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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土压力模型

 弹性法土压力模型  经典法土压力模型

2012规范 99规范 2012规范 99规范



1.1支挡式支护土压力计算模型- 99 vs 2012

说明：左为99规范、右为2012规范



1.2土反力模型- 99 vs 2012



Ps——桩间距范围内分布的土反力；

b0——土反力计算宽度 规范4.1.7

ks——土的水平反力系数；

Ps0——初始分布土反力；

Psk——嵌固段基坑内侧土反力标准值；

Epk——嵌固段被动土压力标准值

v——土体的水平位移



1.3土反力限制- 99 vs 2012

99规范--无，2012规范--增



2. 嵌固深度的计算
1) 嵌固深度构造要求：

依据《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 120-2012, 

嵌固深度ld对于悬臂结构不宜小于0.8h;对单支点支挡结构，不宜小于0.3h；

多支点支护结构不宜小于0.2h。

2) 嵌固深度满足整体滑动稳定性要求：

按《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 120-2012 4.2

悬臂式支挡结构——满足（4.2.1）嵌固稳定性要求

单层锚杆和单层支撑的支挡式结构——满足（4.2.2）嵌固稳定性要求

锚拉式、悬臂式支挡结构和双排桩按圆弧滑动稳定条分法进行验算。



3) 嵌固深度满足坑底抗隆起要求：

按《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 120-2012 4.2.4 锚拉式支挡结构和支撑式支

挡结构的嵌固深度应符合下式规定：

4) 嵌固深度满足以最下层支点为轴心的圆弧滑动稳定性要求：

按《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 JGJ 120-2012 4.2.5 锚拉式支挡结构和支撑式支

挡结构，当坑底以下为软土时，其嵌固深度应符合下列以最下层支点为轴心的圆

弧滑动稳定性要求：



3. 刚度计算

 冠梁的刚度

 锚杆的刚度

 内支撑的刚度



3.1 冠梁的刚度
 冠梁侧向刚度估算公式：

 K ——冠梁刚度估算值（MN/m）；

 a——桩、墙位置（m）；一般取L长度的一半（最不利位置）。

 L——冠梁长度（m）；如有内支撑，取内支撑间距；如无内支撑，取该边

基坑边长。

 EI——冠梁截面抗弯刚度（MN.m2）；其中E表示混凝土的弹性模量见《混

凝土设计规范2010》表4.1.5，I表示截面对x轴的惯性矩。

简支梁在集中荷载作用下

的挠度计算公式推导得到



无内支撑，取该边基坑边长。 有内支撑，取内支撑间距

L的取法：





3.2 内支撑的刚度
 《基坑支护技术规程2012》 4.1.10支撑式支挡结构的弹性支点系数宜通过对内支

撑结构整体进行线弹性结构分析得出的支点力与水平位移的关系确定。对水平对

撑，当支撑腰梁或冠梁的挠度可忽略不计时，计算宽度内的弹性支点刚度系数可

按下式计算：

 λ——支撑不动点调整系数；

支撑两对边基坑的土性，深度，周边荷载等条件相近，且分层对称开挖时，

取λ=0.5；

支撑两对边基坑的土性，深度，周边荷载等条件或开挖时间 有差异时，对

土压力较大或先开挖的一侧，取 =0.5~1.0,差异大时取大值，差异小时取小值。

对土压力较小或后开挖一侧，取1-λ 

当基坑一侧取λ=1时，基坑另一侧应按固定支座考虑，对竖向支撑构件，

取λ=1。



αR——支撑松弛系数，对混凝土支撑和预加轴向压力的钢支撑，取1.0

对不预加轴向压力的钢支撑，取0.8～1.0；

E ——支撑构件材料的弹性模量（Kpa）；

A ——支撑构件断面面积（m2）；

l0 ——支撑构件的受压计算长度（m）；

s——支撑的水平间距（m）；

ba——挡土结构的计算宽度（m），对单根支护桩，取排桩用桩间距，对单幅

地下连续墙，取包括接头的单幅墙宽度。



 软件计算中自动用交互的“支锚刚度”先除以交互的“水平间距”再乘

以“桩间距”（如是地下连续墙乘1），换算成作用在每根桩或者单位宽

度墙上的刚度，进行支护构件计算。

 如果是内撑，可在“支锚的水平间距”和“桩间距”都输入实际的间距，

此时交互的支锚刚度就应是整根支撑的刚度；

 即采用公式的前半部分计算。



3.3 锚杆的刚度
输入的锚杆刚度是水平刚度

有四种方法：

 ①试验方法——（基坑规程2012 4.1.9.1）

 ②用户根据经验输入.

 ③公式计算方法（基坑规程2012 4.1.9.2 ）

 ④软件计算。具体做法是先凭经验假定一个值，然后进行内

力计算、锚杆计算得到一个刚度值，系统可自动返回到计算

条件中，再算；通过几次迭代计算，直到两个值接近即可，

一般迭代2~3次即可。



4. 材料抗力

1）内支撑的材料抗力如何确定？

2）抗倾覆安全系数计算结果材料抗力与

支锚力之间的关系？

3）锚杆的材料抗力？



4.1 内支撑的材料抗力

内支撑的材料抗力与支护形式和边界条件都有关系。

在整体计算中，内撑的作用软件自动考虑。

在单元计算中，需要用户根据结构形式自己确定内

支撑所提供的抗力（材料抗力）的大小。对于没有

经验，可参照下式估算：



①对于砼：

②对于钢材：

 式中：

 T——内撑的材料抗力（kN）；

 A——内撑截面积（mm2）；

 fc——混凝土抗压强度设计值（N/mm2）；

 fy——钢材抗压强度强设计值（N/mm2）；

 ——与内撑长细比有关的调整系数；

 ——与工程形式有关的调整系数；



4.2 材料抗力与支锚力的关系

 抗倾覆安全系数计算中材料抗力与支锚力之间的关系：

 抗倾覆计算中，支锚力会产生对桩底的抗倾覆弯矩,

对于锚杆支撑，支锚力取锚杆材料抗力和锚固力中的小值进行

计算；

对于内支撑，支锚力取用户输入的材料抗力。



支锚力的取值：
对于锚杆：

Tki——第i个支锚点抗力标准值（kN）；

Tkki——第i排锚杆材料抗力（kN）；

Tmki——第i排锚杆锚固力（kN）；

对于内撑：Tki=Tki’

支锚力取用户输入的材料抗力。

Tki=min(Tkkirk, Tmkirm)

锚固力：Tmki=ΣПd(m)qsjk (kpa) li(m)

材料抗力：Tkki=As(mm2)fyk(N/mm2)/1000



4.3锚杆的材料抗力

 抗倾覆计算结果中的锚固力和材料抗力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工况7：
注意：锚固力计算依据锚杆实际锚固长度计算。
序号 支锚类型 材料抗力(kN/m) 锚固力(kN/m)

1 锚索 60.207 74.220
2 锚索 85.400 104.388
3 锚杆 76.027 117.810

Ks = 4.789 >= 1.200, 满足规范要求。
----------------------------------------------
安全系数最小的工况号：工况7。

最小安全Ks = 4.789 >= 1.200, 满足规范要求。

锚杆的拉力标准值对支
护结构最底部点的弯矩

取材料抗力和锚固力中
的小值作为锚杆拉力的
标准值参与抗倾覆验算

锚杆对抗倾覆的贡献



该题要注意的内容：

①锚杆的水平间距为2米。

②第二根锚杆的锚固段即在第一个土层，又在第二个土层。

③该题选用的是锚索，钢筋强度标准值选的是1220N/mm2

④前两道是锚索，最后一道是锚杆。在计算材料抗力时要注

意。



 答：锚固力：Tmki=∑Пdqsjkli

 dnj——第j根支锚锚固体直径（m）；

 qsik——支锚穿越第i层土土体与锚固体极限摩阻力标准值（kPa），

无试验资料时可按规程表4.4.3取值；

 lni——第j根支锚在圆弧滑裂面外穿越第i层稳定土体内的长度（m）；

 材料抗力：Tkki=Asfyk/1000

 Tkki——第i排锚杆材料抗力（kN）

 As——锚杆实配钢筋或钢绞线面积（mm2）；

 fyk——钢筋强度标准值（N/mm2）；



注意：

1、用这个公式算出来的锚固力和材料抗力都是锚杆间

距范围内的，软件输出的锚固力是每米的，所以要把算出来的

值除以锚杆间距。

2、 如果该段锚杆的锚固长度分布在两个土层中，要两

个土层分开计算。

3、抗倾覆计算结果支锚点抗力取锚固力和材料抗力中

的小值进行计算。





锚固力计算：

Tmk1=ΣПdqsj1l1=3.14*0.15*30*9.5=134.235KN

Tmk1/锚索水平间距=134.235/2=67.12KN/m

Tmk2=ΣПdqsj1l1+Пdqsj2l2=3.14*0.15*30*6.5+3.14*0.15*125*1.

5=180.1KN

Tmk2/锚索水平间距=180.1/2=89.6KN/m

Tmk3=ΣПdqsj3l3=3.14*0.15*125*6=353.25KN

Tmk3/锚杆水平间距=353.25/2=176.6KN/m



材料抗力计算：

Tkki=Asfyk/1000

Tkk1=Asfyk/1000=98.7*1220/1000=120.44KN

Tkk1/锚索水平间距=120.44/2=60.2KN/m

Tkk2=Asfyk/1000=140*1220/1000=170.8KN

Tkk2/锚索水平间距=170.8/2=85.4KN/m

Tkk3=Asfyk/1000=380*400/1000=152KN

Tkk3/锚杆水平间距=152/2=76KN/m



 计算项目中选择锚杆计算，软件自动设计锚杆。

 计算项目中不选择锚杆计算，软件按支锚信息输入的锚杆信

息，计算抗倾覆和整体稳定计算。

 如果支锚类型选择内撑，在支锚信息中输入支撑的水平刚度

和材料抗力，计算项目没有锚杆计算。内撑参与抗倾覆计算

和整体稳定，抗倾覆计算结果中没有锚固力计算结果。

5. 锚杆设计



锚杆水平方向
内力标准值

锚杆水平方向
内力设计值

由锚杆轴向设计值得出，
由基坑规范4.7.3算出锚
杆轴向拉力标准值再乘
以分项系数得到设计值。

由基坑规范
4.7.5得出

5.1锚杆计算内容



5.2锚杆粘结强度- 99 vs 2012



5.3锚杆自由段长度- 99 vs 2012



6. 软件的计算流程及结果查看
 流程中的关键点：

 1）先确定锚杆位置，输入土层信息后，计算嵌固深度

 2）先确定锚杆位置，后生成工况

 3）锚杆的数据输入：

 锚杆刚度－迭代试算

 材料抗力－根据锚杆计算结果自动计算

 锚杆总长，嵌固段长度－软件自动计算

 4）内撑的刚度不需迭代、材料抗力由用户直接交互

 5）坑底位移与初设d值相差较大时，需重新计算m值



输入构件参数和土层参数

确定锚杆位置

计算冠梁刚度 计算m值(可取d=10)计算嵌固深度

自动生成工况（调整工况信息）

输入初始锚杆刚度

计算（试算）

锚杆计算后得到的支

护锚刚度

计算

施加预加力

坑底位移与初设d相

差过大

结果查询



结果查看

弹性法内、外侧最
大弯矩值

经典法内、外侧最
大弯矩值

从地面到该位
置的竖向距离

该位置处弯矩值

位移内力工况图



 ①土压力、桩内力、配筋结果

单、双排桩结构计算结果图中，土压力和内力结果分别为单桩上

的荷载和内力；

连续墙结构计算结果图中，土压力和内力结果分别为单位宽度上

的荷载和内力，

预加力为单根锚杆上的力，计算得的支锚力为单根锚杆的支锚力；

计算出的支撑轴力是标准值，未乘过1.25*1.1这个系数。



经典法和

弹性法的

切换。

上：基坑内

外侧内力的

最大值；

下：最大内

力值对应的

基坑深度。

桩身配筋

可以分段。

计算值：软件计算出来的内力标准值；

设计值：设计值=计算值×折减系数×分项系数

×基坑侧壁重要性系数；

实用值：可取计算值，也可根据经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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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

d - HPB300; D - HRB335; E - HRB400; 

F - RRB400; G - HRB500; P - HRBF335; 

Q - HRBF400; R - HRBF500

可以自动选筋，也可以手动录入钢筋实

实配值。

只要满足实配钢筋面积>计算钢筋面积

即可。



②. “位移内力工况图”中的土压力和“查看土压力”中的土压

力，二者区别？

“位移内力工况图”中的土压力是实际宽度的土压力（如桩间

距是1.6米，这里显示的就是1.6米土产生的土压力），

“查看土压力”中的土压力是单位米的土压力，如果桩间距是

1米时，两者一样。

“位移内力工况图”中的土压力是合力的曲线表示，“查看土

压力”中的土压力是真正显示的土压力。



查看土压力中的

土压力是单位米

的；

41

工况图中的土压力是实际宽度的；

如果桩间距是1米时，两者一样。



支点力：

是一根锚杆或

内撑的内力标

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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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在计算时，先计算出单位水平支点力，然后乘以前面交

互的锚杆水平间距，再除以桩间距，得到这根锚杆的实际内

力显示在图中。内撑同理。

③锚杆或内撑的支点力



④.倾覆计算与整体稳定计算结果

倾覆性安全系数输出的为每个工况下的计算结果，并指出了最不利

工况。

整体稳定性安全系数为最后一个工况下的计算结果。



7、水泥土墙

7.1墙体参数

水泥土墙的厚度：

《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2012）》

6.1.2中根据抗倾覆稳定条件计算水泥土墙厚度。

采用按整体稳定条件确定的嵌固深度，再按

墙的抗倾覆条件计算墙宽，此墙宽一般能满足抗

滑移条件。

水泥土抗压强度：即fcs，用于墙体正截面承载力的验算（拉应力、压应力、剪应力）。

水泥土抗拉/抗压强度比：用于墙体正截面拉应力验算。

水泥土墙平均重度：即rcs,用于墙体正截面承载力的验算。

水泥土墙抗剪断系数μ：用于水泥土墙抗剪应力计算。

——可以模拟水泥土搅拌桩



7.2格栅水泥土墙- 99 vs 2012

99--无
2012--增

通过此式，控

制格栅内土体

对四周格栅的

压力在水泥土

墙承受的范围

内。



格栅墙的厚度可以根据外切等效和面积等效两种原则进行计算b、A、I。



7.3水泥土墙抗倾覆、抗滑移- 99 vs 2012



7.4水泥土墙抗剪- 99 vs 2012

99--无
2012--增



7.5正截面承载力验算

SMW工法：——分配系数法

1、水泥土墙截面承载力计算

2、型钢截面承载力计算

3、型钢截面局部承载力计算

实心墙、格栅墙、墙+排桩：

1、水泥土墙截面承载力计算

——《基坑规程2012》6.1.5

拉应力： 压应力：

剪应力



7.6 SMW工法

截面承载力计算的三种方法：

建筑基坑规程法：型钢水泥土搅拌墙的弯矩全部由水泥土墙承担。

型钢水泥土墙规程法：型钢水泥土搅拌墙的弯矩全部由型钢承担。

1、验算内插型钢的截面承载力。

2、验算墙身局部抗剪承载力，包括型钢与水泥土之间的错动剪切和

水泥土最薄弱截面处的局部剪切。

分配系数法：水泥土与型钢共同受力，通过分配系数分配。



 截面内力计算方法选：型钢水泥土墙规程或分配系数法时，型钢布置形

式可以选择如下三种：

型钢布置形式不同，计算截面的抵抗矩W不同，最终的计算结果不同。



 5.4 抗滑移计算

软件考虑了锚杆对抗滑移稳
定的贡献。

取锚固力和材料抗力的小值
参与抗滑移验算



8、土钉专题
8.1土钉计算内容

 局部抗拉

 内部稳定

 土钉选筋

 外部稳定

◦ 把经土钉加固后的土钉墙作为挡

土墙来验算。

——2012规范没有要求，如需计算

可用6.5版本

 生成施工图

2012规范计算内容



8.2新增土钉轴向拉力调整系数

详见《基坑规程2012》条文说明5.2

每根土钉的轴向拉力调整系数ηj的值是不

同的，每根土钉乘以轴向拉力调整系数后

，各土钉轴向拉力之和与调整前的各土钉

轴向拉力之和相等。



“取最小土钉长度”：系统取“稳定

设计初始长度”=土钉最小构造长度，

然后按土钉长度增加步长试算，直

到计算的滑弧稳定系数满足要求为

止。不考虑局部抗拉设计长度要求。

8.3土钉墙整体稳定

“取局部抗拉设计结果”：系统取“稳定设计初始长度”=局部抗拉最大设

计长度。然后按土钉长度增加步长试算，直到计算的滑弧稳定系数满足要求

为止。即土钉最终设计长度同时满足局部抗拉、内部稳定的要求。

“用户交互”:取用户交互的长度做为“稳定设计初始长度”，然后按土钉长

度增加步长试算，直到计算滑弧满足稳定系数。



8.4土钉墙隆起稳定性- 99 vs 2012

99--无
2012--增



8.5土钉粘结强度- 99 vs 2012



9.双排桩
9.1 双排桩6.5版本算法：

双排桩水平荷载计算单元宽度的选取如下图

（1）前后均为砼或型钢排桩：取后排桩的桩间距

为计算单元宽度；

（2）前后均为钢板桩：取单位米为计算单元宽度；

（3）前为钢板桩，后为砼或型钢排桩：取后排桩

的桩间距为计算单元宽度；

（4）前为砼或型钢排桩，后为钢板桩：取前排桩

的桩间距为计算单元宽度。

依据

《深基坑支护设计与施工》余志成，施文华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前、后排桩土压力

双排桩计算时按前后排桩各自的等效开挖面计算各自土压力的数值ea，再

分别乘以前桩、后桩的分担系数，得到作用在前、后桩上的土压力。

双排桩的布置形式：

⑴前后排桩桩间距相同对齐排列

前排桩：PA=α ea

后排桩： PB=(1-α) ea



⑵前后排桩梅花形或间距不等排列

前排桩：PA=(1+α) ea

后排桩： PB=(1-α) ea



1. 双排桩内力计算只采用弹性法；

2. 用户若要考虑后排桩承担有限宽度荷载的影响，可自己调整

分担系数α1、α2的大小，程序不再给出参考值。

3.程序在进行双排桩抗倾覆验算时考虑了前后排桩之间土的自重，

考虑的范围为双排桩的外轮廓线间距，自重土压力参数取自后

排桩外土层的参数。主动土压力、被动土压力荷载是将双排桩

等效为一个单排桩所受的荷载，计算同单排桩。前后桩长度不

一致时，不进行抗倾覆验算。

4.将双排桩等效为一个单排桩进行稳定计算，其中桩长一致，等

效单排桩的桩径为前后排桩的外轮廓线间距。



双排桩计算结果说明：

 双排桩支护计算图形中蓝色和红色曲线分别代表前排桩和后排桩的计算结果，

下方的蓝色、红色标注分别为前排桩和后排桩各计算结果的最大值，无经典

法计算结果。

 双排桩只可查看弹性法土压力计算结果，可通过“类型”选项切换显示前

排桩或后排桩的土压力。



9.2双排桩7.0版本计算模型-2012规程

将桩间土简化

为土弹簧。土压力

在前后排桩之间分

配应该取决于双排

桩结构自身变形和

桩间土体的性质。

土压力的分配

就靠土弹簧与前后

排桩的位移协调来

实现，桩间土刚度

的大小就是桩间土

的水平向地基反力

系数K。



桩间土考虑方法- 99 vs 2012

1. 桩间土水平刚度系数

2. 桩间土对桩侧的初始土压力

前后排桩水平位移的差值，
相对位移减小时为正值，
相对位移增加时，取0.



抗倾覆计算

嵌固深度应

符合该式的

要求

双排桩、刚架梁
和桩间土自重和



10.花管
花管是柔性构件。

可以模拟：微型钢管桩、竹桩、生木桩等。

基坑内侧、外侧花管只参与整体稳定计算，只有穿过滑弧

的花管才对整体稳定有贡献，计算时，取花管抗拉力和滑

弧外花管与土体摩擦阻力两者之中较小值。

如果支护结构采用微型钢管桩，需要用材料力学中的方法，把

微型钢管桩等效成排桩中的钢桩，材料类型:钢材，截面参数：无缝

钢管。



11.基坑稳定性验算

a)整体稳定性、隆起稳定性、倾覆稳定性

b)渗透稳定性、突涌稳定性



11.1隆起稳定性计算- 99 vs 2012

99--无
2012--增



11.2渗透（流土）稳定性- 《规程2012》附录C.0.2



11.3突涌稳定性-- 《规程2012》附录C.0.1

99--无
2012--增

承压水含水层
顶面的压力水
头高度。



整体计算

 1.  基坑整体标高内容

 2.  坑内坑专题

 3.  自定义截面

 4.  整体计算结果与理正结构工具箱的校核



1. 整体标高
 1）顶层内支撑标高、分区地面高程、冠梁标高、单元中的桩

（墙）顶标高之间的关系：

除“单元中的桩（墙）顶标高”是相对该单元的地面而言外，其余的标高都是相

对本工程的0.000而言；

“分区地面高程”是指各支护分区的地面的标高，各支护分区可以不同；

“单元中的桩（墙）顶标高”是指桩（墙）顶相对于本单元地面的高差，桩、墙

顶比地面高为正；

“冠梁标高”是通过“单元中的桩（墙）顶标高”和“分区地区高程”推算而来，

冠梁标高＝单元中的桩（墙）顶标高＋分区地面高程；

“顶层内支撑标高”与“冠梁标高”没有关系。





当支护分区标号不一致时，布置冠梁时要注意。

不同支护分区的冠梁不在同一标高上。



当支护分区标高不一致时，

冠梁层的内撑与第一层内撑的构件要分别布置

第一层内支撑的构件

冠梁层的构件



2. 坑内坑专题

当基坑不封闭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支护方
向，且基坑的土方量无法计算。

如果要正确计算土方量，则基坑必须封闭。未布
置支护的边线处可选择放坡，并将放坡的参数设
置合理。

坑内坑的建立

基坑不封闭的建立



外

坑
内

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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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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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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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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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至少需要
3种支护分区

至少需要
2种支护分区

至少需要
1种支护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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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实例

 坑内坑——地铁基坑





3. 自定义截面

例：基坑内撑梁采用自定义截面

——选双拼工字型钢I20a。

注意：自定义截面要与自定义材料相对应，如不对应，会提示：材料不匹配。



可以用理正工具箱里的型钢特性查询工具查询组合型钢的截面：



4.工具箱校核深基坑整体的计算结果

校核时注意点位：

1.基坑内撑梁是按压弯构件计算，因此校核时应该用工具箱中柱截面。

2.由于基坑输出计算书中是梁的某个断面，因此柱截面校核时，选择普

通柱或框架柱没有分别。

3.工具箱中输入的柱长应为内撑梁实际长度。

4.基坑输出计算书中的内力值为标准值，应该将其乘以分项系数和基坑

重要性系数后输入工具箱中计算。

5.基坑中轴力输出时，正值为拉力，在工具箱中，正值为压力。

6.工具箱中不能考虑扭矩的影响。



深基坑和工具箱的方向

深基坑 工具箱

弯距水平方向 My

竖向剪力 Vy

弯距竖向方向 Mx

水平剪力 Vx

轴力受压为正 正值

矩形800×600就是表示b*h，b=800mm,h=600mm



基坑软件出的结果：



内力结果:

分项系数1.25,基坑重要性系数1.0.

起点 中点 终点 设计值

水平弯矩(+)(kN-m)：My 0.00 0.00 0.00 0

水平弯矩(-)(kN-m)： 0.00 0.00 -0.00 0

竖向弯矩(+)(kN-m)：Mx 59.74 111.58 59.74 74.675

竖向弯矩(-)(kN-m)： 0.00 0.00 0.00 0

水平剪力(kN)：Vy -0.00 -0.00 -0.00 0

竖向剪力(kN)：Vx 34.56 -0.01 -34.56 -43.2

轴 力(kN)：负值 -635.38 -635.38 -635.38 -794.225

扭 矩(kN-m)： 0.00 0.00 -0.00 0





工具箱配置钢筋结果：

(1)上部纵筋:4E18(1018mm2 ρ=0.21%) > As=960mm2，配筋满足。

(2)下部纵筋:4E18(1018mm2 ρ=0.21%) > As=960mm2，配筋满足。

(3)左右纵筋:3E18(763mm2 ρ=0.16%)分配As=1018mm2 > As=960mm2，

配筋满足。

(4)竖向箍筋:d8@200四肢箍(1005mm2/m ρsv=0.13%) > Asv/s=750mm2/m，

配筋满足。

(5)水平箍筋:d8@200三肢箍(754mm2/m ρsv=0.13%) > Asv/s=750mm2/m，

配筋满足。

可参照教材19页。



基坑内撑梁配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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