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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可再生能源储存系统是利用钢筋混凝土桩基础来储存由太阳能板产生的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压缩空

气的形式储存在空心截面的桩基内，桩基础作为上部结构的承载结构，不仅要承受上部结构荷载，还要承受土体的

反作用力和压缩空气的压力。然而，混凝土在拉应力作用下易产生裂缝，导致钢筋混凝土桩储存能源的使用性能

和耐久性受限。为了克服传统钢筋混凝土能量桩的这些缺陷，针对各种ＦＲＰ（Ｆｉｂｅ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混凝土复

合桩基础储能和承载的双功能进行研究。综合考虑结构荷载、土体的反作用和压缩空气热动力循环引起的内部空

气压力的共同作用，对多种形式的复合能量桩基础体系的适用性进行了综合有限元分析。研究表明，内侧和外侧

的ＦＲＰ管可以有效提高使用性能和耐久性，相对于钢筋混凝土桩，ＦＲＰＣ管桩的使用可靠性和耐久性性能更高。

关键词：可再生能源存储；ＦＲＰＣ管桩；ＣＡＥＳ桩；承载特性

中图分类号：ＴＵ４４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１３２（２０１９）０４－０５７９－０６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ＦＲＰＣ　Ｐｉｐｅ　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ｅｄｉｕｍ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ｉｒ

ＤＡＩ　Ｇｕｏｌｉａｎｇ１，２，ＣＡＯ　Ｘｉａｏｌｉｎ１，２，ＧＯＮＧ　Ｗｅｉｍｉｎｇ１，２

（１．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１１８９，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１１８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ｕｓｅｓ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ｉｌ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ｔｏｒｅ　ｒｅ－
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ｌａｒ　ｐａｎｅｌｓ．Ｔｈｅ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ｓ　ｓｔｏ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ｌｌｏｗ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ｌ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ｉｒ．Ｔｈｅ　ｐｉｌ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ｃｔｉｎｇ　ａｓ　ａ　ｌｏａｄ－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ｏａｄ，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ｉ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ｓ　ｐｒｏｎｅ　ｔｏ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ｉｌｅｓ．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ｓｅ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ｉｌ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ＲＰ（Ｆｉｂｅ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ｅ　ｐｉｌ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ｏａ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ｏａｄ，ｓｏｉｌ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ｉｒ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ａｕ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ｉｒ　ｔｈｅｒｍｏ－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ｉｌ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
ｔｅｍ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ｏｕｔｅｒ　ＦＲＰ

９７５

＊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１－３１；修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４－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５１８７８１６０，５１６７８１４５，５１８０８１１２）资助
作者简介：戴国亮（１９７５－），男，教授，博导，博士。主要从事桩基础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ｄａｉｇｌ＠ｓｅｕ．ｅｄｕ．ｃｎ



ｐｉｐｅｓ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ｌ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ｒｅｌｉ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ＲＰＣ　ｐｉｐｅ　ｐｉｌｅｓ　ａｒ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ｉｌｅ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ＦＲＰＣ　ｐｉｐｅ　ｐｉｌｅ；ＣＡＥＳ　ｐｉｌｅ；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引　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口的急剧增长，
能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凸
显，这对能源的有效利用和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为了应对能源紧缺的问题，开发与应用可再
生能源既可以减少对常规能源的消耗，也可以保护
环境。地热热泵、太阳能和风能是可再生能源的典
型收获方式，目前国内外对地源热泵技术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１－６］，且孔纲强等［７］制定了《桩
基地热能利用技术标准》，为地源热泵技术在桩基中
的使用提供了依据。

太阳能电池板和地热热泵是可再生能源的典型
获取方式，但其能源利用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气候条件和供求关系等一些非固定因素。可再生能
源的这种间歇性特点，需要高效的储能方式，及时将
所产生的可再生能源与需求相统一，并将多余的能
源存储下来，用以弥补供求之间的差距。因此，通过
多学科研究项目开发了一种新的可再生能源存储系
统［８－９］，该系统的主要特点是利用钢筋混凝土桩基础
存储附着在建筑结构上的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可再
生能源。利用所谓的ＣＡＥＳ（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ｉ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技术，可再生能源可以储存在钢筋混凝土
桩基础内。ＣＡＥＳ技术的过程包括压缩、冷却、加热
和扩张４个热力循环阶段（如图１所示）［１０］。压缩
过程考虑等熵绝热条件，满足能量守恒原理，在此过
程中产生压缩空气的最大压力［１２－１３］。在冷却阶段，
压缩空气的温度降至其初始温度，热量在储罐容器。
在加热过程中，热量被储存在水箱中的空气吸收。
冷却和加热过程［１４］涉及到等容条件，其中温度和压
力是直接成正比的。在膨胀过程中，若不考虑能量
的损耗，功率的产生遵循理想气体定律，可认为是压
缩过程的相反机理。

由于桩基作为储能介质，其受力状态十分复杂，
如图２所示［１５］，ＣＡＥＳ桩不仅要承受上部结构的作
用力，还要抵抗复杂的土边界力，包括桩身摩擦力、
端轴力、桩体内压缩空气产生的压力和土压力。而
内部空气压力则产生纵向和周向的拉伸应力和径向

图１　压缩空气储能的热力学循环［１０］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ｆ　ＣＡＥＳ［１０］

图２　桩基础的受力状态 ［１５］

Ｆｉｇ．２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ｐｉｌ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１５］

的压缩应力，混凝土在拉应力作用下易产生裂缝，导
致钢筋混凝土桩储存能源的使用性能和耐久性受
限［１６］。由于热力循环过程中温度发生变化，钢筋混
凝土能量桩空心处的压缩空气可以凝结成水和湿
气，并在高压下渗透到径向裂缝中，最终导致钢筋锈
蚀破坏，混凝土在使用寿命内剥落。由于地下构筑
物的修复和加固十分困难，同时也会带来较高的造
价和建筑物占用的中断，其应用至今仍十分有限，只
在有大型地下洞室的电厂中采用。为了从根本上避
免这些问题，内部管道或油罐船是必不可少的。

ＦＲＰ具有比强度和比模量高、耐腐蚀性能好等优
点，将ＦＲＰ应用到ＣＡＥＳ的能源存储桩基础，可改
善钢筋混凝土桩储存能源的使用性能和耐久性。大
量文献报道了组合桩在修复工程中的应用，也应用
于一些军事和民用工程中［１７－１９］。国外一些学者进行
了ＦＲＰＣ桩的室内模型试验研究和数值分析［２０－２２］，

０８５



分析在不同荷载作用下的承载特性，为ＦＲＰＣ桩的
使用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考虑压缩空气储能过程的热力循环、压缩
空气产生的内部压力以及桩基础与土体的相互作
用，基于ＦＲＰ管作为储能管桩的内壳、外壳及内外
壳情况下，对结构的承载性能进行了 ＡＢＡＱＵＳ有
限元数值分析。

１　ＣＡＥＳ桩的热力学循环

ＣＡＥＳ技术的过程包括压缩、冷却、加热和扩张
四个热力循环阶段（如图１所示），压缩过程考虑等
熵绝热条件，满足能量守恒原理，在此过程中产生压
缩空气的最大压力。在冷却过程中，压缩过程（Ｔ２）
产生的压缩空气稳定降低到原始温度（Ｔ１）；从空气
中产生的热量将在蓄热介质中积累，用于膨胀阶段
之前的后续加热过程，在此过程中考虑了热量的损
失率η２。在加热过程中，储存的空气从蓄热介质中
吸收热量，热量存在耗散，取耗散系数为η３。膨胀
过程可以认为与压缩过程相反，膨胀过程中的耗散
率为η４。整个循环中，压缩产生压缩空气的最大压
力。利用能量守恒原理可以确定压缩过程，假设等
熵绝热压缩条件，根据能量守恒可得：

ｗ＝３．５ｎＲ　Ｔ２－Ｔ（ ）１ （１）
其中，ｗ为压缩过程所做的功；ｎ为通过压缩气量；Ｒ
为通用气体常数；Ｔ１ 为环境空气温度；Ｔ２ 为压缩后
空气温度。

由式（１）可得太阳能电池板做功的功率ｗ为：
ｗ＝３．５ｎＲ　Ｔ２－Ｔ（ ）１ ／η１ （２）

其中，ｎ为空气流过压缩机的速度；η１为压缩效率。
由式（２）可得：

ｎ＝ｗｉｎη１／３．５Ｒ　Ｔ２－Ｔ（ ）１ （３）
其中，ｗｉｎ为太阳能电热板的输入功率。

考虑空气绝热可得温度—压力关系为：

Ｔ２ ＝ＣＰ２／７２ （４）
其中，Ｃ为常数。

将式（４）代入式（３），可得介质中储存的空气量
为：

ｎｓ＝
ｗｉｎη１ｔｉｎ

３．５Ｒ　ＣＰ２／７２ －Ｔ（ ）１
＋ｎｓ，ｉ （５）

其中，ｎｓ和ｎｓ，ｉ为介质中的储存空气量和初始空气
量。

由理想气体方程可得：

ｎｓ＝Ｐ２ＶＲＴ２
（６）

　　通过式（５）、（６）可得压缩后压力（Ｐ２）：

ＶＰ２５／７
ＲＣ ＝

ｗｉｎη１ｔｉｎ
３．５Ｒ　ＣＰ２／７２ －Ｔ（ ）１

＋ｎｓ，ｉ （７）

　　通过式（１）～（７）可确定压缩空气的最大压力
（Ｐ２），然后利用有限元分析在Ｐ２作用下混凝土及其

ＦＲＰ管的应力分布状态。

２　确定受力状态和分析参数

２．１　能源供求分析

　　存储能量（ｗｉｎ）以２４小时的供应量Ｗ
·
ｓ减去需

求量Ｗ
·
ｄ作为过剩的可再生能源将被储存在ＣＡＥＳ

中，由于能源的供应取决于建筑面积 （Ａ）、楼层数
（Ｎ），房顶太阳能电热板的面积（Ａｒｆ），储存能量可
以通过总供应量和消耗量相减求得：

ｗｉｎ＝Ｗ
·
ｓ－Ｗ

·
ｄ＝ｗｓＡｒｆ－ｗｄＡＮ，

　　　ｗｓＡｒｆ＞ｗｄＡＮ （８ａ）
ｗｉｎ＝０，　ｗｓＡｒｆ＜ｗｄＡＮ （８ｂ

烅

烄

烆 ）

其中，ｗｄ和ｗｓ为２４ｈ单位面积的总供应量与需求
量，若２４ｈ总供能满足２４ｈ总供能需求，即，对于
式（８ａ）中表示的情况，可以得到能量平衡方程：

∑ηＴｗｉｎ＋∑ｗｓＡｓ－∑ｗｉｎ＝∑ｗｄＡＮ （９）
其中，ηＴ 为储能系统的总能量效率，基于热动力

［１７］

取０．５０８。

通过式（９）和储能系统的总能量效率ηＴ ，可以
通过安装在建筑物屋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的可用面
积与建筑物总建筑面积之比（Ａｒｆ／Ａ）确定所能满足
的层数 （Ｎ）。

２．２　确定分析的尺寸和材料参数

如图３所示，考虑四种不同形式的桩，分别为常

规钢筋混凝土桩、内ＦＲＰ管复合桩、外ＦＲＰ管复合

桩、内外ＦＲＰ管复合桩。ＦＲＰ管的弹性模量为２００

ＧＰａ，弹性模量为０．３。混凝土的抗压和抗拉强度分

别为２５ＭＰａ和２．５ＭＰａ，桩和土体的参数如表１
所示。所有ＣＡＥＳ桩的几何形状和加载条件相同：

外径ｒ０＝５００ｍｍ，桩长Ｌｐ＝１６．５ｍ，取楼层为１０
层，桩的间距７．０ｍ，最大压力３．９ＭＰａ。热力学分

析估算的最大压力（Ｐｍａｘ）与Ｄ．Ｚｈａｎｇ等［１５］的相同。

结构荷载Ｎｐ＝１　５９３ｋＮ，ＦＲＰ管厚度取１５ｍｍ，采
用距桩顶端０．５ｍ和桩底端１．０ｍ内的三维实体

单元模拟ＣＡＥＳ桩的实体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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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有限单元分析模型

Ｆｉｇ．３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表１　桩和土体的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ｐｉｌ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参数 桩 土
弹性模量Ｅ／ＭＰａ　 ３．１×１０４　 ３１．５５
泊松比ｖ　 ０．２　 ０．３

重度γ／（ｋＮ·ｍ－３） ２４　 １８
黏聚力ｃ／ｋＰａ — １０
内摩擦角φ／（°） — ３０
剪胀角ψ／（°） — ０．１

２．３　有限元分析

为考虑桩与周围土体的相互作用，在桩与土体
接触面单元的界面设置为摩擦接触条件。混凝土与
土体、ＦＲＰ与土体接触面的摩擦系数分别取０．４６６
和０．３。土体与桩的正向接触刚度ｋＮ取０．２２６
ＭＰａ，摩擦角取２５°，土体与混凝土的摩擦系数取

０．４６６，土与ＦＲＰ管的摩擦系数取０．３，假定混凝土
与ＦＲＰ管之间无滑移。采用Ｃ３Ｄ８对桩身和土体
进行划分，ＦＲＰ管复合桩采用弹性模型 Ｍｏｈｒ－Ｃｏｕ－
ｌｏｍｂ对土体进行模拟。

３　数值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ＦＲＰ管对混凝土应力分布的影响，钢
筋混凝土桩和ＦＲＰＣ桩的内径和外径分别为１５０
ｍｍ和５００ｍｍ，ＦＲＰ管厚度为１５ｍｍ，如图３所
示。取距ＣＡＥＳ桩顶８ｍ的位置，可得ＣＡＥＳ桩横
断面的径向应力、环向应力，如图４、５所示。沿

ＣＡＥＳ桩埋深方向的径向应力、环向应力如图６、７
所示。

由图４可知，混凝土横断面的径向应力为压应
力且从内表面向外逐渐减小，内ＦＲＰ管加固复合桩
与内外双层ＦＲＰ管加固复合桩的应力分布一致；而
钢筋混凝土桩与外ＦＲＰ管加固复合桩的应力分布

图４　ＣＡＥＳ桩混凝土横断面的径向应力分布

Ｆｉｇ．４　Ｒａｄ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ＥＳ　ｐｉｌｅ　ｃｏｎ－
ｃｒｅｔｅ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图５　ＣＡＥＳ桩混凝土横断面的环向应力分布

Ｆｉｇ．５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ＥＳ　ｐｉｌ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图６　混凝土沿埋深方向的径向应力分布

Ｆｉｇ．６　Ｒａｄ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ｌ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ｒｉｅｄ　ｄｅｐｔｈ

相似，且应力分布与内ＦＲＰ管和双层ＦＲＰ管的复
合桩有较大差异，原因是内衬ＦＲＰ管的存在阻止了
混凝土应力的发展。

混凝土横断面环向应力如图５所示，同样环向
应力沿径向由内而外逐渐减小，且表现为拉应力，可
以发现外ＦＲＰ管复合桩和钢筋混凝土桩内表面的
最大拉应力均高于混凝土的抗拉强度２．５Ｍ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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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混凝土沿埋深方向的环向应力分布

Ｆｉｇ．７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
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ｒｉｅｄ　ｄｅｐｔｈ

图６为ＣＡＥＳ桩内表面沿纵向的混凝土径向
应力分布。可以看出，考虑垂直荷载和压缩空气及
周围土体反力的组合荷载所引起的径向应力在纵向
上的差异较小，说明桩的摩阻力对径向应力的分布
影响很小；ＦＲＰ管的存在分担了混凝土的径向应
力，其中内外ＦＲＰ管的分担效果最好、内ＦＲＰ管次
之、外ＦＲＰ存在相对较小的作用。钢筋混凝土管桩
的径向应力大小几乎是外ＦＲＰ管复合桩的３倍，内

ＦＲＰ管和内外ＦＲＰ管的９倍，这也说明ＦＲＰ管对
混凝土分担径向应力有较好的效果。

从图７可以看出，环向应力表现为拉应力，

ＣＡＥＳ桩混凝土沿埋深方向的环向应力分布与图６
的应力分布类似，钢筋混凝土管桩的环向应力大小
几乎是外ＦＲＰ管复合桩的２倍、内ＦＲＰ管复合桩
的３倍、内外ＦＲＰ管的８倍，这也说明ＦＲＰ管对混
凝土分担环向应力有较好的效果。

图８为ＦＲＰ管沿埋深方向的径向应力分布。
可以看出，ＦＲＰ管的径向应力分布趋势与在图６基
本一致；内ＦＲＰ管和内外ＦＲＰ管（内）的径向应力

图８　ＦＲＰ管沿埋深方向的径向应力分布

Ｆｉｇ．８　Ｒａｄ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ｒｉｅ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ＦＲＰ　ｔｕｂｅ

远远大于混凝土沿桩身埋深方向的应力，外ＦＲＰ管
的径向应力与混凝土沿桩身埋深方向的应力相同，
内外ＦＲＰ管（外）的径向应力小于混凝土沿桩身埋
深方向的应力，与混凝土横断面外侧的径向应力相
等；因此内ＦＲＰ管很好的限制了ＦＲＰＣ复合桩径向
应力的发展，也证实了内ＦＲＰ管作为储能介质，能
够更有效地提高ＣＡＥＳ桩的使用性能。

图９为ＦＲＰ管沿埋深方向的环向应力分布。
可以看出，环向应力表现为拉应力，外ＦＲＰ管的环
向应力与混凝土沿桩身埋深方向的应力相同，共同
承担了应力的发展但并未起到限制作用；而内ＦＲＰ
管、内外ＦＲＰ管（内）、内外ＦＲＰ管（外）的环向应力
较大，起到了限制应力发展和共同承载的作用。

图９　ＦＲＰ管沿埋深方向的环向应力分布

Ｆｉｇ．９　Ｃｉｒｃｕｍ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Ｐ

ｔｕｂ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ｕｒｉｅｄ　ｄｅｐ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４　结　论

本文将内ＦＲＰ管、外ＦＲＰ管和内外ＦＲＰ管的

ＦＲＰＣ复合桩基础作为储能介质和承载桩基础进行
了研究，考虑了竖向荷载、内压、土体等的作用，将复
合桩与钢筋混凝土管桩进行了ＡＢＡＱＵＳ有限元对
比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１）ＦＲＰ自身不仅比强度和比模量高，而且耐
腐蚀性能好；用ＦＲＰＣ复合桩作为ＣＡＥＳ桩不仅能
提高其适用性，还能改善ＣＡＥＳ桩的耐久性。

（２）ＣＡＥＳ桩在竖向荷载、内压、土体的作用下，
从混凝土横断面的径向应力和环向应力分布情况可
以发现，内ＦＲＰ管的存在有效阻止了混凝土应力的
发展。

（３）从混凝土纵向的径向应力和环向应力分布
情况可以发现，ＦＲＰ管的存在分担了混凝土的径向
应力和环向应力，其中内外ＦＲＰ管的分担效果最
好、内ＦＲＰ管次之、外ＦＲＰ存在相对较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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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管桩的径向应力大小几乎是外ＦＲＰ管
复合桩的３倍，内ＦＲＰ管和内外ＦＲＰ管的９倍，说
明ＦＲＰ管对混凝土分担径向应力有较好的效果。

（４）从ＦＲＰ管沿埋深方向的径向应力和环向应
力分布可以发现，内ＦＲＰ管和内外ＦＲＰ管（内）的
径向应力远远大于混凝土沿桩身埋深方向的应力，
外ＦＲＰ管的径向应力与混凝土沿桩身埋深方向的
应力相同，内外ＦＲＰ管（外）的径向应力小于混凝土
沿桩身埋深方向的应力，与混凝土横断面外侧的径
向应力相等；证明内ＦＲＰ管作为储能介质，能够更
有效地提高ＣＡＥＳ桩的使用性能。

参考文献：

［１］　刘汉龙，孔纲强，吴宏伟．能量桩工程应用研究进展

及ＰＣＣ能量桩技术开发［Ｊ］．岩土工程学报，２０１３，３６
（１）：１７６－１８１．

Ｌｉｕ　Ｈ　Ｌ，Ｋｏｎｇ　Ｇ　Ｑ，Ｎｇ　Ｃ　Ｗ　Ｗ．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ｉｌ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Ｃ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３６（１）：１７６－１８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杨　涛，花永盛，刘律智．悬浮能量桩热－力学基本特性

的数值模拟［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４）：５１８－

５２４，５９７．

Ｙａｎｇ　Ｔ，Ｈｕａ　Ｙ　Ｓｈ，Ｌｉｕ　Ｌ　Ｚｈ．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ｓｐｅｎｄｅｄ　ｅｎ－
ｅｒｇｙ　ｐｉ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ｉ－

ｇ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７（４）：５１８－５２４，５９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郝耀虎，孔纲强，彭怀风，等．桩端约束对桩身热力学特

性影响的模拟分析［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７
（４）：５３２－５３９．

Ｈａｏ　Ｙ　Ｈ，Ｋｏｎｇ　Ｇ　Ｑ，Ｐｅｎｇ　Ｈ　Ｆ，ｅｔ　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ｉｌｅ　ｅ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ｐｉｌｅ

ｔｈｅｒ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７（４）：

５３２－５３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孔纲强，王成龙，刘汉龙，等．多次温度循环对能量桩桩

顶位移影响分析［Ｊ］．岩土力学，２０１７，３８（４）：９５８－９６４．

Ｋｏｎｇ　Ｇ　Ｑ，Ｗａｎｇ　Ｃｈ　Ｌ，Ｌｉｕ　Ｈ　Ｌ，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ｙｃｌｅｓ　ｏｎ　ｐｉｌｅ　ｔｏｐ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ｉｌｅ［Ｊ］．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７，３８（４）：９５８－９６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陈　龙，陈永辉，李　行，等．冷水循环作用对半埋管能

源桩承载特性影响试验研究［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

２０１７，３７（４）：５５１－５５６．

Ｃｈｅｎ　Ｌ，Ｃｈｅｎ　Ｙ　Ｈ，Ｌｉ　Ｘ，ｅｔ　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ｌ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ｍｉ－ｂｕｒｉｅｄ　ｐｉｐ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ｉｌ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７（４）：５５１－５５６．（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陈　乐，王尔觉，郭易木，等．竖直埋管及桩基内埋管换

热器传热模型研究进展［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２０１７，

３７（４）：５５７－５６４．

Ｃｈｅｎ　Ｌ，Ｗａｎｇ　Ｅ　Ｊ，Ｇｕｏ　Ｙ　Ｍ，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ｈｅａｔ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ｂｕｒｉｅｄ　ｐｉｐｅ　ａｎｄ

ｐｉｌ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ｐｉｐｅ　ｈｅａ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ｓ－
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７
（４）：５５７－５６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桩基地热能利用技术标准：ＪＧＪ／Ｔ４３８—２０１８［Ｓ］．北

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８．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ｉｌ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ＪＧＪ／Ｔ４３８—２０１８ ［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Ｓａｂｉｒｏｖａ　Ａ，Ｚｈａｎｇ　Ｄ，Ｋｉｍ　Ｊ，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８ｔｈ　 Ａｓｉａｎ　Ｙｏｕｎｇ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ｓｔａｎａ，Ｋａｚａｋｈ－
ｓｔａｎ：［ｓ．ｎ．］，２０１６：５－７．

［９］　Ｔｕｌｅｂｅｋｏｖａ　Ｓ，Ｓａｌｉｙｅｖ　Ｄ，Ｚｈａｎｇ　Ｄ，ｅｔ　ａｌ．Ｐｒｅｌｉｍｉ－
ｎａｒｙ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ｉｎ－
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ｉｌ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ｂｙ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ｉ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ＩＯＰ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ｒｉｅｓ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ｌ．］：ＩＯＰ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１７：１－９．

［１０］Ｙａｎｇ　Ｈ，Ｍｅｍｏｎ，Ｓ　Ａ，Ｂａｏ　Ｘ，ｅｔ　ａｌ．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ｐ－
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ｈａ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ｉｌｅｓ［Ｊ］．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７，１０（４）：１－１５．

［１１］Ｌｕｎｄ　Ｈ，Ｓａｌｇｉ　Ｇ．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ｉ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ＡＥＳ）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Ｊ］．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９，５０
（５）：１　１７２－１　１７９．

［１２］Ｓｗｉｄｅｒ　Ｄ　Ｊ．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ｉ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ａｎ　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ｉｔ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ｗｉ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Ｊ］．ＩＥＥ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２００７，

２２（１）：９５－１０２．
［１３］Ｓｕｃｃａｒ　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Ｒ　Ｈ．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ｉ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

ａｇｅ：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ｉｎｄ　ｐｏｗ－
ｅｒ［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０８，８．
［１４］Ｂｕｄｔ　Ｍ ，Ｗｏｌｆ　Ｄ，Ｓｐａｎ　Ｒ，ｅｔ　ａｌ．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ｉｒ　ｅｎ－

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　ｏｐ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ｕｍ　ｔｏ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ａｌ－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Ｊ］．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２０１６，８８：

６９８－７０２．
（本文责编：赵　霞）

（下转第５９１页）

４８５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５，３９（８）：８６１－８８８．
［１８］Ｏｌｇｕｎ　Ｃ　Ｇ，Ｏｚｕｄｏｇｒｕ　Ｔ　Ｙ，Ａｂｄｅｌａｚｉｚ　Ｓ　Ｌ，ｅｔ　ａｌ．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ａｔ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　ｐｉｌｅｓ［Ｊ］．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１０（５）：５５３－５６９．
［１９］Ｌｏｒｉａ　Ａ　Ｆ　Ｒ，Ｄｉ　Ｄｏｎｎａ　Ａ，Ｌａｌｏｕｉ　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ｉ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ｉｆｕｇ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ｉｎｄｕｃ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ｉｌｅ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１４１（１０）：０４０１５０４２－１－１０．
［２０］杨　涛，花永盛，刘律智．悬浮能量桩热－力学基本特性

的数值模拟［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７（４）：５１８－

５２４．

Ｙａｎｇ　Ｔ，Ｈｕａｎｇ　Ｙ　Ｓｈ，Ｌｉｕ　Ｌ　Ｚｈ．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ａ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ｉ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７（４）：５１８－５２４．（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费　康，洪　伟，钱　建，等．循环温度作用下砂土地

基能量桩的长期工作特性［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

２０１７，３７（４）：５２５－５３１．

Ｆｅｉ　Ｋ，Ｈｏｎｇ　Ｗ，Ｑｉａｎ　Ｊ，ｅｔ　ａｌ．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ｉｌ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ｃｙｃｌｉｃ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ｌｏａｄ　ｉｎ

ｓａｎｄ［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７（４）：５２５－５３１．（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郝耀虎，孔纲强，彭怀风．桩端约束对桩身热力学特性

影响的模拟分析［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２０１７，３７
（４）：５３２－５３９．

Ｈａｏ　Ｙ　Ｈ，Ｋｏｎｇ　Ｇ　Ｑ，Ｐｅｎｇ　Ｈ　Ｆ，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ｍ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ｉｌ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ｐｉｌｅ　ｔｉｐ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７（４）：５３２－５３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本文责编：周小潭

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櫃

）

（上接第５８４页）

［１５］Ｚｈａｎｇ　Ｄ，Ｋｉｍ　Ｊ，Ｔｕｌｅｂｅｋｏｖａ　Ｓ，ｅｔ　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
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ｉｌ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ｂｊｅｃ－
ｔ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ｉｒ　ｆｏｒ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
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２０１８，１２（１）：１－１６．
［１６］Ｉｓａａｃ　Ｓ，Ｄａｎ　Ｗ，Ｓｈｉｍｓｈｏｎ　Ｂ．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ｉ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Ｊ］．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ｎ－

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７，１７（３）：２８２－２８２．
［１７］Ｓｅｎ　Ｒ，Ｍｕｌｌｉｎｓ　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ｐｉｌｅｓ　ｒｅｐａｉｒ［Ｊ］．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Ｐａｒｔ　Ｂ（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３８（５／６）：７５１－７５８．

［１８］Ｍｕｌｌｉｎｓ　Ｇ，Ｓｅｎ　Ｒ，Ｓｕｈ　Ｋ，ｅｔ　ａｌ．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ｆｉｂｅ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ｒｅｐａｉｒ　ｏｆ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ｐｉ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ｎ　ｃｒｅｅｋ　ｂｒｉｄ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９（２）：１３６－１４６．

［１９］Ｍｕｌｌｉｎｓ　Ｇ，Ｓｅｎ　Ｒ，Ｓｕｈ　Ｋ　Ｓ，ｅｔ　ａｌ．Ａ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ＦＲＰ　ｒｅｐａｉｒ［Ｊ］．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０６，２８（１）：７０－７３．
［２０］Ａｓｈｆｏｒｄ　Ｓ　Ａ，Ｊａｋｒａｐｉｙａｎｕｎ　Ｗ．Ｄｒｉｖ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ｇｌａｓｓ

ＦＲＰ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ｐｉｌ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２００１，５（１）：５８－６０．
［２１］Ｆａｍ　Ａ，Ｓｃｈｎｅｒｃｈ　Ｄ，Ｒｉｚｋａｌｌａ　Ｓ．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　ｆｉｌａｍｅｎｔ－

ｗｏｕｎｄ　ｇｌａｓｓ　ｆｉｂｅｒ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　ｔｕｂｅｓ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ｆｌｅｘ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ｘｉａｌ　ｌｏａｄ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２００５，９（１）：２５－３３．

［２２］周　康，戴国亮，杨　阳，等．ＣＢＦ管桩低周反复荷载试

验研究［Ｊ］．东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４８（３）：

４９１－４９５．

Ｚｈｏｕ　Ｋ，Ｄａｉ　Ｇ　Ｌ，Ｙ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Ｌｏｗ　ｃｙｃｌｉｃ　ａｎｄ　ｒｅ－

ｐｅａｔｅｄ　ｌｏａｄ　ｔｅｓｔ　ｏｆ　ＣＢＦ　ｐｉｐｅ　ｐｉｌｅ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８，

４８（３）：４９１－４９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