物、管线及道路等的安全及正常使用 ;

5 有条件时宜尽量削减或分阶削减不稳定岩土体 ,降低不

稳定或欠稳定部分的边坡高度。

7.2.4 对削方减载后形成的边坡可采用坡率法、支护及坡面防

护等进行处理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削方减载后形成的不稳定边坡 ,应采取适宜的支护结

构进行处理 ;

2 削方减载后形成的边坡整体稳定性满足要求时,应进行

坡面防护 ;

3 削方边坡表面防护形式应根据其岩土情况、稳定性、使

用要求及周边环境条件等,可采用混凝土或条石格构护坡、干砌

片石或浆砌块石护坡、喷射混凝土及植被绿化等措施,坡顶宜设

置截水沟,坡脚宜设置护脚墙并设置排水沟。

7.2.5 削方减载法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根据现场情况,确定分段施工长度,并隔段施工 ;

2 开挖应先上后下、先高后低、均匀减重 ;

3 开挖后的坡面应及时进行防护及排水处理 ;

4 不应因施工开挖形成不稳定的斜坡 ;

5 开挖土体应及时运出,不得对邻近边坡形成堆载或因临

时堆载造成新的不稳定边坡。

7.3 堆载反压法

7.3.1 堆载反压法主要用于边坡的整体稳定性和支护结构稳定

性等不满足要求时的加固。

7.3.2 堆载反压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堆载反压量应根据拟加固边坡的整体稳定性及支护结构



的稳定性验算确定 ;

2 反压位置应在抗滑段和边坡坡脚部位 ;

3 堆载反压不应危及邻近建筑物及管线等的安全和正常使

用,不应对邻近的边坡带来不利影响 ;

4 堆载反压加固材料宜就地取材、便于施工,可采用岩土

体、条石、沙袋或混凝土等 ;

5 堆载反压体应与被加固的坡体紧密接触,保证能提供有

效的抗力;当采用土体进行堆载反压时,土体应堆填密实;当为

永久性加固时,土体的密实度不宜低于 O.90;采用毛条石反压

时应错缝浆砌搭接 ;

6 堆载反压的地基稳定性、承载力及变形应满足要求 ;

7 堆载反压不应堵塞挡墙前缘的地下水渗水、排水通道。

7.3.3 当应急抢险堆载反压的土体不满足永久性加固要求时 ,

应采用换填、碾压或注浆加固法等进行处理。

7.4 锚固加固法

7.4.1 锚固加固法适用于有锚固条件的边坡整体稳定和支护结

构抗滑移、抗倾覆、支护结构及构件承载力等不满足要求时的

力日固。

7.4.2 下列情况的边坡工程宜优先采用锚固加固法 :

1 高大的岩质边坡或锚固段土质能满足锚固要求的土质

边坡 ;

2 各类锚杆边坡工程 ;

3 变形控制要求较高的边坡工程 ;

4 无放坡条件或因施工扰动使边坡稳定性降低较大的边坡

工程 ;

5 抗震设防烈度较高地区的边坡工程。

7.4.3 下列情况的边坡工程不应采用锚固加固法 :

1 软弱土层的边坡工程 ;

2 岩土体对钢筋和水泥有强烈腐蚀作用的边坡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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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锚固处理也不能满足设计要求的土质边坡 ;

4 锚杆非锚固段为欠固结的新填土、高度较高及竖向压缩

变形较大的边坡工程。

7.4.4 锚固加固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新增锚杆的承载力、数量及间距应根据边坡整体稳定性、

支护结构抗滑移、抗倾覆稳定性、支护结构及构件的强度等计算

确定 ,并符合本规范第 6章的规定 ;

2 锚杆的布设位置及方位应根据边坡潜在的破坏模式、支

护结构抗滑移、抗倾覆和构件强度等要求确定 ,并考虑边坡作用

力分布形态 ;

3 新增锚杆与原支护结构中的锚杆间距不宜小于 1m,且应

将锚固段错开布置,或改变锚杆的倾角或水平方向角;新增锚杆

锚固段起点应从原锚杆锚固段的终点开始计算 ,且应穿过已有滑

裂面或潜在滑裂面不小于 2m;

4 锚杆夕卜锚头处的传力构件应有足够的强度与刚度。

7.4.5 锚固加固法中锚杆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预应力锚杆宜采用精轧螺纹钢筋、无粘结钢绞线等易于

调整预应力值的锚固体系 ;

2 新增锚杆的锁定预应力值宜为锚杆拉力设计值;当被锚

固的支护结构位移控制值较低时,预应力锚杆的锁定预应力值可

为锚杆拉力设计值的 75%~⒇ %;
3 锚杆防腐和其他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

术规范》GB50330的 有关规定。

7.4.6 原有锚杆外锚头出现锈蚀或保护层开裂时,应按国家现

行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修复。

7.4.7 锚固加固法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采用水钻成孔法施工可能引发边坡变形增大、稳定性降

低时,应改用干钻成孔法施工 ;

2 锚杆施工时,不应损伤原支护结构、构件和邻近建筑物

基础 ;



3 预应力锚杆张拉顺序应避免相近锚杆相互影响,并应采

用分级张拉到位的施工方法 ;

4 预应力张拉过程中,应加强监测原支护结构及构件的变

形 ,防止预应力张拉对其造成危害。

7.5 抗滑桩加固法

7.5.1 抗滑桩加固法适用于边坡工程及桩板式挡墙、重力式挡

墙等支护结构加固。

7.5.2 抗滑桩可与预应力锚杆联合使用,并与原有支护结构共

同组成抗滑支护体系。

7.5.3 抗滑桩加固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抗滑桩设置应根据边坡工程的稳定性验算分析确定 ;

2 边坡岩土体不应越过桩顶或从桩间滑出 ;

3 不应产生新的深层滑动 ;

4 用于滑坡治理的抗滑桩桩位宜设在滑坡体较薄、锚固段

地基强度较高的地段 ,应综合考虑其平面布置、桩间距、桩长和

截面尺寸等因素 ;

5 用于桩板式挡墙、重力式挡墙加固的抗滑桩宜紧贴墙面

设置。

7.5.4 抗滑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施工前应作好场地地表排水。稳定性较差的边坡工程宜

避开雨期施工 ,必要时宜采取堆载反压等增强边坡稳定性的措

施 ,防止变形加大 ;

2 抗滑桩施工应分段间隔开挖 ,宜从边坡工程两端向主轴

方向进行 ;

3 滑坡区施工开挖的弃渣不得随意堆放在滑坡体内,以免

引起新的滑坡 ;

4 桩纵筋的接头不得设在土石分界处和滑动面处 ;

5 桩身混凝土宜连续灌注,避免形成水平施工缝。

7.5.5 抗滑桩设计计算应符合本规范第 6章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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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加大截面加固法

7.6.1 加大截面加固法适用于下列支护结构、构件及基础的

加固 :

1 重力式挡墙墙身、墙下钢筋混凝土扩展基础 ;

2 桩板式挡墙挡板 ;

3 锚杆挡墙肋柱、肋梁及挡板 ;

4 悬臂式挡墙和挟臂式挡墙的钢筋混凝土构件。

7.6.2 支护结构及构件采用加大截面加固法时,加 固后支护结

构及构件的抗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

规范》GB50367和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702的 有关

规定。

7.6.3 支护结构基础采用加大截面加固法时,尚应符合现行行

业标准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C,J123的 有关

规定。

7.7 注浆加固法

7.7.1 注浆加固法适用于砂土、粉土、黏性土、人工填土等土

体地基加固、岩土边坡坡体加固、抗滑桩前土体加固及提高土体

的抗剪参数值。

7.7.2 注浆加固法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注浆质量指标和注浆范围应根据边坡工程特点和加固目

的,结合地质条件及施工条仵确定 ;

2 应考虑注浆过程对边坡工程带来的不利影响 ;

3 应根据边坡加固的要求,选择注浆材料、注浆方法 ;以

提高岩土体抗剪参数为主时,可采用以水泥为主剂的浆液;以防

渗堵漏为主时,可采用黏土水泥浆、黏土水玻璃浆等浆液 ;孔隙

较大的砂砾石层和裂隙岩层 ,可采用渗透注浆法;黏性土层可采

用劈裂注浆法 ;

4 注浆设计前宜进行室内浆液配比试验和现场注浆试验 ,



确定浆液的扩散半径、注浆孔间距及布置等设计参数和检验施工

方法及设各;也可根据当地类似工程的经验确定设计参数 ;

5 注浆孔可采用等距布孔、梅花形布置;渗透性较好的砂

性土层 ,注浆孔间距可取 1.0m~2.Om;黏性土层可取 0.8m~
1.5m;

6 渗透注浆的注浆压力不应超过注浆点处覆盖层土体的自

重压力与外加荷载压力之和 ;

7 注浆加固地基时,注浆孔布孔范围超过基础边缘外宽度

不宜小于基础宽度的一半 ,且大于地基有效持力层宽度,注浆加

固深度不应小于地基有效持力层深度 ;

8 注浆加固边坡时,注浆范围应深人滑动面以下 ;当支护

结构被动土压力区采取注浆加固时,注浆范围应深人被动土压力

滑裂面以下,但不宜超过支护结构底部。

7.7.3 注浆加固法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选择注浆方法时,应考虑岩土的类型和浆液的凝胶时间 ;

2 施工时要随时根据支护结构及周边环境的反应调整注浆

压力,不能出现因压力过大而导致支护结构或边坡变形过大 ;

3 注浆施工前 ,应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进行注浆试验,通

过监测数据反馈分析优化注浆参数;注浆区域较大或地质条仵复

杂时,注浆试验不应少于 3处 ;试验孔均可作为施工孔利用 ;

4 注浆时应遵守逐渐加密的原则 ,加密次数视地质条件和

施工条件等因素而定 ;

5 软弱破碎、竖向裂隙发育、容易串冒浆的岩土层,宜采

用自上而下分段注浆 ;

6 岩体裂隙注浆时,宜先用稀浆填充较小的裂隙,再用较

稠的浆液填充较宽的裂缝 ,注浆过程中变浆时机可根据注浆压力

与吸浆率的变化情况而定。

7.7.4 注浆过程中,出现浆液冒出地表时,可采取下列措施 :

1 降低注浆压力,同 时提高浆液浓度,必要时掺砂或水

玻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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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量注浆 ,间歇注浆 ;

3 地面进行填料反压处理。

7.7.5 注浆过程中,浆液过量流失到非注浆范围时,可采取下

列措施 :

1 低压或自流注浆 ;

2 改用较稠浆液 ;

3 加粗骨料 ;

4 添加速凝剂 ;

5 间歇注浆 ;

6 调整注浆施工顺序,首先进行周边封闭孔注浆 p

7.7.6 注浆质量检验可选用标准贯人试验、轻型动力触探、静

力触探、电阻率法、声波法或钻孔抽芯法。对重要工程可采用载

荷试验检验。

7.7.7 注浆加固法设计、施工及质量检验尚应符合现行行业标

准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⑴ 123的有关规定。

7.8截 排 水 法

7.8.1 当边坡工程变形及失稳与坡体积水直接相关时,宜采用

截排水法对边坡工程进行加固处理。

7.8.2 对边坡加固工程采用截排水法时,应根据边坡坡体的渗

透性、水源、渗透水量及环境条件等,选用下列方式进行处理 :

1 原有地表截排水系统及地下排水系统失效时,应进行疏

通、修复 ;

2 泄水孔失效时,应进行疏通或新增泄水孔 ;

3 当原有截排水系统不满足要求时,应新增截、排水系统 ,

新增截、排水系统距坡顶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5m;

4 对渗透性差的含水土层,宜采用砂井与仰斜排水孔联合

排水。

7.8.3 新增截、排水系统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地表水、生活及工业用水 ,宜在沿坡体直接塌滑区和



强变形区以外边缘的汇流区设截水沟,在坡体上沿水流汇集区设

排水沟 ;

2 对地下水 ,可根据坡体渗透性及水量等采用垂向孔或斜

向孔排水、渗管 (井 )排水、滤水层,或采用透水材料反压等 ;

3 在挡墙墙身上增设泄水孔。

7.8.4 地表的截、爿卜水沟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截、排水沟的截面形式宜采用矩形或梯形,也可采用半

圆形;当通过道路等时,宜采用箱涵或涵洞 ;

2 截、排水沟的截面形式及尺寸应根据水量计算确定,最

小宽度和深度均不应小于 300∏m;
3 当考虑城市排洪要求时,截、排水沟应满足城市防排洪

水设计要求。

7.8.5 盲沟 (洞 )排水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盲沟宜环状或折线形布置,并与地下水流向垂直 ;对原

有冲沟、沟谷及低凹处,宜沿低凹处布置 ;

2 盲沟的转折点和每隔 ⒛m~5om直 线地段应设置检

查井 ;

3 盲沟的断面尺寸应根据水量及施工条件等确定 ,沟底宽

度不宜小于 0.5m,坡度不宜小于 3%;

4 盲沟沟底应低于坡体内最低的渗水层 ;

5 盲沟内应采用碎块石回填,表面设滤水层。

7.8.6 斜孔排水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斜孑1应根据坡体地下水情况,设置于汇水面积较大的低

凹部位 ;

2 孔的直径应根据排水量、钻孔施工机具及孔壁加固材料

等确定,且不宜小于 50mm,孔 的倾斜度宜为 10° ~15°
;

3 孔壁可选用镀锌铜滤管、塑料滤管、竹管或采用风压吹

砂填塞钻孔。

7.8.7 对渗透性差的含水土层 ,可采用砂井与仰斜排水孔联合

排水措施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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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边坡工程加固

8.1一 般 规 定

8.1.1 既有边坡工程加固方案的选择应考虑下列因素 :

1 原支护结构的损伤、破坏原因 ;

2 原支护结构的破坏模式和支护结构及构件的开裂变形

情况 ;

3 新增支护结构与原支护结构受力关系的合理性及加固有

效性 ;

4 施工方案的可行性 ;

5 经济合理性。

8.1.2 根据边坡工程的破坏模式、原因、施工安全及可行性以

及现场条件等,边坡工程的加固可以使用一种或多种加固方法组

合。当采用组合加 固法时,应使组合支护结构受力、变形相

协调。

8.1.3 边坡工程加固可采用新增支护结构和原有支护结构相互

独立的受力体系,或新增结构与原有支护结构共同受力的组合受

力体系。

8.1.4 加固方案宜优先采用有利于与原支护结构协同工作、主

动受力并对边坡工程稳定性和支护结构安全性扰动小的支护结构

形式。

8.I。 5 下列情况宜优先采用预应力锚杆加固法 :

1 已发生较大变形和开裂的边坡工程 ;

2 对变形控制有较高要求的边坡工程 ;

3 采用其他加固方法造成施工期边坡稳定性降低的边坡

工程 ;

4 土质边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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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当已发生较大变形和开裂的边坡支护结构的主要构件应

力较高时,应首先采取预应力锚杆加固法、削方减载法或堆载反

压法,对高应力构件进行卸载,降低其应力水平。当采用预应力

锚杆降低支护结构的应力水平时,预应力锚杆数量除应满足卸载

需要外,尚应满足锚固加固的需要。

8。 1.7 支护结构前缘进一步切坡开挖形成的边坡 ,其设计、施

工、监测等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
50330的有关规定。

8.1.8 边坡工程加固设计计算除本章有特别规定外,尚应符合

第 6章的有关规定。

8.2 锚杆挡墙工程的加固

8.2.1 锚杆挡墙的加固,可采用下列一种或多种加固方法 :

1 锚杆挡墙整体失稳、锚杆锚固力及肋柱承载力不足时的

加固,应优先采用锚固加固法,也可采用抗滑桩加固法 ;

2 锚杆挡墙的钢筋混凝土构件加固可采用加大截面法,也

可采用锚固加固法 ;

3 坡脚有反压条件时,可采用堆载反压法 ;

4 坡顶有较高的斜坡且有削方条件时,可采用削方减载法 ;

5 原挡墙排水系统功能失效时,可采用截排水加固法。

8.2.2 采用锚固加固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锚杆挡墙的整体稳定、锚杆承载力、锚杆挡墙肋柱承

载力等不足,采用锚固加固法时,可在肋柱上增设锚杆加固,也

可在锚杆挡墙肋柱间增设肋柱、横梁和锚杆加固 ;

2 新增锚杆的位置及大小应使原挡墙和加固构件的受力

合理 ;

3 锚杆挡墙肋柱外倾位移较大时,可在肋柱上加设预应力

锚杆。

8.2.3 采用抗滑桩加固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抗滑桩宜设于肋柱中间,并应设置可靠的传力构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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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抗滑桩紧贴挡板原位浇筑的方法 ;

2 抗滑桩悬臂高度较高,或岩土体作用力较大时,应采用

抗滑桩加预应力锚杆加固方法。

8.3 重力式挡墙及悬臂式、扶壁式挡墙工程的加固

8.3.1 重力式挡墙及悬臂式、扶壁式挡墙的整体稳定性、抗滑

移、抗倾覆或墙身强度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可采用下列一种或多

种加固方法 :

1 坡体为锚固性能较好的岩土层时,可优先采用锚固加

固法 ;

2 挡墙地基承载力较高时,可采用抗滑桩加固法或加大截

面加固法 ;

3 挡墙地基承载力较低或基础沉降变形较大时,可采用注

浆加固法 ;

4 本规范第 8.2.1条 3、 4和 5款规定的加固方法。

8。 3.2 采用锚固加固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岩质边坡的重力式挡墙无明显变形时,可采用非预应力

锚杆加固;土质边坡的重力式挡墙或挡墙变形已较大或需要严格

控制变形以及需要增加较大外加抗力时,可采用预应力锚杆

加固 ;

2 置于岩石上的重力式挡墙,无水平锚固条件时,可采用竖

向预应力锚杆加固;锚固点处应增设纵向的现浇钢筋混凝土梁 ,

梁的截面及配筋应满足外锚头的传力、构造和整体受力要求 ;

3 增设的锚杆和钢筋混凝土格构梁应与原挡墙形成组合受

力体系。

8.3.3 采用加大截面加固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根据设计要求、场地施工条件,可在挡墙外侧或内侧加

大截面 ;

2 当新增挡墙和原挡墙的连接可靠且能形成整体时,加 固

后的支护结构按复合结构进行整体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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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考虑加大截面后对地基基础的不利影响;土质地基时 ,

加大截面部分基础宜采用钢筋混凝土板式基础 ;

4 新增部分基础开挖应采用分段跳槽的开挖方案,必要时

可采用削方减载等措施 ,确保施工开挖安全。

8.3.4 采用抗滑桩加固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抗滑桩的截面、嵌固深度及高度应按计算确定 ;

2 抗滑桩宜紧贴重力式挡墙面现浇,或在抗滑桩与挡墙面

之间增设混凝土传力构件 ;

3 抗滑桩护壁设计时应考虑挡墙传来的土压力作用 ;

4 边坡稳定性较差时,抗滑桩施工应间隔开挖、及时浇筑

混凝土,并应防止抗滑桩施工期对原支护结构安全造成不利

影响。

8.3.5 挟壁式挡墙工程采用锚固加固法时,锚杆宜设于扶壁的

两侧 ,也可设于挟壁间的立板中部。

8.3.6 悬臂式、扶壁式挡墙结构构件的加固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的有关规定。

8.4 桩板式挡墙工程的加固

8.4.1 桩板式挡墙的整体稳定性、桩及挡板构件承载力等不满

足设计要求时,可采用下列一种或多种加固方法 :

1 锚固区岩土层性能较好时,可采用锚固加固法 ;

2 基岩面埋深较浅时,可采用抗滑桩加固法 ;

3 桩板式挡墙因桩前土体水平承载力不足时,可采用注浆

加固法 ;

4 本规范第 8.2.1条 3、 4和 5款规定的加固方法。

8.4.2 采用锚固加固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优先采用预应力锚杆加固 ;

2 锚杆可设于桩身;当锚杆设于桩两侧时,应增设传力构

件使新增锚杆和桩变形协调 ;

3 当混凝土挡板承载力不是时,可在挡板上加设锚杆及可

在5



靠的传力构件。

8.4.3 桩板式挡墙的桩前地基采用注浆加固法时,注浆区域为

桩嵌固段被动土压力区。

8.4.4 采用抗滑桩加固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抗滑桩宜设于桩板式挡墙的桩的中间,等距布置;新增

抗滑桩与原有桩之间中心距不宜小于抗滑桩桩径与原有桩径的较

大值的 2倍 ;

2 应在新增抗滑桩、原桩板式挡墙的桩顶设置可靠的连接

构件 ;

3 抗滑桩宜紧贴面板现浇,或增设可靠的传力构件。

8.5 岩石锚喷边坡工程的加固

8.5.1 岩石锚喷边坡整体稳定性不足、锚杆承载力不足、锚固

深度不足时的加固,可采用下列一种或多种加固方法 :

1 宜优先采用混凝土格构式锚固加固法;锚杆设置总量和

锚杆锚固深度应计算确定 ;锚杆可采用非预应力锚杆 ,当边坡工

程变形较大时,应采用预应力锚杆 ;

2 有施工条件时,也可采用抗滑桩加固法 ;

3 本规范第 8.2。 l条 3、 4和 5款规定的加固方法。

8.5.2 当岩石锚喷边坡喷射混凝土面板或格构梁承载力不满足

要求时,可采用下列加固方法 :

1 喷射混凝土面板承载力不足时,可采用面板补强、置换

法或锚杆加固法进行加固;置换法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

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的有关规定外,置换部分的混

凝土 面板厚度 和配筋应根据计 算确定,且 其厚度 不应小

于 100mm;

2 喷射混凝土格构梁因承载力不足出现裂缝时,应先封闭

裂缝 ,再采用锚杆加固法或增大截面法进行加固;增大截面法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的有

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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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坡率法边坡工程的加固

8.6.1 坡率法边坡工程的整体稳定性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可在

坡脚设置抗滑桩、锚杆挡墙、重力式挡墙进行加固;也可采用本

规范第 8.2.1条 3、 4和 5款规定的方法进行加固。

8.6.2 坡率法边坡工程的局部稳定性不满足要求时,可采用下

列加固方法 :

1 有锚固条件时,可采用混凝土格构式锚杆加固法 ;

2 坡面倾角较大、表层土体滑移时,可采用锚杆格构、砌

块护坡及绿化护坡等加固方法。

8.7 地基和基础加固

8.7.1 支护结构基础尺寸或地基竖向承载力不满足设计要求时 ,

宜采用下列一种或多种加固方法 :

1 基础截面有条件加大时,可采用加大截面法 ;

2 有施工条件和类似工程经验时,可采用注浆加固法 ;

3 当地基受地下水或地表渗水不利影响较大时,可采用截

排水加固法 ;

4 根据地基土性状 ,还可采用树根桩法、高压喷射注浆法、

深层搅拌法等加固地基 ,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既有建筑地基

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123的 有关规定。

8.7.2 支护结构基础嵌固段外侧岩土体的水平承载力不满足设

计要求时,可采用下列一种或多种加固方法 :

1 支护结构有外加锚固条件时,可在支护结构及基础上增

设锚杆 ,将边坡推力传至深部稳定的地层中;无外加锚固条仵

时,可采用抗滑桩加固法加固;

2 当支护结构基础嵌固段被动土压力区地基土有注浆条件

时,可采用注浆加固法加固。

8.7.3 支护结构地基和基础加固的其他要求尚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123的 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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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监  测

9.1一 般 规 定

9.1.1 边坡进行加固施工,对被保护对象可能引发较大变形或

危害时,应对加固的边坡及被保护对象进行监测。

9.1.2 符合本规范第 3.3.8条 所列情况的及其他可能产生严重

后果的边坡加固工程,其变形监测应按一级边坡工程监测要求

执行。

9.1.3 一级边坡加固工程的监测应符合信息法施工要求,及时

提供监测数据和报告。

9.1.4边坡加固工程竣工后的监测要求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的 有关规定。

9.1.5 边坡加固工程应提出具体监测内容和要求。监测单位编

制监测方案,经设计、监理和业主等单位共同认可后实施。

9.1.6 边坡监测工作应由两名或两名以上监测人员承担;当监

测仪器测量精度与监测人员有关时,监测人员应固定不变。

9.2监 测 工 作

9.2.1 监测方案应包括监测目的、监测项目、方法及精度要求 ,

测点布置,监测项目报警值、信息反馈制度和现场原始状态资料

记录等内容。

9.2.2 监测点的布置应满足监控要求 ,且边坡塌滑区影响范围

内的被保护对象宜作为监测对象。

9.2.3 边坡加固工程可按表 9.2.3选择监测项目。

9.2.4 变形观测点的布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

GB50026和 《建筑基坑工程监测技术规范》GB50497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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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2.3 边坡加固工程监测项目表

测试项目 测点布置位置
边坡工程安全等级

一 级 二 级 三级

坡顶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 支护结构顶部 应 测 应 测 应 测

地表裂缝
坡顶背后 1。 0H(岩质)~

1.5Jf(土 质)范围内
应 测 应测 选测

皮顶建筑物、地下管线变屁 建筑物基础、墙面,管线顶面 应 测 应测 选测

锚杆拉力 外锚头或锚杆主筋 应测 应测 可不测

支护结构变形 主要受力杆件 应测 选测 可不测

支护结构应力 应力最大处 宜 测 宜测 可不测

地下水、渗水与降雨关系 出水点 应测 选测 可不测

注:H为挡墙高度。

9.2.5 与加固边坡工程相邻的独立建筑物的变形监测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设置 4个以上的观测点,监测建筑物的沉降与水平位移

变化情况 ;

2 设置不应少于 2个观测断面的监测系统,监测建筑物整

体倾斜变化情况 ;

3 建筑物已出现裂缝时,应根据裂缝分布情况,选择适当

数量的控制性裂缝 ,对其长度、宽度、深度和发展方向的变化情

况进行监测。

9.2.6 边坡坡顶背后塌滑区范围内的地面变形观测宜符合下列

规定 :

1 选择 2条以上的典型地裂缝观测裂缝长度、宽度、深度

和发展方向的变化情况 ;

2 选择 2条以上测线 ,每条测线不应少于 3个控制测点 ,

监测地表面位移变化规律。

9.2.7 边坡工程临空面、支护结构体的变形监测应符合下列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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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测总断面数量不宜少于 3个 ,且在边坡长度 ~90m范 围

内至少应有一个监测断面 ;

2 每个监测断面测点数不宜少于 3点 ;

3 坡顶水平位移监测总点数不应少于 3点 ;

4 预估边坡变形最大的部位应有变形监测点。

9.2.8 锚杆应力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根据边坡加固施工进程的安排 ,应对鉴定时已进行过拉

拔试验的原锚杆和新选择的有代表性的锚杆,测定锚杆应力和预

应力变化 ,及时反映后续锚杆施工对已有锚杆应力和预应力变化

的影响 ;

2 非预应力锚杆的应力监测根数不宜少于锚杆总数的 3%,

预应力锚杆应力监测数量不宜少于锚杆总数的 5%,且不应少于

3根 ;

3 当加固锚杆对原有支护结构构件的工作状态有影响时 ,

宜对原有支护结构构件应力变化情况进行监测。

9.2.9 支护结构构件应力监测宜符合下列规定 :

1 对同类型支护结构构件 ,相同受力状态,应力监测点数

不应少于 2点 ;

2 对支护结构构件的应力监测,应在边坡工程的不同高度

处布置应力监测点 ,测点总数量不应少于 3点 ;

3 宜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的应力监测方法,监测支护

结构构件的应力状态。

9.2.10 当设置水文观测孔 ,监测地下水、渗水和降雨对边坡加

固工程的影响时,观测孔的设置数量和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的规定。

9.2.Ⅱ 边坡加固施工初期,监测宜每天一次,且根据监测结果

调整监测时间及频率。

9.2.12 边坡加固施工遇到下列情况时应及时报警 ,并采取相应

的应急措施 :

1 有软弱外倾结构面的岩土边坡支护结构坡顶有水平位移

50



迹象或支护结构受力裂缝有发展 ;无外倾结构面的岩质边坡支护

结构坡顶累积水平位移大于 5mm或支护结构构件的最大裂缝宽

度超过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允许值;土质边坡支护结构坡顶的累

积最大水平位移已大于边坡开挖深度的 1/500或 ⒛mm,或其水

平位移速率已连续 3d每天大于 2mm;

2 土质边坡坡顶邻近建筑物的累积沉降或不均匀沉降已大

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规定允许

值的 70%,或建筑物的整体倾斜度变化速度已连续 3d每天大

于 0.00Q07;

3 坡顶邻近建筑物出现新裂缝、原有裂缝有新发展 ;

4 支护结构中有重要构件出现应力骤增、压屈、断裂、松

弛或拔出的迹象 ;

5 边坡底部或周围土体已出现可能导致边坡剪切破坏的迹

象或其他可能影响安全的征兆 ;

6 根据当地工程经验判断认为已出现其他必须报警的情况。

9.3 监测数据处理

9.3.1 边坡加固工程的监测资料应分类 ,且应按国家现行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和 《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α 8进行

整理、统计及分析,其方法及精度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

规定。

9.3.2 监测数据应反映监测参数与监测时间的关系,监测数据

应编制成监测参数与时间关系的数据表,并绘制监测参数与监测

时间关系曲线图。

9.4监 测 报 告

9.4.1 监测报告应结论准确、用词规范、文字简练,对于容易

混淆的术语和概念应书面予以解释。

9.4.2 监测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边坡加固工程概况,包括工程名称、支护结构类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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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施工日期及加固边坡与周边建筑物平面图等 ;

2 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名称 ;

3 监测原因、内容和目的,以往相关技术资料;

4 监测依据 ;

5 监测仪器的型号、规格和标定资料 ;

6 监测各阶段原始资料 ;

7 数据处理的依据及数据整理结果,监测参数与监测时间

曲线图;

8 监测结果分析 ;

9 监测结论及建议 ;

10 监测日期,报告完成日期 ;

Ⅱ 监测人员、审核和批准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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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加固工程施工及验收

10.1一 般 规 定

10.1.1 既有边坡加固工程应根据其加固前现状、工程地质和水
文地质、加固设计文件、鉴定结果、安全等级、边坡环境等条件
编制施工方案,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施工安全。
10.1.2 对不稳定或欠稳定的边坡工程 ,应根据加固前边坡工程
已发生的变形迹象、地质特征和可能发生的破坏模式等情况,采
取有效的措施增加边坡工程稳定性 ,确保边坡工程和施工安全。
严禁无序大开挖、大爆破作业。

10.1.3 严禁在边坡潜在塌滑区内超量堆载。
10.I.4 边坡加固工程施工时应采取有组织的截、排水措施 ,满
足地下水、暴雨和施工用水等的排放要求。有条件时宜结合边坡
工程的永久性排水措施进行。

10.1.5 施工时应建立边坡工程变形观测点 ,进行自检观测。雨
期施工时应适当加大观测的频率。

10.1.6 边坡加固工程施工组织设计除应按规定审核外 ,尚应经
勘察及设计单位等认可。

10.1.7 一级边坡加固工程应采用信息法施工,并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o的有关规定。
10.1.8 边坡加固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除应符合本规范规定外 ,

尚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的规定。

10.2 施工组织设计

10.2.1 边坡加固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工程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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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坡环境和邻近建筑物基础资料、场区地形、工程地质与水

文地质特点、施工条件、边坡加固设计方案的技术特点和难点、

及对施工的特殊要求。

2 施工准备

熟悉地勘资料、设计图,技术准各、施工所需的设各、材料

采购和进场、劳动力等计划。

3 施工方案

拟定施工场地平面布置、边坡加固施工合理的施工顺序、施

工方法、监测方案,尽量避免交叉作业、相互干扰;施工最不利

工况的安全性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

范》GB50330的有关规定。

4 施工措施及要求

应有质量保证体系和措施、安全管理和文明施工、环保措

施;施工技术管理人员应具有边坡加固工程施工经验。

5 应急预案

根据可能的危险源、现场地形、地貌等基本情况,编制应急

预案。

10.2.2 边坡加固工程组织设计应反映信息法施工的特殊要求。

10.3 施工险情应急措施

10.3.1 建筑边坡加固工程施工过程中出现险情时,应做好边坡

支护结构和边坡环境异常情况资料收集、整理及汇编等工作。

10.3.2 当边坡工程变形过大,变形速率过快 ,周边建筑物、地

面出现沉降开裂等险情时应暂停施工,根据险情原因选择下列应

急措施 :

1 在坡顶主动推力区进行削方减载,减小岩土体压力 ;

2 在坡脚被动区采用堆载反压法进行临时抢险处理 ;

3 封闭坡面及坡面裂缝,做好临时防水、排水措施 ;

4 对支护结构进行临时加固 ;

5 对险情段加强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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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立即向勘察和设计等单位反馈信息,开展勘察和设计资

料复审,按现状进行施工工况验算,并提出合理排险措施 ;

7 危及相关人员安全和财产损失时应撤出边坡加固工程影

响范围内的人员及财产。

10.4工 程 验 收

10.4.1 边坡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取得下列资料 :

1 边坡加固工程的设计文件 ,边坡加固工程勘察报告和鉴

定报告 ;

2 原材料出厂合格证 ,进场材料复检报告或委托检验报告 ;

3 混凝土、砂浆强度检验报告 ;

4 边坡加固工程与周围建筑物位置关系图 ;

5 支护结构或构件的有关检验报告 ;

6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

7 边坡加固工程和周围建筑物监测报告 ;

8 设计变更通知、重大问题处理文件和技术洽商记录 ;

9 施工记录和竣工图。

lO.4.2 边坡加固工程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检验批工程的质量验收应分别按主控项 目和一般项 目

验收 ;

2 隐蔽工程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于隐蔽前通知有关
人员检查验收,并形成中间验收文件 ;

3 分部或子分部工程的验收,应在分项工程通过验收的基

础上 ,对必要的部位进行见证检验验收 ;

4 边坡加固工程完工后,施工单位自行组织有关人员进行
检查评定,并向建设单位提交工程验收报告 ;

5 建设单位收到边坡加固工程验收报告后,应由建设单位
组织施工、勘察、设计及监理等单位进行边坡加固工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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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原有支护结构有效抗力作用下的

边坡稳定性计算方法

A。 0,1 对圆弧形滑面可采用简化毕肖普法,边坡稳定性系数可

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A.0.D:

玄\
I   `
|   `

| \
I      `

l       ′
%
ˉ

《叱

图 A.0,1 圆弧形滑面边坡计算模型示意

n
∑

;
〓ˉ

LEc氵
L氵 ∞醯+(G+吼 +R∝⒍nai— 叽cosεJ)tan弘 ]

刀饣OIFs=

Σ Ι
(G+锦 )⒍鹂 +Q∞ 醯 一 R⒐ cos(汐氵+臼 )]

氵=l

m防 =co醯 +鲆

Ui=告‰(冖访+‰,·1)L扌

式中:Fs——边坡稳定性系数 ;

。——第 j计算条块滑面黏聚力 (k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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ρ
——第 犭计算条块滑面内摩擦角 (° );

Lf——第 氵计算条块滑面长度 (m);

6——第 J计算条块滑面倾角 (° ),滑面倾向与滑动方向

相同时取正值,底 面倾 向与滑动方向相反时取

负值 ;

LJ氵
——

第 j计算条块滑面单位宽度总水压力 (kN/m);

G——第 氵计算条块单位宽度岩土体自重 (kN/m);

鳊 ——第 J计算条块单位宽度附加竖向荷载 (kN/m);方

向指向下方时取正值,指向上方时取负值 ;

Q——
第 F计算条块单位宽度水平荷载 (kN/m);方向指

向坡外时取正值,指向坡内时取负值 ;

R⒐——第 j计算条块所受原有支护结构单位宽度有效抗力
(kN/m);当只在最末一个条块上作用有有效抗力
R° 时,取 R钫 =0(F<(″ ),RO,I=R°

;

臼——
第 ￡计算条块原有支护结构单位宽度有效抗力倾角
(°);有效抗力方向指向斜下方时取正值,指 向斜
上方时取负值 ;

凡咖,凡 w.~】
——第 犭及第氵—1计算条块滑面前端水头高度 (m);

‰——水重度,取 10kN/m3;

犭——计算条块号,从后方起编 ;

″——条块数量。

A.0.2 对平面滑面,边坡稳定性系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A。 0.2):

Fs=景           (A,o.2-l)
R=[(G+Czb)co四 一 Q⒍昭 +R° sin(卩 +α )

_ysinε _tJltan甲
+c·L      (A。 0。 ⒉2)

T=(G+Gb)si耐 +Qco酣一R。 cos(ε +α )+yco酣
(A.0.2-3)

ˇ=⊥‰喘      (A。 o。 ⒉4)

57



图 A.0,2 平面滑面边坡计算模型示意

1一滑面;2一地下水位;3一后缘裂缝

U==告 /·汤wL

式中:T——滑体单位宽度重力及其他外力引起的下滑力 (kN/

m);

R——滑体单位宽度重力及其他外力引起的抗滑力 (kN/

m);

c——滑面的黏聚力 (kPa);

甲
——滑面的内摩擦角 (° );

L——滑面长度 (m);

← 滑体单位宽度重力 (kN/m);

仇——滑体单位宽度附加竖向荷载 (kN/m);方 向指向下

方时取正值,指向上方时取负值 ;

冖 滑面倾角 (° );

U——滑面单位宽度总水压力 (kN/m);

V——后缘陡倾裂隙单位宽度总水压力 (kN/m);

← 滑体单位宽度水平荷载 (kN/m);方 向指向坡外时

取正值 ,指向坡内时取负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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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滑体所受原有支护结构单 位宽度有效抗 力 (kN/

m);

α——原有支护结构单位宽度有效抗力倾角 (° );有效抗

力方 向指 向斜下方时取正值,指 向斜上方时取

负值 ;

九w——后缘陡倾裂隙充水高度 (m),根 据裂隙情况及汇

水条件确定。

A.0.3 对折线形滑面可采用传递系数法隐式解 ,边坡稳定性系

数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A.0.3):

图 A.0,3 折线形滑面边坡传递系数法计算模型示意

P″ =0         (A.0。 ⒊1)

Pj=P冖 1甲冖]+⒎ —
R氵 /只    (A.o.⒊ 2)

甲冖l=cos(卩冖1— Ω)— sin(汐冖1— 6)tan甲f/Fs

·
                                          (A。 0.3-3)

η =(G氵 +仇.)si毗 +Q∞ s0— R⒍ cos(汐 +臼 )

(A。 0.3-4)

R氵 =c山∫+E(G+G冖 co醯 一Q⒍蝴 +风Ⅰ⒍n(汐 +臼 )— u]tc.npl

(A.0.3-5)

式中:P″——第″条块单位宽度剩余下滑力 (k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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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支护结构地基基础安全性鉴定评级

B.1一 般 规 定

B.1.1 支护结构地基基础的安仝性鉴定,包括地基及基础二个
项目,以及基础、基础梁和桩三种主要构件。
B.1.2 支护结构地基的岩土性能标准值和地基承载力标准值应
按边坡加固工程的勘察资料确定。

B.1.3 根据地基、基础变形观测资料、上部支护结构变形、损
伤情况及当地工程实践经验,结合地基和基础的承载力检测验
算 ,综合评定支护结构地基、基础的安仝性。
B.1.4 支护结构地基基础的安全性评定以地基及基础二个项目
中的最低评定等级作为地基基础的安全性评定等级。

B.2 地基的鉴定评级

B.2.1 边坡工程地基的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收集场地岩土工程勘察资料、边坡地基基础和支护结构
设计资料和图纸、隐蔽工程的施工记录及竣工图等 ;

2 对边坡加固工程的勘察资料应重点分析下列内容 :

1)地基岩土层的分布及其均匀性 ,软弱下卧层、特殊土

及沟、塘、古河道、墓穴、岩溶、洞穴等 ;

2)地基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能 ;

3)地下水的水位、渗流及其腐蚀性 ;

4)场地稳定性 ;

5)地基震害特性。

3 调查边坡实际使用荷载、支护结构变形、裂缝、损伤等
情况,并分析其原因 ;

4 调查邻近建筑物、地下工程、管线等情况,并分析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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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基的影响程度 ;

5 根据收集的资料和调查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提出检测方

法、进行地基抽样检测。

B。 2.2 根据边坡工程和场地的实际条件,可 选择下列检测

工作 :

1 采用钻探、井探、槽探或地球物理等方法进行勘探 ;

2 进行原状土、岩石的室内物理力学性能试验 ;

3 进行载荷试验、静力触探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等原位

测试。

B。 2.3 根据检测数据、计算分析结果及本地区工程经验 ,地基

的安全性评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

Au级 :地基承载力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 ,或不均匀沉降、

整体沉降量小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规定的允许值,支护结构无裂缝、变形。

Bu级 :地基承载力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不均匀沉降、

整体沉降量不超过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规定的允许值 ,支护结构虽有轻微裂缝、变形 ,但无发展

迹象。

Cu级 :地基承载力不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GB50007和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要

求,不均匀沉降、整体沉降量不超过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

础设计规范》GB50007规 定的允许值的 1.05倍 ,支护结构有裂

缝、变形 ,且短期内无终止迹象。

Du级 :地基承载力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 ,不均匀

沉降、整体沉降量大于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规定的允许值的 1.05倍 ,或支护结构有严重变形裂

缝,且危及支护结构或构件的安全性。

B。 3 基础的鉴定评级

B。 3.1 基础的调查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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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集基础、支护结构和管线设计资料和竣工图,了解支

护结构各部分基础的实际荷载 ;

2 应进行现场调查;可通过开挖探坑验证基础类型、材料、

尺寸及埋置深度,检查基础开裂、腐蚀或损坏程度。判断基础材

料的强度等级。对变形或开裂的支护结构尚应查明基础的倾斜、

弯曲、扭曲等情况。对桩基应查明其进人岩土层的深度、持力层

情况和桩身质量。

B。 3.2 基础应进行下列检验工作 :

1 目测基础的外观质量 ;

2 用检测设备查明基础的质量 ,用非破损法或局部破损法

检测基础材料的强度 ;

3 检查钢筋的直径、数量、位置、保护层厚度和锈蚀情况 ;

4 对桩基可通过沉降、侧移观测,判断桩基工作状态。

B。 3.3 根据检测数据、计算分析结果及本地区工程经验,基础

的安全性评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

Au级 :基础强度、刚度及耐久性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 ,

支护结构基础无沉降、侧移、裂缝、变形。

Bu级 :基础强度、刚度及耐久性基本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

求,不均匀沉降、侧移及耐久性不超过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允许

值,支护结构虽有轻微裂缝、变形 ,但无发展迹象。

吼 级:基础强度、刚度及耐久性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要求 ,

不均匀沉降、侧移及耐久性不超过国家现行标准规定的允许值的

1.05倍 ,支护结构有裂缝、变形 ,且短期内无终止迹象。

Du级 :基础强度、刚度及耐久性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要求,不均匀沉降、侧移及耐久性大于国家相关规范规定的允许

值的 1.05倍 ,或支护结构有严重变形裂缝 ,且危及支护结构或

构件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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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鉴定单元稳定性鉴定评级

C。 0.1 稳定性评级分为支护结构稳定性评级和鉴定单元整体稳

定性评级。

C。 0.2 鉴定单元稳定性鉴定评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资料调查应符合本规范第 B.2.1、 B。 3.1条的规定 ;

2 支护结构构件、地基基础和附属工程安全性评级已经完

成 ;

3 稳定性评级应以鉴定单元或子单元作为评定对象 ;

4 已经出现稳定性破坏的或已有重大安全事故迹象的鉴定

单元,应直接评定为 Dsu级 。

C。 0.3 对支护结构按抗滑稳定性和抗倾覆稳定性进行安全性鉴

定评级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以抗滑稳定性和抗倾覆稳定性的最低鉴定等级作为鉴定

单元的安全性等级 ;

2 支护结构无变形、倾覆迹象 ,结合当地工程经验,可直

接将其抗滑稳定性和抗倾覆稳定性评定为 Asu级或 Bsu级 ;

3 支护结构有变形、倾覆迹象,应按实际检测数据验算评

定支护结构抗滑和抗倾覆稳定性 ,其评定等级应符合表 C.0.3△

和表 C.0.3饣 的规定。

表 C。 0.s-1 一、二级边坡工程支护结构抗滑、抗倾覆稳定性评级表

注:Fs、 F!为抗滑或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

6淫

稳定性系数 ≥1,00Fs或 F1 ≥0.95Fs或 「t ≥0.90Fs或 FI <0.90Fs或 Ft

评定等级 Asu 鼠 u Csv Dsu



表 GO.s-2 三级边坡工程支护结构抗滑、抗倾覆稳定性评级表

稳定性系数 ≥100F乓 或 Ft ≥0,93只 或 Ft ≥0,87Fs或 Ft <0.87只 或 Ft

评定等级 Asv Bsu Csu Dsu

注:Fs、 Ft为抗滑或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

C.0.4 应根据鉴定单元整体变形迹象、大小、稳定性验算结果

及当地工程实际经验,综合评定鉴定单元整体稳定性,且鉴定单

元整体稳定性评级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已经出现整体稳定性破坏的或已有重大安全事故迹象的

鉴定单元,其稳定性评级按本规范第 C。 0.2条规定执行 ;

2 当鉴定单元及其影响范围内的岩土体、建筑物无变形、

裂缝等异常现象时,可结合当地工程经验和建设年代 ,将其稳定

性评定为 A浏级或 B灬u级 ;

3 当鉴定单元及其影响范围内的岩土体、建筑物有变形、

裂缝等异常现象 ,但无破坏迹象时,其稳定性评定等级应符合表

C.0.4的规定。

表 GO。 4 鉴定单元整体稳定性评级表

注:1 Fi为对应鉴定单元整体稳定安全系数 ;

2 边坡滑塌区影响范围内无重要建筑物时取小值。

稳定性系数 ≥ 1.00F“ ≥0.96F∮ ≥0.93F、 <<0.93Fst

评定等级 Asll Bsu C,,j D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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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应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
可

”
。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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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o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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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o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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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说 明

《建筑边坡工程鉴定与加固技术规范》GB50843-⒛ 13,经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⒛12年 12月 25日 以第 1586号公告批准、

发布。

本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了

我国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技术

标准,取得了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 建筑边坡工程鉴定与加

固技术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

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

了说明,还着重对强制性条文的强制性理由做了解释。但是,本

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

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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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1.0.1 既有边坡工程鉴定与加固涉及边坡工程施工质量、性能

检测、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岩土力学、支护结构、锚固技术、

施工及监测等多门学科。边坡工程岩土特性复杂多变,破坏模

式、计算参数及计算理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勘察、设计、施

工和管理不当等原因造成一些质量低劣、安全度低、耐久性差、

抗震性能低及年久失修的边坡工程,对存在安全隐患或影响正常

使用的边坡工程急需加固处理。制定本规范的目的是使边坡工程

的鉴定与加固技术标准化、规范化,符合技术可靠、安全适用、

经济合理、确保质量、保护环境的要求。

1.0.2 本规范适用于岩土质基坑边坡及非软土类等一般岩土边

坡工程的鉴定与加固。超过本条规定高度的边坡工程鉴定与加固

工程实例较少且工程经验欠充分 ,因此对超高边坡工程的鉴定与

加固设计应作必要的加强处理,特别是对地质和环境条件很复杂

的边坡工程 ,应针对地质和环境条件的复杂特点,采取特殊的加

强措施 ,进行专门的鉴定与加固设计。

1.0.3 对软土、湿陷性黄土、冻土及膨胀土等特殊性岩土边坡

工程,以及地震区、灾后的边坡工程的鉴定与加固,原则上也可

使用 ,但上述边坡工程的特殊技术问题如抗隆起、抗渗流、湿陷

性和膨胀性处理、锚固技术处理及支护结构选型等,还应按国家

现行相关标准执行。

1.0.4 边坡工程鉴定与加固是一门综合性和边缘性强的工程技

术学科,本规范是我国第一本有关边坡工程鉴定与加固的技术规

范,主要内容为边坡工程的安全性、适用性、耐久性和施工质量

鉴定,以及边坡工程的加固设计、勘察、监测、施工和质量验收

贝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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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 本 规 定

3.1一 般 规 定

3.1.1 岩土边坡工程特性复杂多变 ,岩土体计算参数、设计理

论和计算方法均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加之现有检测手段有限,因

此边坡工程的加固设计、鉴定更具有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为确保

加固工程的质量,要求在施工全过程中采用信息化动态管理方

法,根据施工中反馈的信息和监测数据,对加固设计、地质勘

察、鉴定结论和施工方案作相应的调整、补充和修改,是一种客

观求实、稳妥、安全的设计方法。

1 动态设计的基本原则要求设计者应掌握施工开挖反映的

真实地质特征,边坡变形量、应力监测值 ,确认和核实原设计参

数取值 ,计算方法、设计方案的合理性,必要时对原设计作补充

和完善 ;

2 山区地质情况复杂多变,受多种因素制约,勘察资料准

确性的保证率较低,勘察结论失误造成的工程事故不乏其例;动

态设计也包括勘察,勘察应根据施工开挖揭示的地质真实情况 ,

查对核实原地质勘察结论的正确性 ,当出现异常变化时及时修改

地质勘察结论并通知设计、鉴定和施工单位作相应的调整处理 ;

3 信息法施工的要求和内容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

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关 于
“
信息法施工

”
的规定执行 ;

4 当施工中反馈的信息确定原勘察结论需作修改,原提供

的支护结构等原始条件不准确时,鉴定也应与设计、勘察共同执

行动态管理原则,对原鉴定结论进行相应调整。

3.1.3 加固后边坡工程应进行正常维护,例如排水系统、坡面

绿化等的维护,并要求不得改变加固后边坡工程的用途和使用条

件。使用条件的改变一般是边坡顶地面使用荷载增大、坡顶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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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超过原边坡支护结构荷载允许值、边坡高度增高、排水系统

失效等造成边坡安全系数降低的改变。

3.2 边坡工程鉴定

3.2.1 边坡工程鉴定的适用范围为边坡工程安全性、正常使用

性及耐久性鉴定及边坡工程施工质量鉴定。

3.2.2 任何建 (构)筑物工程的鉴定均应明确鉴定的对象、范

围和要求 ,因此,边坡工程的鉴定也不例外。根据鉴定对象和鉴

定目的的差异,鉴定对象可以是整个边坡工程,相对独立的鉴定

单元、特定的支护结构或构件;一般情况下为使委托方应用方

便、目标明确,应根据支护结构类型、构造、边坡高度及作用荷

载大小等情况 ,由鉴定单位协助委托单位确定鉴定对象和鉴定目

的,可将边坡工程划分成若干个独立的鉴定单元 (子单元),以

鉴定单元 (子单元)作为基本鉴定对象。

3.2.3 对特殊原因如洪水、泥石流等造成的边坡工程灾害或损

伤的鉴定应根据产生灾害原因的不同,结合本规范的有关规定 ,

选择相应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进行对应项目的鉴定。

3.2.4 边坡工程各鉴定单元的鉴定通常需要明确其鉴定后的目

标使用年限,故应根据边坡工程各鉴定单元的安全等级、已使用

的年限、目前的工作状态和未来的使用要求 ,按国家现行相关标

准确定。当国家现行相关标准无明确规定时,应由委托方和鉴定

方根据现有边坡工程的安全等级、技术水平、参考同类工程经验

及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一般规定共同商定;对边坡工程的不同鉴

定单元 ,由于其所处位置、环境、使用条件、破坏后果及要求等

的差别,可确定不同的目标使用年限。

3.3 边坡工程加固设计

3.3.3 边坡工程的危及对象、经济损失及不良社会影响等发生

变化 ,使用条件和环境发生改变,例如边坡的高度减低或增高 ,

边坡坡顶和坡脚邻近增加或取消重要建筑物等后,边坡加固工程



的安全等级应根据情况作相应的调高或调低。

3.3.6 边坡加固工程的设计方案优化是设计成功的关键,设计

方案的制定应根据本条和第 8章的相应规定,执行多方案的比较

和优选,最终确定合理的加固设计方案。

适修性差的边坡工程指既有边坡工程的加固费用超过新建支

护结构费用的 70%以上,此时已不适合采用对原支护结构进行

加固的做法。

3.3.7 当边坡工程已发生较大的变形 ,原支护结构出现破坏迹

象时,加固设计方案首先应考虑提高施工期边坡稳定性和支护结

构安全性的临时性的预加固措施。例如,组织好排水 ,增加临时

性的支护,或提前实施部分加固措施等,以保证施工过程中的安

全。避免因加固施工的扰动进一步降低原边坡工程的稳定性 ,出

现过大变形和塌滑现象。

3.3.8 本条所指的需加固的既有边坡工程情况复杂、技术难度

大、风险高,组织专家进行专门论证 ,可达到设计和施工方案合

理,技术先进 ,确保质量 ,安全经济的良好效果。重庆、广州、

上海、北京等地区在主管部门领导下采用专家论证方式,在解决

重大边坡工程技术难题和减少工程事故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本

条所指的
“
新结构、新技术

”
是指尚未被规范和有关法规认可的

“
新型支护结构、新型支护技术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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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边坡加固工程勘察

4.1一 般 规 定

4.1.1 边坡加固工程勘察是边坡加固设计和鉴定的依据,为 了

满足既有边坡加固的需要 ,加固设计前应进行工程勘察。当既有

边坡工程无勘察资料 ,或原勘察资料不能满是工程鉴定需要时 ,

边坡工程鉴定前应进行工程勘察。

既有建筑边坡工程加固和鉴定前 ,建设单位应提供符合本

规范要求的,经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合格的既

有建筑边坡工程勘察文件 ,否则 ,鉴定单位不应开展既有建筑

边坡工程鉴定工作 ,设计单位不得进行既有建筑边坡工程的加

固设计。     ·

原边坡勘察资料经复核、验证后能满是边坡工程鉴定与加固

设十卜需要时,可经具有相应资质的勘察单位确认后使用。

4.1.2 充分利用既有边坡工程勘察资料,可 以节省工作量 ,避

免重复工作。验证已有资料是否适合目前边坡状态是必要的。

4.1.3 既有边坡加固情况不同,勘察工作内容、工作深度也不

同,相关标准也有具体要求,这里强调要有针对性。

4.2勘 察 工 作

4.2.1 既有边坡工程相关资料较多,包括边坡工程的规模、支

护形式、边坡顶、底高程和支护结构尺寸,原支护设计图、隐蔽

工程的施工记录和竣工图、边坡变形监测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等均应收集完整。

4.2.2 在已有资料的情况下,初勘工作的重点是查明可能发生

变化的评价参数 (如抗剪强度等 )。



4.3 稳定性分析评价

4.3.3 既有边坡工程由于存在支护结构与没有支护结构时的边

坡力平衡体系是不一样的,支护结构为边坡稳定提供了抗力。因

此,边坡加固工程稳定性计算时应当合理考虑原支护结构的有效

抗力。但是,要准确地确定原有支护结构的有效抗力较为困难。

边坡加固工程勘察时,可根据边坡破坏模式、变形破坏情况和地

区工程经验对原有支护结构的有效抗力进行预估 ,最终以边坡鉴

定报告为准。

当支护结构完全破坏已失效或滑动面位于支护结构体外 (滑

动面位于支护结构基础之下或支护结构之上)时 ,边坡加固工程

稳定性验算不考虑原有支护结构的有效抗力。

4.3.4 存在原有支护结构有效抗力作用时,边坡稳定性将有不

同程度的提高,边坡稳定性计算需要考虑有效抗力的作用。附录
A根据滑面的不同提供了不同的边坡稳定性计算方法。为与国

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保持一致,附录 A所附边坡

稳定性计算方法与即将发布的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

范》(修编版)相同,即 :对圆弧形滑面采用简化毕肖普法 E即

式 (A.0.1-1)~式 (A.0.13)彐 ,对折线形滑面采用传递系数

隐式解法 E即 式 (A.0。 ⒊l)~式 (A.0.3-5)彐 ,但为了清楚地

反映原有支护结构有效抗力的作用,将有效抗力产生的水平分力

和竖向分力分别从式中的水平荷载和竖向附加荷载中分离出来 ,

单独列出。对平面滑动问题,原有支护结构有效抗力也如此

处理。

传递系数法有隐式解与显式解两种形式。显式解的出现是由

于当时计算机不普及,对传递系数作了一个简化的假设,将传递

系数中的安全系数值假设为 1,从而使计算简化,但增加了计算

误差。同时对安全系数作了新的定义,在这一定义中当荷载增大

时只考虑下滑力的增大,不考虑抗滑力的提高,这也不符合力学

规律。因而隐式解优于显式解,当前计算机已经很普及,应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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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到原来的传递系数法。

无论隐式解与显式解法,传递系数法都存在一个缺陷,即对

折线形滑面有严格的要求,如果两滑面间的夹角 (即转折点处的

两倾角的差值)过大,就会出现不可忽视的误差。因而当转折点

处的两倾角的差值超过 10° 时,需要对滑面进行处理,以消除尖

角效应。一般可采用对突变的倾角作圆弧连接,然后在弧上插

点,来减少倾角的变化值,使其小于 10° ,处理后,误差可以达

到工程要求。

对于折线形滑动面,国际通常采用摩根斯坦-普赖斯法进行

计算。摩根斯坦-普赖斯法是一种严格的条分法,计算精度很高 ,

也是国外和国内水利水电部门等推荐采用的方法。由于国内工程

界习惯采用传递系数法,通过比较,尽管传递系数法是一种非严

格的条分法,如果采用隐式解法且两滑面间的夹角不大,该法也

有很高的精度,而且计算简单,国内广为应用,我国工程师比较

熟悉,所以本规范建议采用传递系数隐式解法。在实际工程中 ,

也可采用国际上通用的摩根斯坦-普赖斯法进行计算。

原有支护结构有效抗力倾角取决于有效抗力的方向,有效抗

力的方向与支护结构承载力验算式中荷载项的方向相反。有效抗

力的作用点与支护结构承载力验算式中荷载项的作用点相同。

需要注意的是,公式中的原有支护结构有效抗力是单位宽度

有效抗力。计算时,对锚杆和支护桩,应根据锚杆间距和桩距将

锚杆和支护桩的有效抗力换算为单位宽度有效抗力。

为简化计算,在式 (A.0.⒈ 1)中 ,把各种力引起的平行滑

面分力 (即滑弧切向分力)的力臂均视为与滑弧半径 R等长 ,

因此,式中不出现力臂的符号。

在附录 A各式中,因原有支护结构有效抗力 RO或 R∝ 已单

独列出,滑体单位宽度水平荷载Q及第 j计算条块单位宽度水平

荷载 Q氵 在通常情况下是地震力,其作用点位于滑体或计算条块

重心处。

例:某边坡以重力为荷载,无地下水、也无水平荷载和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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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荷载作用,滑面黏聚力为 11kPa,内摩擦角为 12° ,滑体重

力为 4800kN/m,滑 面倾角为 18° ,滑面长度为 40m,用抗滑桩

支挡,经计算和换算,其原有支护结构单位宽度有效抗力为
254.9okN/m(为 水平方向)。 需计算其稳定系数。

由式 (A。 0.⒉l)~式 (A。 0.2闷 )得 :

只=

~11× 40+(4800× ∞ s18° +254.90× sin18° )× tan12°

4800× sin18° -— 254.90)《 cos18°

=1.15

计算结果是 :稳定系数为 1.15。

4.4参 数 取 值

4.4.1 原位测试、室内试验方法应根据岩土条件、设计对参数

的要求、方法的适用性、地区经验等因素选用 ,试验条件尽可能

接近实际。实践证明:通过综合测试、试验并结合工程经验的方

法较合理。   ·

4.4.3 由于岩土物理力学指标会随着时间和环境改变而发生变

化,故对搜集的岩土物理力学指标进行分析复核是必要的。譬

如,填土随着时间增长密实度会增大 ,其重度、抗剪强度指标也

会随之增高;又如 ,岩体结构面因受施工开挖卸荷回弹张开、爆

破松动以及地下水侵蚀等不利作用的影响,其抗剪强度指标会降

低。因此 ,边坡加固工程勘察时,应充分考虑这些变化,对搜集

的岩土物理力学指标作适当的调整。

4.4.4 反演分析法是一种有效的确定滑动面抗剪强度指标的方

法。当边坡、工程滑坡已经出现了变形或滑动,且边坡或滑坡的

整体稳定性能够通过宏观、定性判断确定稳定性系数 Ks值时 ,

可以采用反演分析法计算滑动面抗剪强度指标。

对于出现变形的边坡工程 ,按经验,弱变形阶段 rCs可 取

1.02~1.05,强 变形阶段 Ks可取 1.00~l。 02。 值得注意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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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变形是指与整体稳定性有关的变形,而非局部岩土体变形

或支护结构体设计正常使用的变形,需要在现场认真、准确地加

以判断。此外,弱变形与强变形两个阶段也是没有明确界限的。

一般来说,可以根据岩土体中所产生的裂缝宽度、裂缝贯通和延

伸程度、结构体的变形破坏程度以及变形发展态势等因素进行综

合判定。

4.4.5 原支护结构的有效抗力 R。 取值大小对确定边坡工程的

稳定性和滑动面抗剪强度指标 c值有影响,特别是对采用反演分

析法所确定的滑动面 c、 甲值影响很大。R。 取值偏小,反演分析

计算出的滑动面 c、 甲值偏大,导致加固设计不安全。R。 取值偏

大,反演分析计算出的滑动面 c、 甲值偏小,使加固设计不经济。

由于勘察时采用预估的有效抗力可能与边坡工程鉴定报告最终确

定的 R。 不一致,因此,应当利用边坡工程鉴定报告所提供的 Ro

对滑动面 c、 甲值进行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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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边坡工程鉴定

5.1一 般 规 定

5.1.1 既有边坡加固工程的设计依赖于边坡鉴定报告中提供的

原有支护结构、构件现有状态、安全性等级等条件,特别是原有

支护结构有效抗力的鉴定,否则,既有边坡加固工程缺少设计依

据,难以保证加固后边坡工程的安全,因此 ,该条确定为强制性

条文,必须严格执行。

既有建筑边坡工程加固设计前,建设单位应提供符合本规范

要求的既有建筑边坡工程鉴定报告,否则设计单位不得进行既有

建筑边坡工程的加固设计。

5.1.2、 5.1.3 从大量的边坡工程鉴定实践项 目来看 ,95%以 上

的边坡工程鉴定项目是以解决安全性问题为主要目的,对涉及安

全的边坡工程耐久性问题也逐步提到日常工作中来,大部分边坡

工程对正常使用性的要求不高,只有少数的边坡工程涉及正常使

用问题;因此 ,边坡工程鉴定应以安全性鉴定为主导,兼并正常

使用和耐久性鉴定 ,对于比常规的边坡工程鉴定更复杂、存在某

些特定的突出问题,应采取更深人、更细致、更有针对性的专项

鉴定来解决。从划分边坡工程具体鉴定项目的条件而言,给出了

常见情况的处理方法 ;只是特别提出了对需进行司法鉴定的边坡

工程而言,宜首先选择对其安全性进行鉴定,当然也可单独进行

其他项目的鉴定 ,如边坡工程施工质量鉴定,从而使边坡工程司

法鉴定工作有了依据,确保科学、公正和规范地开展司法鉴定

工作。

5.1.4 由于边坡工程耐久性问题极其复杂,国 内外研究成果主

要适用于特定的环境、特定的问题和试验室研究,对一般的耐久

性问题还缺乏系统、充分的研究,因此 ,给出普遍适用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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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标准还需要进行大量长期艰苦的研究工作。本规范考虑到边

坡工程耐久性问题的童要性,故此规定 :在边坡工程一般鉴定工

作中,当发现边坡工程耐久性问题已严重影响边坡工程的安全

性 ,不能保证边坡△程正常使用年限时,应根据边坡工程实际条

件和当地工程经验进行边坡工程耐久性鉴定。

5.2 鉴定的程序与工作内容

5.2.1 本规范结合了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鉴定工作的特色,针
对边坡工程鉴定的具体实际情况,给 出了边坡工程鉴定工作程

序。由于委托方可能缺少专业技术知识 ,其委托的项目和要求与
实际建筑边坡工程存在的问题可能存在很大差别或委托的检测项
目无法实施或不需检测,故现场初步调查后可与委托方协商,重
新确定鉴定的目的、范围和内容。对于复杂的、特殊的、争议较

大的边坡工程鉴定项目可邀请专家对鉴定报告进行评审,对专家
提出的问题进行相应的补充检测、验算和评定;同时有关鉴定程

序应符合有关国家法律和行政管理条例的规定。
5.2.2、 5.2.3 这两条规定的内容和要求是搞好以下各部分工作
的前提条件,是进人现场进行详细调查、检测需要做好的准备工

作。事实上 ,接受鉴定委托 ,不仅要明确鉴定的目的、范围和内
容,同时还要按规定要求搞好初步调查 ,对于比较复杂的、超本
规范适用范围的边坡工程项目更要做好初步调查工作 ,才能草制
拟订出符合实际、符合要求的鉴定方案,确定下一步工作大纲并
指导后续工作。

5.2.4 由于不同边坡工程的复杂程度差异极大,因此可根据实
际边坡工程的复杂程度有选择地进行相应项目的调查和检测。

对于已有变形迹象的边坡工程,应根据边坡工程的实际现状
开展补充地质勘察工作 ,特别是对需加固的边坡工程应进行边坡
加固工程地质勘察,并核实边坡工程的实际使用条件。当边坡工

程环境差异过大时,应对环境作用进行相应的调查,条件允许
时,应对相关项 目进行现场实地检测或进行相应的原位实验检



测。对于支护结构材料,有证据证明材料特性确有保证时,可直

接采用原设计值,也可进行简单抽样检测验证 ;无证据时,应严

格按国家现行有关检测技术标准,通过现场取样检测或现场测试

确定材料特性。

由于边坡工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对支护结构、构件的检查

和抽样检测是比较困难的,通常通过对支护结构、构件及周边环

境的变形调查和检测,初步判断支护结构、构件的安全性 ,当支

护结构、构件和边坡环境有明显变形迹象时,应适当增加抽检数

量 ,且重点检测变形部分支护结构、构件的变形、损伤情况。目

前边坡工程附属工程的检查和检测并未引起工程技术人员充分重

视,特别是检查边坡排水系统的设置及其使用功能的发挥效果 ,

边坡工程的安全与排水系统的关系极为密切,因此,应引起工程

技术人员的高度重视。

5.2.5、 5.2.6 在获取了边坡工程详细技术资料和检测数据后 ,

应按国家现行相关技术标准核算鉴定单元的安全性 ,当发现调

查、检测资料不完整或不仝面时,应及时补充调查、检测;对发

现可能影响支护结构、构件安全的正常使用性和耐久性问题时 ,

应分析及探明问题的原因,并进行必要的补充检测和验证。

5.2.7 由于边坡工程的特殊性 ,因此边坡工程应重点评定其安

全性 ,此条与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相一致。在具体分析边坡工程安

全性时,应将边坡工程划分成若干鉴定单元作为基本鉴定对象 ,

以鉴定单元为龙头,将安全I眭评级分四个等级,正常使用性评级

分三个等级 ,分层次、分阶段、分步骤、渐进地分析鉴定单元的

安全性和正常使用性。

在具体评级时可将鉴定单元划分为构件、子单元和鉴定单元

分别评级 ,这与国家现行有关鉴定标准的相关规定是一致的;对

不能具体细分为构件、子单元的鉴定单元 ,应直接对鉴定单元进

行相应的评级。

对于在同一剖面、不同高度位置采用不同支护结构形式组成

的复杂鉴定单元,应根据鉴定单元的实际情况,将其细分为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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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独立的子单元 (每一子单元的组成与简单鉴定单元的组成可

能相似)后 ,按表 5.2.7的规定进行独立子单元的鉴定评级。

5.2.8 对特殊的鉴定项目 (如洪水、泥石流、地震、火灾、爆

炸、撞击等)其鉴定程序可按本规范第 5.2.1条 的规定执行 ,但
其工作内容应符合特殊项目鉴定的要求 ,并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

标准的规定。

5.2.9 当边坡工程鉴定工作完成后,为有效、及时地处理边坡

工程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急需解决的安全隐患问题,应及时向

委托单位出具鉴定报告。

应该指出的是 :由于不同边坡工程的复杂程度、难易程度有

很大差别,本条规定只是最基本的规定 ,应根据边坡工程实际情

况,报告所含内容、项目和要求的差别,可适当增加或减少相应

的内容 ,专家评审意见宜作为附件使用 ,而非报告的必要要件。
5.2.10 对既有建筑边坡工程每一鉴定对象而言,剩余使用年限

是指在正常使用和正常维护条件,不需大修 ,鉴定对象就可完成

预定功能的时间。

为使报告使用者方便地掌握边坡工程鉴定的成果,宜将鉴定

成果按表 5.2.10进行汇总。

5.3 调查与检测

5.3.1、 5.3.2 既有边坡工程鉴定除应考虑下一目标使用期内可

能受到的作用和使用环境外,还应考虑边坡工程已承受到的各种

作用及其工作条件,以及使用历史上受到设计中未考虑的作用。

例如边坡工程坡顶超载作用、灾害作用或临时性损伤等也应在调

查之列。向周边居民调查有其特殊意义 ,由于居民与边坡工程的

特殊关系,居民对周边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 ,因此,应重视向边

坡工程周边居民调查,了解边坡工程使用、维护和改造历史。
5.3.3 边坡工程上的作用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

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和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
的相关规定及边坡工程作用特点确定的,其相关技术参数的取值



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5.3.4 在边坡工程鉴定中最关心的是鉴定对象是否安全,能否

满足下一个目标使用期的要求 ,而鉴定对象的安全性与其所处气

象环境、地质环境和工作环境密切相关 ,因此 ,应根据鉴定对象

所处地区的特殊环境,对可能影响鉴定对象安全性的环境进行

调查。

5.3.5 边坡工程所处环境类别和作用等级 ,应根据具体情况按

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确定。

5.3.6 边坡工程及周边环境的变形、裂缝的调查、检测直接关

系到边坡工程安全性鉴定 ,因此,应引起高度重视 ,本条给出了

调查、检测的规定,同时鼓励采取新技术、新设备、新手段进行

更有效的调查、检测鉴定对象及周边环境的变形和裂缝 ,在条件

允许时,应对其变化趋势进行监测。

5.3.7 由于边坡工程现场检测受场地、地理和建筑环境、边坡

高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确定合理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抽样检测标

准是非常困难的,本条参考国家现行有关验收、检测标准规定了

抽样的基本原则、检测内容、检测设备等要求。随着研究工作的

深人开展和各地区边坡工程检测、鉴定经验的总结 ,各地区可根

据本地区边坡工程特点编制相应的边坡工程检测技术地方标准 ,

补充完善相应的检测规定。

5.4 鉴定评级标准

5.4.1 本条结合边坡工程特点,并综合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建

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和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50292的有关规定,将边坡工程鉴定的评级按构件、子单元

和鉴定单元分别进行评级 ,以鉴定单元的评定为最终目标。对处

理范围而言,以构件、子单元和鉴定单元依次递进,根据三者的

相互关系、连接构造、内在联系和当地成熟、有效的工程实践经

验,工程技术人员可适当调整处理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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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支护结构构件的鉴定与评级

5.5.1 为使用方便 ,本条给出了支护结构构件划分方法。

5.5.2、 5.5.3 给出了单个构件安全`/± 和使用性评级标准,对相

应构件验算、评级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

范》GB50330、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和 《民

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等 的有关规定进行。

5.5.4 锚杆是边坡工程中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支护结构构件之

一,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鉴定对象的安全性及整体稳定性,其安

全性评定应引起充分重视。由于锚杆构件属隐蔽构件 ,在现有技

术手段条件下,实际检测其工作状态存在困难,因此 ,本条明确

了应进行的基本检测工作。

需要说明的是当锚杆为全粘接性锚杆时,一般情况下锚杆抗

拔试验只能检测非锚固段的抗拔承载性能,此时,应全面考虑已

有工程建设年代、地质勘察资料、设计资料、竣工资料及其他类

似工程经验,综合评定锚杆的实际工作性能。

5.5.5~5.5.8 基于本规范第 5.1.4条 同样的原因,具体检测、

评定鉴定对象的耐久性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根据目前现有的

技术条件、技术标准和检测手段 ,本规范第 5.5.5条~第 5.5.8

条给出了一些可以具体操作的规定,在实际使用这些规定时,工

程技术人员应充分考虑本地区同类边坡工程经验,建设年代、材

料特性、地形地质环境、设计水平、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及当地

边坡工程施工技术水平 ,综合评定边坡工程支护结构、构件的耐

久性。

5.6 子单元的鉴定评级

5.6.1 由于支护结构中的地基基础埋置在岩土体中,具体的检

测工作存在许多困难 ,目前的检测手段也非常有限,因此,借助

国家其他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地基基础子单元安全性评级

标准。



5.6.2 支护结构子单元安全性评定包含支护结构的整体性、承

载功能和变形二项具体内容。

随边坡支护结构类型、构造、连接的不同,支护结构发挥的

效能有很大差别,不同地区、不同边坡工程设计单位均有不同的

工程经验;当其连接构造和连接本身不满足支护结构有效传递外

部作用时,应直接评定为 Cu或 玑 级。

当按支护结构承载性能和变形评定支护结构安全性等级时 ,

除应考虑构件的评定等级外,还应考虑鉴定单元中支护结构的变

形,不同变形表现了支护结构的不同安全状态,随岩土体特JLL的

差异,支护结构变形控制指标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各地区可根

据本地区岩土体特性和当地工程实践经验 ,对已变形支护结构 ,

当其变形严重影响支护结构安全J眭 时,应直接评定为 Du级。

对支护结构子单元,应进行支护结构整体性评级、承载性能

和变形评级,并将两种评级方式中的最低评定等级作为支护结构

子单元的最终评定等级。

在具体界定子单元评级时,本规范参考现行国家标准 《工业

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砼、《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

GB50292的 有关规定 ,规定在抽检构件的
“
构件集

”
中,不同

等级构件数量所占比例作为判定等级的标准 ;由 于不同类型建筑

边坡工程复杂程度、规模大小、边坡高度、施工条件、施工质量

和环境条件差异很大,当建筑边坡工程抽检构件数量不足时,应

根据具体条件进行补充检测,扩大抽检的构件集 (或按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中 C类规定确定抽

检构仵数量,且抽检构件一定要有代表性),当检测数据离散性

过大,无法进行批量评定时应全数检测。

5.6.3 附属工程中排水系统是否可以正常发挥功效将影响鉴定

单元的安全性 ,工程实践经验表明,边坡工程的垮塌事故多数与

边坡的排水系统有关,全国各地边坡工程实践经验有所差别 ,因

此,应结合各地的工程实践经验 ,考虑排水系统的完整性和实际

排水功效及对地基基础、支护结构安全性的影响程度 ,评定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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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子单元的安全性;当排水系统失效对地基基础、支护结构的

安全性有较严重影响时,应根据其影响地基基础、支护结构承载

功能和变形的程度 ,加之当地同类边坡工程经验对比,直接将其

安全性评定为 Cu或 玑 级。

一般情况下护栏虽不影响边坡工程本身的安全性,但对边坡

工程使用功能有一定影响,对人身安全性有较大影响;因此 ,当

边坡工程护栏安全性不满足要求时,应单独指出其安全性等级 ,

并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

5.6.4 给出了子单元正常使用性评定标准。目前由于各种因素

影响,支护结构中挡墙或混凝土挡板渗、漏水现象严重,既影响

边坡工程美观,又可能影响挡墙、挡板的安全性 ,此类裂缝的评

定标准还缺少国家现行标准的支撑,因此,在实际边坡工程使用

性评定中,应结合本地区岩土体特性和当地工程实践经验 ,做适

当调整。

5.7 鉴定单元的鉴定评级

5.7.1 鉴定单元稳定性鉴定评级是边坡工程安全性评定的重要

组成部分,因此,编制了本规范附录 C。

5.7.2 本条在子单元评级及稳定性评级的基础上给出了鉴定单

元安全性的评级方法。

5.7.3 本条给出了鉴定单元正常使用性评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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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边坡加固工程设计计算

6.1一 般 规 定

6.1.3、 6.1.4 对既有支护结构、构件的几何尺寸和材料性能指

标的取值做了明确规定。根据边坡工程加固程序,边坡加固设计

前,既有支护结构、构件的相关参数应在边坡工程鉴定中通过实

测等方式予以确定。

6.2计 算 原 则

6.2.1 本条根据不同加固方法的特点 ,对边坡加固工程设计计

算进行了具体规定。

1 削方减载法、堆载反压法、加大截面加固法加固时,不

会改变岩土参数和支护结构的传力途径 ,根据地勘单位提供的岩

土参数,岩土侧压力仍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

范》GB50330的相关规定进行计算 ;

2 注浆加固法加固仅改变岩土参数。全面加固前 ,先进行

试验,试验地段的岩土参数实测值作为计算岩土侧压力的依据 ;

3 当仅考虑新增支护结构抗力时,按一个新的边坡工程进

行设计 ;

4 新增支护结构与原支护结构形成组合支护结构对边坡进

行加固,在边坡加固工程中较为常见,共同受力时新、旧支护结

构如何发挥作用缺乏明确的规定。本章根据新、旧支护结构形式

的不同组合,提出了具体的计算方式和相应的计算参数 ,便于实

际工程使用。

6.2.2 本条规定了采用锚固加固法、抗滑桩加固法加固,新、

旧支护结构共同受力时,组合支护结构抗力计算的相关规定。根

据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修订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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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 ,边坡工程稳定性、变形及构件强度等计算时,应采用
不同的荷载效应最不利组合,相应的抗力取值分别为特征值和设
计值。本条提到的组合支护结构抗力则为特征值和设计值的统
称,边坡加固计算采用抗力特征值或是抗力设计值应按现行国家
标准 《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o33o修 订版的有关规定
执行。

1 组合支护结构中新增支护结构和原支护结构抗力的发挥
程度受加固方法、原支护结构现状等多种因素影响,加固设计时
应根据本章具体规定分别计算各自有效抗力 ;

3 本款公式主要表达新旧支护结构共同受力时,抗力大于
作用的基本概念。

原支护结构有效抗力通过鉴定报告提供的有关参数计算确
定 ,不再作折减。当加固前原支护结构构件处于高应力状态且无
法进行有效卸载和检测鉴定确认时,原支护结构有效抗力的利用
应慎重。新增支护结构抗力则由于加固后支护结构因二次受力存
在应变滞后 ,难以充分发挥。本条根据支护结构形式和加固方法
分别采用不同的抗力发挥系数来考虑应变滞后对新增支护结构抗
力发挥的影响。采用此方法计算抗力一是便于设计人员理解和应
用,同时又与国家混凝土结构加固规范和砌体结构加固规范的加
固计算思路一致。

6.2.3 边坡加固工程设计时,原有支护结构及构件还能发挥多
少作用 ,应依据边坡工程鉴定报告中提供的实测或明确的计算参
数确定。本条明确了结构构件尺寸和材料强度的选取原则。
6.2.4 目前的鉴定检测技术尚难以对边坡工程进行全面精确的
测试,岩土工程的可变性更增加了鉴定的难度。因此,对影响边
坡整体安全的支护结构、构件的施工质量存在怀疑且难以通过鉴
定查明时,原支护结构、构件有效抗力计算不宜考虑其有利
作用。

1 支护结构基础位于潜在滑面之上时,边坡整体稳定无法
得到保证 ,支护结构也无法发挥作用。此时不应考虑原支护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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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

4 支护结构鉴定单元属于严重不符合国家现行安全性标准

时,其中满足安全性要求的构件依然可以在组合支护结构中作为

新增支护结构的构件发挥作用。当结构重量对边坡稳定起有利作

用时,应考虑其作用。

6.2.6 岩土侧压力分布和支护结构的变形密切相关。一般来讲 ,

采用被动式加固方法时,加固后作用于组合支护结构的岩土侧压

力分布可采用原支护结构岩土侧压力分布;采用主动式加固方法

时,若原支护结构为锚杆挡墙,岩土侧压力分布可采用锚杆挡墙

的岩土侧压力分布图形;原支护结构为重力式挡墙、桩板式挡

墙、悬臂式挡墙等时,若在挡墙顶部附近增设锚杆约束变形 ,作

用于支护结构的岩土侧压力分布可采用梯形或矩形分布图形。

6.3计 算 参 数

6.3.1 鉴于目前国内外边坡加固的相关实测数据、试验资料较

少,本节在确定新增锚杆及传力结构的构件抗力发挥系数时,借

鉴国家现行相关加固规范的成果,主要考虑了边坡安全性鉴定结

果、新旧结构构件结合程度、加固后支护结构的应力应变滞后等

因素的影响。

对边坡加固工程中最为常用的锚固加固法加固支护结构 ,本

条明确了各种不同形式支护结构抗力发挥系数取值。

重力式挡墙刚度一般较大,新增非预应力锚杆时,同样变形

锚杆承担的拉力较小 ,所以锚杆抗力发挥系数折减较多。

悬臂式、桩板式挡墙的自身变形较大,新增非预应力锚杆更

容易与之协同工作 ,所 以锚杆抗力发挥系数折减 比重力式挡

墙少。

锚杆挡墙加固时,新增非预应力锚杆抗拉刚度较小,在边坡

新的变形下其应力应变滞后严重,新增锚杆发挥作用小,因此锚

杆抗力发挥系数折减最多。另外 ,锚杆挡墙安全性鉴定时,锚杆

作为关键构件,直接决定其安全性等级。当为 Bsu级时,说明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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杆是满足安全性要求的,加固部位只会出现在锚肋、挡板等相对

次要部位。此时,采用加大截面法等加固是最经济合理的选择 ,

无需增设锚杆。因此 ,表 6.3.1未列出 戢u级 时锚杆抗力发挥

系数。

岩石锚喷边坡加固时,较完整岩石中采用锚杆加固,其应力

应变滞后小,因此锚杆抗力发挥系数折减最少。另外 ,岩石锚喷

边坡安全性鉴定为 戢u级时,说明锚杆是满足安全性要求的,加
固部位只会出现在面板等相对次要部位。此时无需增设锚杆 ,因
此表 6.3.1未列出 Bsu级时锚杆抗力发挥系数。

锚杆工程土层为锚固段时,锚杆变形量大且土层提供锚固力

不如岩层可靠度高,因此对抗力发挥系数进行了适当降低。

预应力锚固加固法对原支护结构有卸载作用,锚杆抗拉刚度

大,有利于消除应力应变滞后 ,充分发挥新增支护结构的作用 ,

所以折减少。实际工程应用时,应注意避免张拉控制应力过大 ,

对原支护结构带来损伤或对原锚杆等产生的过多卸载作用,影响

原支护结构有效抗力的发挥。

6.3.2 本条明确了抗滑桩加固法加固两种支护结构时抗力发挥

系数取值。抗滑桩加固法用于地基稳定性加固时,不应执行本

条,应按国家边坡规范相关内容计算。

95



7 边坡工程加固方法

7.1一 般 规 定

7.1.1 本规范仅列出常用的几种加固方法。由于岩土工程地域

性强,各地工程技术人员可结合规范中有关的加固设计原则,采

用当地成熟、可靠的加固方法对边坡进行加固。

7.1.2 水对边坡工程安全性危害大。由于水软化岩土的物理力

学指标,支护结构承担岩土侧压力增大,安全性降低。工程中边

坡安全事故的发生大都是水的不良作用诱发的。加强边坡排水、

防渗措施,有利于保证边坡的长期安全,是各种加固处理方法中

的必要辅助措施。边坡绿化则是园林化城市建设的需要。

边坡加固应遵守动态设计、信息法施工的原则。因此,本条

再次强调了边坡加固过程中对周边建筑物监测的必要性。

7.2 削方减载法

7.2.1 削方减载法适用于有削方条件、不危及后缘坡体整体稳

定性及邻近建构筑物、管线、道路及场地等安全和正常使用的

情况。

7.2.2 本条规定了几种情况不宜采用削方减载法。原因是这几

种情况受开挖放坡条件限制,仅采用削方不能使需加固的边坡工

程达到稳定或仍将影响坡顶邻近建筑物及管线等的安全和正常

使用。

7.2.3 本条规定了削方减载法设计的具体内容及要求。

7.2.4 有条件采用削方减载法对既有边坡工程进行加固时,削

方减载后使拟加固的边坡工程稳定性满足要求,也需对新形成的

坡脚及坡面进行保护。对稳定性不满足要求的及新形成的开挖边

坡均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支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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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 本条规定了采用削方减载法时现场施工顺序及有关要求。

现场施工时,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边坡的稳定性及现场条件

等确定施工顺序,并做好临时封闭、截排水、开挖临时放坡、弃
土弃渣及安全施工等有关工作。

7.3 堆载反压法

7.3.1 堆载反压法通过在既有边坡工程坡脚堆载反压 ,使拟加

固的边坡工程满足预定功能的一种直接加固法。

堆载反压法适用于坡脚有堆载反压的空间及位置 ,并不影响

邻近建筑物、管线及场地功能等的情况。

7.3.2 本条规定了堆载反压法设计的具体内容及要求。
7.3.3 应急抢险过程的堆载反压体作为边坡永久性加固工程使
用时,应复核其能否满足永久性的要求 ,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

当的处理措施。

有条件采用堆载反压法进行加固的边坡工程,需对新形成坡

面及坡脚进行保护,对稳定性不满足要求的及新形成的开挖边坡

尚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进行处理,确保堆载反压满足加

固的要求。

7.4 锚固加固法

7.4.1 锚固加固法用于有锚固条件的工程主要是指新增锚杆或
锚固体系具有可施作的场地以及周围建筑物的基础、管线、工程
地质、水文地质条件满足锚杆施工和承载力的要求等;锚杆作用
的部位、方向、结构参数、间距和施作时机可以根据需要较为方

便地进行设定和调整,能以最小的支护抗力,获得最佳的稳定效

果,因此对于边坡的稳定、支护结构抗滑移、抗倾覆等加固具有

良好的适应性和加固效果,技术经济效益显著。
7.4.2 由于锚固法具有施工简便、及时提供支护抗力、对原有

支护结构扰动小,显著节约工程材料并充分利用岩土体的自身强

度的特点,因而在边坡工程加固中优先采用。对于高大的岩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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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变形控制要求较高的边坡由于预应力锚杆及时提供支护抗

力,控制支护结构及边坡的变形,能提高边坡的稳定性和施工过

程的安全性 ,成为不可或缺的加固手段之一;对施工期间稳定期

较差或者无开挖条件的边坡工程,采用锚杆和预应力锚杆不但能

减少变形,而且增加边坡软弱结构面、滑裂面上的抗剪强度,改

善其力学性能,有利于边坡的稳定;国内外地震对锚固边坡稳定

性的影响研究和调查 (尤其是四川汶川大地震边坡失稳工程调

查)结果表明:由于锚杆具有良好的延性 ,将结构物或边坡不稳

定地层与稳定地层紧密地锁在一起,形成共同的工作体系,采用

预应力锚杆进行加固且锚杆的工作状态良好的边坡工程及大坝工

程基本上都处于稳定状态。因此规定采用预应力锚杆对抗震设防

烈度较高地区的边坡及构筑物进行加固,有利于提高其抗震性能

和安全性。

7.4.3 锚杆锚固段设置在软弱土层或经处理也不能满足锚固要

求的地层中,会引起显著的蠕变而导致锚杆预应力值降低,或因

锚固段注浆体与土层间的摩阻强度过低无法满足设计要求的锚固

力 ;由于地层对钢筋和灌浆体的强腐蚀性 ,降低了锚杆的使用寿

命,导致边坡存在安全隐患和边坡稳定维护成本的增加;填方锚

杆挡墙垮塌事故经验证实,锚杆自由段处在欠固结的新填土边坡

及竖向变形较大的边坡工程中,在锚杆施工完成后 ,随着填土的

固结和沉降,竖向变形加大,导致锚杆的拉压力增加和对挡墙附

加推力增加,不利于边坡的稳定 ,因此根据上述分析,对不适于

锚杆的情况进行了规定。

7.4.4 本规定给出了新增锚杆承载力、数量、间距等的确定

方法。

锚杆布设的位置与方位要充分考虑边坡可能发生的破坏模

式、支护结构抗滑移、抗倾覆和强度等要求 ,锚杆位置布设于边

坡作用力合力点 ,能使其最大限度提高抵抗滑移或倾倒破坏的

抗力。

新增锚杆与原支护体系中锚杆的间距过密,会引起群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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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从而降低了锚杆的承载能力,不能充分发挥新增锚杆与原支

护体系中锚杆的作用;锚固段穿过滑裂面或潜在滑裂面不小于
2m有利于锚固的可靠性,并参考国内外的岩土锚杆规范所做的

规定。

锚杆传力构件具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是为了避免传力构件
局部损坏和坡面地层因压缩变形而导致锚杆作用效果降低或不能

将锚固力有效地传至稳定地层中。

7.4.5 精轧螺纹钢筋是在整根钢筋上轧有螺纹的大直径、高强

度、高尺寸精度的直条钢筋,可在任意截面上通过内螺纹连接器

进行加长或者采用螺母进行锚固,具有连接、锚固简便、利于重

复张拉、与胶凝材料粘结力强、施工方便等优点;钢绞线具有强

度高、低松弛、可重复张拉、与钢筋相比可大量节省钢材且便于
运输和现场施工的特点,此外预应力锚杆杆体采用精轧螺纹钢

筋、无黏结钢绞线时,可根据监测结果较方便地进行预应力调

整,进行边坡动态设计与施工;新增锚杆由于控制变形和加固的

要求,预应力锁定值为锚杆拉力设计值;对于被锚固支护结构位

移控制值较低时,尤其是软土深基坑工程、蠕变较大的软岩高边

坡工程,其周围无建筑物或者变形不影响周围建筑物的安全,在
某些情况下,由 于支护结构变形,锚杆预应力增加约 35%~
50%,有些锚杆的筋体甚至断裂 (锦屏 I、 Ⅱ电站两岸高边坡采

用预应力锚杆加固,由 于岩石蠕变变形过大而导致筋体断裂 )。

因此在被锚固结构允许产生一定变形的工程,锚杆初始预应力
(锁定荷载)取为锚杆拉力设计值的 75%~9o%。
7.4.6 通过对国内外边坡工程中锚杆腐蚀破坏的实例调查研究

表明,锚杆的断裂部位主要位于锚头附近。保护层开裂,由于大

气水的渗人,常导致锚头腐蚀,因此本条对已有锚杆锚头出现锈

蚀以及保护层开裂进行修复处理进行规定,以便保证锚杆的长期

锚固性能。

7.4.7 由于钻孔用水会软化边坡岩土体,引起其岩土体物理力

学参数下降,导致边坡的变形加大,降低边坡的稳定性,因此 ,



本条规定,对于水钻成孔导致边坡的变形加大、稳定性降低较为

明显时,采用干钻成孔 ;锚杆预应力张拉过程会出现应力集中 ,

可能引起原支护结构局部损坏或压缩变形 ,因此在张拉时,不但

要分级张拉到位 ,同时需加强对原支护结构及构件变形的监测。

7.5 抗滑桩加固法

7.5.1 边坡滑动或有潜在滑面时,采用抗滑桩加固效果好,也

是岩土工程界常用的加固措施。支护结构稳定性或强度不足、边

坡滑移引起支护挡墙失稳时,采用抗滑桩加固法既可加固地基 ,

又可加固支护结构。

7.5.2 抗滑桩悬臂长度一般不宜超过 15m。 当悬臂长度较大时 ,

桩身配筋大,桩顶位移大,经济性差。此时,在桩顶附近增设预

应力锚杆 ,改善桩的受力状况,桩身配筋和桩顶位移显著减小。

另外,当加固需要对桩顶位移进行严格控制时,桩顶增设预应力

锚杆也是非常有效的。抗滑桩与预应力锚杆结合,可充分发挥桩

身强度和锚杆抗拉能力强的优点 ,是岩土工程中常用的处理措施

之一。

7.5.3 埋人式抗滑桩设计时应控制桩顶标高,避免岩土体从桩

顶滑出。当没有设置桩间挡板时,应控制桩间距离,避免土体从

桩间滑出。当地基存在多个软弱面时,应将桩伸过深层软弱面 ,

避免因桩长度不够对边坡未能全面加固,存在产生深层滑动的

可能。

7.5.4 抗滑桩施工阶段因对边坡进一步扰动,边坡的稳定性处

于相对较低时期。施工采取跳槽开挖等措施尽量减少对边坡的扰

动,有利于保证施工期间边坡的安全。

7.6 加大截面加固法

7.6.1 支护结构、构件截面尺寸不满足支护结构稳定性或强度

要求时,可采用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加大构件截面尺寸 ,以满足

支护结构整体稳定性和构件强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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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护结构的地基承载力或基础底面积尺寸不满足设计要求

时,可采用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加大基础截面,以满足地基承载

力和变形的设计要求。

7.7 注浆加固法

7.7.1 注浆法通过将浆液注人岩土体内,将原来松散的土颗粒

胶结成一个整体,或者通过填充岩石裂隙,将因裂隙切割的岩石

胶结在一起 ,从而提高岩土的物理力学性能。但由于注浆参数难

以把握 ,注浆效果检测手段目前均不够理想 ,注浆加固法更适合

作为边坡加固中提高边坡工程稳定性的补充措施,与本规范所述

的其余加固法一起使用。

7.7.2 注浆设计前应弄清场地能否采用注浆处理、适合采用何

种注浆材料和多大压力、预计的注浆量以及注浆处理后强度增加

或渗透性减小的程度等。

边坡注浆堵塞的泄水孔应重新采取清孔措施 ,同时应控制注

浆压力 ,避免注浆过程中边坡稳定性降低或对支护结构带来新的

损伤。

注浆浆液的扩散半径与浆液的流变特性、注浆压力、胶凝时

间、注浆时间等因素有关。理论计算的扩散半径与实际往往相差

很大,有条件时进行现场注浆试验确定相关参数对设计和施工更

有指导意义。

渗透注浆是在很小的压力下 ,克服地下水压和土的阻力 ,渗

人土体的天然孔隙,在土层结构基本不受扰动和破坏的情况下达

到加固的目的。

注浆加固地基时,增加的注浆宽度是参照有关地基基础处理

规范而来 ,其 目的是有利于保证对地基持力层的有效加固。

7.7.3 注浆施工合理性是确保注浆加固效果的重要环节。施工

过程中对注浆压力、注浆流量的监测和调整则是提高注浆质量的

关键。

注浆施工包括注浆机械的选择、注浆方法的选择、确定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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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和进行注浆控制。其中注浆控制可以采用过程控制 ,即通过

调整浆液性质和注浆压力、流量,把浆液控制在所要处理的范围

内;也可采用质量控制方法,通过注浆总量、注浆压力、注浆时

间等的控制 ,达到注浆加固的要求。

7.7.5 浆液过量流失大都伴随着注浆压力不升、吃浆不止的情

况,多为岩土层内部特殊的岩土结构等原因造成的。因此,选用

处理方法时应根据不同的地质情况,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

7.7.6 注浆质量的好坏应通过合适的检查方法检验。轻型动力

触探、静力触探、钻孔抽芯等方法存在仅能反映检查一点的加固

效果的局限性 ,电阻率法、声波法等存在难以定量和直接反映检

查效果的缺点,对地基整体加固效果的检查 目前尚无有效的方

法。相比之下,采用现场载荷试验检验注浆加固效果,在一定范

围内较能反映实际现状,但其检验费用相对较高,时间也较长 ,

对重要工程为确保工程安全,采用此方法检验是合理的。

7.8截 排 水 法

7.8.1~7.8.9 本节的截排水加固法主要适用于既有边坡工程出

现问题的主导原因是地下水及地表水。采用此法基本能达到加固

目的,而不需在采取其他加固措施的情况。当然,一般情况下还

宜对原有支护结构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

本节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了系统、合理的截排水设置及构造

要求等。设计时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合理地布设截、排水

措施。

地表水渗人既有边坡工程坡体,产生水压力,增加坡体的重

量,增加滑动力,同时降低了潜在滑面的抗剪强度,对边坡稳定

是不利的。

采用截排水法加固时,应遵循地表截、防、排水与地下排水

相结合,以地下排水为主,地表截、防排水为辅,有机结合的原

则。通过截、防、导、排,尽可能降低边坡地下水位,减小渗水

压力,改善边坡稳定条件,提高边坡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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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边坡工程加固

8.1一 般 规 定

8.1.1 本条明确了既有边坡工程加固方案选择时应考虑的主要

因素。

8.1.2 需进行加固的既有边坡工程出现问题的情况及原因较多 ,

应根据工程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加固方案。可采用一种或多种

加固方法组合进行加固。

加固方案应考虑与原有结构协调工作、尽量利用原有结构、

易于场地施工、经济、有效等因素综合确定。应注重工程环境、

条件和技术难度上的可实施性,不得危及工程周边相关建筑的

安全。

8.1.3 新增支护结构可以与原有边坡支护结构结合协调受力 ,

也可独立受力,分别发挥作用,达到整体加固的目的。

8.1.4 原支护结构能发挥作用的尽量发挥其作用,同时新增加

的支护结构不应或尽量少影响原有结构发挥作用。为使原结构充

分发挥作用和新增支护结构发挥相应的作用 ,宜优先采用有利于

与原支护结构协同工作的、主动受力的结构形式。

原支护结构的安全性较低时,加固设计应考虑边坡工程损坏

的时间效应,应选择施工过程不影响原支护结构稳定的加固方

案,防止施工过程中边坡失稳。

8.l。 5 本条规定的这几种情况,采用预应力锚索加固有利于新

增支护结构提前进人工作状态,发挥作用,也有利发挥原有支护

结构的作用 ,更有利于控制整个边坡工程及支护结构的稳定及变

形。因此,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应优先采用预应力锚索加固。

8.1.6 边坡变形大、开裂严重及原有支护结构的主要受力构件

应力水平高时,为使新增支护结构发挥主导作用,同时防止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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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构件发生超应力状态,应优先对高压力构件进行卸载,降低其

应力水平。卸载的方式有预应力锚杆加固、坡顶削方减载及坡脚

堆载反压等。

8.2 锚杆挡墙工程的加固

8.2.1 根据国内外大量锚杆挡墙工程调查,锚杆挡墙工程损伤、

破坏方式及原因概述为以下 8大类型,以便有针对性地制定综合

处理方案进行加固 :

1 在岩土推力作用下,锚杆挡墙整体失稳 ;

2 锚杆杆体强度、锚固段抗力及外锚头锚固力等不足造成

锚杆承载力不满足设计要求,锚杆挡墙出现变形和开裂 ;

3 锚固总抗力不足或锚杆非锚固段过长等因素使锚杆挡墙

外倾变形量超过设计允许值 ;

4 锚杆挡墙肋柱、排桩、格构梁的强度和刚度不足或混凝

土强度等级过低,不满足承载力要求 ,出现变形和开裂 ;

5 锚杆严重腐蚀,造成锚杆承载力不足,安全系数不满足

设计要求 ;

6 锚杆挡墙肋柱、排桩、基础承载力不满足要求 ,挡墙出

现严重的沉降和倾斜 ;

7 锚杆挡墙挡板的强度和刚度不满足设计要求,出现的变

形和开裂 ;

8 锚杆挡墙的排水系统功能失效,在水的作用下,岩土压

力增大,导致挡墙变形和开裂。

锚杆挡墙工程失稳诱发因素很多,因此在考虑技术、经济、

保护环境等因素的情况下,应优先采用锚固加固法。

8.2.2 根据锚杆挡墙工程破坏的原因和结构构件的鉴定结果 ,

在肋柱上增设锚杆 ,不但可以提高锚杆挡墙的稳定性 ,同时也可

以减小肋柱的变形 ;对于原锚杆挡墙工程中由于肋柱间距过大及

锚固总量不够而导致锚杆挡墙失稳,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法来提

高锚杆挡墙的抗力:(1)在原肋柱之间增设新的肋柱;(2)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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肋柱之间增设横梁和锚杆。

新增锚杆的位置与原支护体系中锚杆应有一定的间距 ,以避

免群锚效应,新增锚杆初始预应力的大小应考虑原支护体系的锚

杆的锚固力的大小,新增锚杆的锁定预应力值宜与其周围锚杆预

应力一致,以有利于新旧锚杆共同发挥锚固作用。

8.2.3 对于采用抗滑桩方法加固的锚杆挡墙工程,新增抗滑桩

和挡板 (肋柱)间设置可靠的传力构件 (或者采用紧贴挡板原位

浇注),有利于原支护体系中的挡板 (肋柱)与新增抗滑桩之间

土压力的传递、协调变形与施工。

抗滑桩悬臂较高或边坡岩土体作用力较大时,采用锚拉桩加

固法是被动加固与主动加固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法,有利于控制

由于边坡岩土体作用力过大抗滑桩顶部的变形 ,避免其倾倒破

坏,并有利于减少桩身配筋,提高其经济性。

8.3 重力式挡墙及悬臂式、扶壁式挡墙工程的加固

8.3.1 挡墙的主要载荷是土压力和相关的外来载荷,随着其使

用时间的增长,挡土墙的外观质量、稳定性就可能会减弱,出现

墙面开裂、鼓胀甚至不同程度的失稳现象。由于挡墙所承受的外

部载荷环境、回填土性质、地质条件不同,因而,挡墙出现结构

损坏、失稳的原因和所采用的加固方法也不尽相同,本条列出了

几种有代表性的加固方法。

在实际工程中,重力式挡墙的加固除采用本条所述方法外 ,

可根据挡墙的受力特点和具体情况,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加

固处理措施。如当重力式挡墙为俯斜式、直立式挡墙时,可通过

采用加大截面法将部分高度挡墙挡土面调整为仰斜状,减小加大

截面段墙后土压力 ,以达到对挡墙加固的目的;当重力式挡墙为

衡重式挡墙,墙后存在稳定岩土边坡时,可采取在衡重台处增设

钢筋混凝土卸荷板的加固措施,降低土压力。

8.3.2 本条列出了锚固加固法用于重力式挡墙加固时的基本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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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当重力式挡墙截面尺寸不够时,可采用墙前或墙后加大

截面宽度 ,也可墙前和墙后同时加大截面宽度。加大截面尺寸范

围可以是挡墙的局部高度区域。

挡墙或基础采用钢筋混凝土时,加大截面部分混凝土浇筑

前,应采取凿毛处理、植人拉结钢筋等措施 ,保证新、旧混凝土

结合成为整体。当挡墙为砌体材料时,应先剔除原结构表面疏松

部分 ,对不饱满的灰缝进行处理 ,加固部位采取设水平齿槽或锚

筋等措施 ,保证新加混凝土与挡墙结合成为整体。

基槽开挖施工阶段 ,挡墙的稳定性会削弱。采取分段跳槽施

工,可减少挡墙同时受扰动的范围,避免坑槽内地基土暴露过久

引起原基础产生和加剧不均匀沉降,甚至危及挡墙的安全。

8.3.4 采用抗滑桩加固时,抗滑桩与重力式挡墙之间水平力的

可靠传递是关键。当抗滑桩无法紧贴挡墙时,可将桩与挡墙之间

的土体置换为现浇混凝土。

8.3.5 本条规定了采用锚固加固法对悬臂式、挟壁式挡墙工程

进行加固时的方案及一些构造要求。

1 对挟壁式挡墙,锚杆宜设于挟壁的两侧,也可设于挡墙

的中部 ;

2 锚杆应锚固于挡墙后的稳定地层内 ;

3 锚杆的外锚固部分与原支护结构间应设传力构件;当已有

挡墙挡板不满足加固锚杆的传力时,可设格构梁、肋或增厚挡板 ;

4 对边坡挡墙工程变形较大或需控制挡墙变形时,宜采用

预应力锚索进行加固。

8.3.6 悬臂式、挟壁式挡墙的结构构件包括扶壁、立板 (或称

面板 )、 墙趾板和墙瞳板,是混凝土结构构件,无特殊性 ,可完

全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的有

关规定进行加固,以满足其受力要求。

8.4 桩板式挡墙工程的加固

8。 4.1 本条列出了几种有代表性的加固方法。对施工期间因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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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原因造成部分已施工桩或挡板不满足安全要求时,还可根据实

际情况采用加大截面加固法、墙后部分土体材料置换 (当未填土

时)等措施,必要时结合本条所列的加固方法。

8.4.2 桩板挡墙通常采用悬臂桩,桩顶位移过大引起的周边建

筑、市政设施损坏的情况较多。采用预应力锚杆加固,可有效控

制桩顶位移。

8.4.4 新增抗滑桩与原桩基距离过近,施工期间对原桩基可能

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削弱其埋人岩土层段的嵌固效果。

抗滑桩与桩板式挡墙排桩之间在桩顶应设置后浇的钢筋混凝

土连系梁,提高桩受力的整体性。

8.5 岩石锚喷边坡工程的加固

8.5.1 对需进行加固的岩石锚喷边坡工程,应根据加固工程地

质勘察报告、边坡加固工程鉴定和加固后边坡工作状态,分析边

坡破坏模式,根据破坏模式,兼顾已有边坡现状,选择合理的加

固设计方案。

本条规定了岩石锚喷边坡工程整体稳定性不满足要求时,可

根据现场情况采用一种或多种加固法组合进行加固。

损坏的锚杆属于明确鉴定时,则按局部加固。损坏的锚杆属

于不明确鉴定时按普遍性加固。加固锚杆的布设及构造应按现行

有关规范执行。

8.5.2 岩石锚喷边坡喷射混凝土面板作为局部受力构件或封面

构件,可采用锚杆加固法和置换法进行加固。格构梁应根据其受

力按国家现行混凝土构件进行加固。

对损坏的喷射混凝土面板,将失效部分混凝土和已经风化的

表层岩面清除干净;已损坏部分原有板内钢筋已经锈蚀时,用同

等级和直径钢筋替换 ,采用焊接或植筋的方法将加固钢筋与原结

构或钢筋连接;新喷射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不低于原有混凝土的

强度等级且不低于 C20;加 固部分的喷射混凝土挡板厚度不小于

原喷射混凝土挡板的厚度 ,且不应小于 100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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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坡率法边坡工程的加固

8.6.1 对需进行加固的坡率法边坡工程 ,应根据加固工程地质

勘察报告、边坡加固工程鉴定和加固后边坡工作状态 ,分析边坡

破坏模式 ,根据破坏模式 ,兼顾已有边坡现状 ,选择合理的加固

设计方案。

本条规定了坡率法边坡工程整体稳定性不满足要求时,可根

据现场情况采用一种或多种加固法组合进行加固。

8.6.2 本条规定了坡率法边坡工程局部稳定性不满足要求时 ,

需根据工程情况及条件采用混凝土格构式锚杆加固法、锚钉格构

护坡、砌块护坡、绿化护坡等进行加固。

8.7 地基和基础加固

8.7.1 现行行业标准 《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q
123中 的有关加固方法通常也适用于支护结构地基加固。对基础

偏心受力引起的地基竖向承载力不够,有锚固条件时,也可采用

锚固加固法调整支护结构的偏Jb受力,达到对地基加固的目的。

8.7.2 桩板式挡墙排桩、抗滑桩等以悬臂受力为主的支护结构

对地基的水平承载力要求相对较高。地基水平承载力不足会削弱

地基对桩的嵌固作用 ,造成桩顶位移加大,严重时会造成桩前被

动土压力区地基土被挤出破坏,支护结构整体作用失效。实际工

程应用表明,采用锚固加固法,在支护结构或基础上增设锚杆 ,

是解决地基水平承载力不足的有效加固方法,也为广大岩土工作

者所接受。

地基水平承载力不满足支护结构受力需要 ,造成的后果多伴

随着支护结构本身不满足使用要求,选择加固方法时应兼顾地基

和支护结构的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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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监

9.1一 般 规 定

9.1.1 当边坡加固工程施工中产生变形对坡顶建筑物安全有危

害时,应引起高度重视 ,及时对其可能威胁的保护对象采取保护

措施 ,对加固措施的有效性进行监控 ,预防灾害的发生及避免产

生不良社会影响;因此 ,本条作为强制性条文应严格执行。

对既有建筑边坡工程进行加固施工前 ,设计单位应明确指出

被保护对象内可能被危害的保护对象,并 给出具体监测项 目

要求。

9.1.2、 9.1.3 当出现下列情况的边坡加固工程应按一级边坡工

程进行变形监测 ,且提出了监测的具体要求。

1 超过本规范适用高度的边坡工程 ;

2 边坡工程塌滑影响区内有重要建筑物、稳定性较差的边

坡加固工程 ;

3 地质和环境条件很复杂、对边坡加固施工扰动较敏感的

边坡加固工程 ;

4 已发生严重事故的边坡工程 ;

5 采用新结构、新技术的边坡加固工程 ;

6 其他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边坡加固工程。

对边坡加固工程施工难度大、施工过程中易引发事故或灾害

的边坡加固工程的变形监测方案应进行专门论证 ,预防边坡加固

过程中产生新的灾害。

9.1.5 边坡工程及支护结构变形值的大小与边坡高度、地质条

件、水文条件、支护类型、加固施工方案、坡顶荷载等多种因素

有关,变形计算复杂且不成熟,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均未提出较成

熟的计算理论。因此 ,目 前较准确地提出边坡加固工程变形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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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也是困难的,特别是对岩体或岩土体边坡工程变形控制标准更

难提出统一的判定标准,工程实践中只能根据地区经验,采取工

程类比的方法确定。在确定具体监测内容和要求时,宜由设计单

位提出初步意见,再与边坡加固工程变形监测有关的单位共同协

商最终确定边坡加固工程监测方案。

9.2监 测 工 作

9.2.1~9.2.3 为规范边坡加固工程变形监测工作 ,给出了监测

方案的具体要求及监测对象、项目的选择要求,供相关工程技术

人员参考使用。

9.2.4~9.2.11 为了使边坡加固工程监测工作有法可依且可以

有效实施 ,给出了变形观测点布置应执行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相应监测项目、监测要求的最低标准,同时给出了监测频率的一

般规定 ,其 目的是避免边坡加固工程监测工作实际操作中缺乏统

一的监测规定,随意布置变形观测点或随意增加无效观测点的现

象,在满足实际工程需求的前提下,减少社会资源和财富的

浪费。

9.2,12 基于本规范第 9.1.5条 同样的原因,边坡加固工程监测

预警的控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关系到社会资源、人力、物

力的调配,预报不及时或不准确 ,其生产的后果都是严重的,在

参考了国家现行相关标准和有关边坡工程实践后 ,给出了预警预

报的一般要求。在实际使用中,监测单位应根据边坡加固工程自

然环境条件、危害后果的严重程度、地区边坡工程经验 (如发现

少量流砂、涌土、隆起、陷落等现象时的处理经验)及同类边坡

工程的类比,慎重、科学地作出预警预报。

9.3 监测数据处理

9.3.1、 9.3.2 通过对已有边坡工程监测报告的调查发现,监测

数据的处理方法、表达形式差异极大,且不规范,为统一监测数

据的处理方法,表达方式特做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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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加固工程施工及验收

10.1一 般 规 定

10.1.1 既有边坡工程的加固,由 于各种原因容易造成施工安全

事故,所以施工方案应结合边坡的具体工程条件及设计基本原

则,采取合理可行、有效的综合措施,在确保边坡加固工程施工

安全、质量可靠的前提下施工。

10.1.2 对不稳定或欠稳定以及出现较大变形的边坡工程,施工

前须采取措施增加边坡工程的稳定性,确保施工安全。采取特殊

施工方法时,应经设计单位许可,否则严禁无序大开挖、大爆破

作业施工,预防加固施工中造成边坡工程垮塌。

10.1.3 边坡工程实践证明,在坡顶超载堆放施工材料、施工用

水,经常引发边坡工程事故,为此,作此规定预防超量堆载危及

边坡工程稳定和安全。

10.1.5 加固边坡工程应根据其特殊情况或设计要求,施工单位

应将监控网的监测范围延伸至相邻建筑物或周边环境进行自检监

测,以便对边坡加固工程的整体或局部稳定做出准确判断,必要

时采取应急措施,保障施工安全及施工质量;雨期施工时,应加

强监测、巡查次数。

1O。 1.6 由于边坡加固工程的特殊性,同时要执行信息施工法 ,

故施工方案应经地勘及设计单位等认可。

地勘及设计单位对施工方案进行审查,主要是审查施工顺序

及施工方案等是否与现场情况相符、是否会影响施工质量及施工

期的安全等。

10.1.7 信息施工法是将设计、施工、监测及信息反馈融为一体

的施工法。信息施工法是动态设计法的延伸,也是动态设计法的

需要,是一种客观、求实的工作方法。边坡加固工程,应使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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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信息反馈系统与动态设计和施工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 ,及时

将现场边坡地质变化、变形情况反馈到设计、施王单位,以调整

设计参数与施工方案 ,指导设计与施工 ,从而确保施工期间边坡

加固工程安全。

10.2 施工组织设计

10.2.1 边坡加固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是贯彻实施设计意图、确

倮工程进度、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指导施工的主要技术文件。

施工单位应认真编制,严格审查 ,实行多方会审制度。方案中应

有施工应急控制措施和实施信息法施工的具体措施和要求。

10,3 施工险情应急措施

10.3.1 当施工中边坡加固工程出现险情时,施工单位应及时采

取相应措施处理,并向设计等单位反馈信息,未经许可不得继续

施工,避免出现工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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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支护结构地基基础安全性鉴定评级

B。 1一 般 规 定

B。 1.1~B。 1.4 任何工程的地基基础一般均为隐蔽工程 ,实际

现场检测工作受周边环境、场地条件、检测设各、检测方法等多

种囚素影响,实 际支护结构地基基础的检测存在很大困难 ,因

此,岩土体参数应按边坡加固工程勘察报告确定;同时根据地基

基础变形观测资料、上部支护结构反应、当地工程实践经验,结

合有关验算 ,评定支护结构地基基础的安全性。

支护结构地基基础包括地基及基础二个项目,其安全性以地

基及基础二个项 目中的最低评定等级作为地基基础的安全性

等级。

B。 2 地基的鉴定评级

B。 2,1 本条参考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给出了边坡工程地基检验的

基本要求。

B。 2.2 本条给出了地基检测的几种工作方法。

B。 2.3 本条给出了地基安全性评级方法和标准。

B。 3 基础的鉴定评级

B。 3.1、 B。 3.2 给出了基础检验应符合的规定及现场检测的几

种方法。

B。 3.3 本条给出了基础安全性评级方法和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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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鉴定单元稳定性鉴定评级

C.0.1 本条给出了稳定性评级包含的内容。

应该指出的是在不考虑边坡工程支护结构作用时,边坡岩土

体稳定性评价问题是由本规范第 4章解决的,即边坡工程岩土体

破坏模式由边坡加固工程勘察解决。

C。 0.2 本条给出了稳定性鉴定评级的范围、评定条件和评定对

象,当鉴定单元已经出现稳定性破坏或已有重大安全事故迹象

时,应直接将其安全性评定为 Dsu级 。

C.0.3 本条给出了支护结构按抗滑稳定性和抗倾覆稳定性评价

其安仝性的方法和标准,由于全国各地工程地质环境差异很大 ,

各地区边坡工程实践经验各有不同,因此,第 3款鉴定评级是以
2个表格表达的。各地区应根据当地边坡工程实际经验、同类边

坡工程对比,总结适合本地区边坡工程实践的参数评定支护结构

抗滑稳定性和抗倾覆稳定性。

C.0.4 本条给出了支护结构整体稳定性评级方法,其分界参数

与建筑边坡安全性等级等因素相关 ,其分级标准与边坡工程安仝

性等级变化后的安全系数基本一致。

应当注意的是 :因边坡支护结构的存在,致使岩土体破坏模

式发生改变,应对不同破坏模式的鉴定单元进行稳定性验算,以
最小安全系数或最不利状态作为评定边坡工程整体稳定性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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