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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起草。 

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起草单位： 

重庆交通大学 

广东省水利水电技术中心 

中交三航(重庆)生态修复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诺为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梁  越       胡  江      付旭辉      叶合欣      杨德宏      季景远 

简  涛       李  莉      纪敬辉      袁以美      邢  冰      陈晴空 

尹衍栋       张  利      黄亦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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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护坡 特拉锚垫应用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特拉锚垫的设计、施工、质量检查与验收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采用特拉锚垫的河道护坡、景观绿化、水土保持等工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 5028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SL 386 《水利水电工程边坡设计规范》 

SL 734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SL 744 《水工建筑物荷载设计规范》 

3  术语 

3.0.1  

边坡  Slope 

自然或人为形成的具有倾斜面的土体。 

[来源：SL386—2016，2.0.3，有修改] 

3.0.2  

稳定边坡  Stable Slope 

无整体或局部滑动、坍塌等潜在危险，处于安全稳定状态的边坡。 

[来源：SL386—2016，2.0.6，有修改] 

3.0.3 

特拉锚  Terra Block 

由锚头、锚索和承载板组成的具有自锁功能的锚固结构。 

3.0.4 

草皮增强垫  Turf Reinforced Mat 

以聚丙烯为原料，具有优良的抗老化性能，增强植被抗剪切性能的三维立体织物。 

3.0.5 

特拉锚垫  Terra Block Mat System 

由特拉锚和草皮增强垫组成的坡面防护系统。 

3.0.6 

特拉钉  Terra Pin 

以聚丙烯为原料，在钉体周围设有倒刺体的固定钉。 

3.0.7 

抗拔力试验  Pull-out Test 

现场的特拉锚极限抗拔力试验。采用分级加荷、卸荷的增量试验法，记录起始荷载

下和每次加荷、卸荷时铺杆的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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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CECS22—2018，2.1.20，有修改] 

3.0.8 

抗拔力  Pull-out Resistance 

特拉锚在设计使用期内可能出现的最大拉力值。 

3.0.9 

打入深度  Penetrating Depth 

锚头在施工过程中打入土体的最大长度。 

3.0.10 

锚固深度  Anchorage Depth 

锚头旋转后与土体表面的距离。 

4  总则 

4.0.1  采用特拉锚垫的边坡自身应满足稳定要求，并符合 SL 386《水利水电工程边

坡设计规范》的规定。 

4.0.2  生态护坡工程中，应根据治理目标、现场条件以及功能要求等因素选用不同

结构的特拉锚垫。 

4.0.3  采用特拉锚垫治理前，应对实施场地的现场环境、地质情况、坡面状况、土

壤情况、气候条件等因素进行调查与收集。 

4.0.4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扩建或改建的边坡工程中特拉锚垫的设计、施工、质量

控制和验收。 

4.0.5  特拉锚垫的设计、施工以及质量检验除应符合本文件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文件的规定。 

5  基本规定 

5.0.1  特拉锚垫应遵循“因地制宜、经济实用、环保高效”的原则。 

5.0.2  特拉锚垫的设计计算应根据工程等级、土质条件、结构特点、结构受力条件

以及生态景观要求等进行。 

5.0.3  特拉锚垫的施工应按照设计要求，根据工程等级、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等条

件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5.0.4  特拉锚垫进入施工场地前的验收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单位对工程质

量进行全过程检测。检测内容应符合 SL 734《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规程》的相关规定。 

6  材料 

6.0.1  草皮增强垫和特拉锚应满足设计要求的耐久性。 

6.0.2  特拉锚垫制品外形及基本尺寸见附录 E。 

6.0.3  草皮增强垫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草皮增强垫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1 聚丙烯材料 % 100 

2 厚度 mm 7±1 

3 开孔率 % 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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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纵向标称拉伸强度 kN/m ≥45 

5 横向标称拉伸强度 kN/m ≥35 

6 纵向标称拉伸强度下的延伸率 % ≤25 

7 横向标称拉伸强度下的延伸率 % ≤25 

8 割线模量，（0.5%） kN/m ≥4 

9 耐紫外安定性 / 
100%（500hr） 

90%（3000hr） 

6.0.4  特拉锚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特拉锚性能指标 

6.0.5  其他构件的性能指标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其他构件指标 

7  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作用在特拉锚垫护坡上的各类荷载及组合系数可参照附录 D。 

7.1.2  特拉锚垫护坡的稳定计算可根据其荷载基本组合和特殊组合采用单一安全

系数法进行分析。 

7.1.3  特拉锚垫护坡的稳定计算单元可根据其结构及布置型式确定，可取顺水流锚

横间距之间作为稳定计算单元，非标准段可按其整体进行计算。 

7.1.4  特拉锚垫护坡的结构设计可采用极限状态设计法，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

常使用极限状态分别进行计算和验算。 

7.1.5  特拉锚垫设计时，所采用的作用效应与相应的抗力限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a）传至特拉锚的作用效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的标准组合，相应的抗力应

采用特拉锚抗拔力特征值。 

b）计算特拉锚垫坡面浅层稳定性，作用效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作用的标准组

合，但其分项系数均为 1.0。 

7.2  特拉锚垫荷载计算 

7.2.1  特拉锚垫系统的可靠度或安全性应符合公式（1）规定：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1 破坏拉力 kN ≥7.0 

2 耐腐蚀性 / 5 级以上 

螺旋钉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1 材质 / 304 不锈钢以上 

2 直径 mm 3±0.03 

3 锚固深度 mm ≥300 

特拉钉 

序号 项目 单位 指标 

1 聚丙烯材料 % 100 

2 锚固深度 mm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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𝑅𝑑 ≥ 𝛾0𝑆𝑑                      （1） 

式中： 

𝛾0——结构安全系数，其值一般取 1.2~1.5 之间； 

𝑅𝑑——结构抗力设计值，计算取值详见附录 D； 

𝑆𝑑——组合荷载效应力设计值，计算取值详见附录 D。 

7.3  特拉锚设计计算 

7.3.1  对于土质边坡，计算特拉锚的抗拔力，可忽略侧向摩阻力。 

7.3.2  应结合地勘资料，试验确定不同土质情况下的抗拔力，优化锚固间距和锚固

深度。 

7.3.3  特拉钉、U 型钉及螺旋钉等连接件的使用范围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表 4  连接件应用范围建议 

土质 连接件 备注 

砂土、粘土 U 型钉 临时措施 

粘土 螺旋钉 永久措施 

砂土 特拉钉 永久措施 

7.3.4  特拉锚极限抗拔力 

设计采用的特拉锚轴线极限抗拔力标准值应符合以下规定： 

a）宜优先通过特拉锚静载试验确定。 

b）当土质单一时，可参照附录 C。 

c）当不具备上述两项条件时，可根据 7.3.5 条计算确定。 

7.3.5  根据土的物理指标与抗拔力参数之间的经验关系，确定特拉锚轴向极限抗拔

力标准值时，可按公式（2）计算： 

𝑄𝑢𝑘 = 𝛾 (ℎ−
𝑑

2
)𝜋𝑑cot𝜃 + 𝜋𝑑 [𝑐 + 𝛾 (ℎ−

𝑑

2
) (cos𝜃 +𝐾0 sin𝜃) tan𝜑] （2） 

式中： 

𝑄𝑢𝑘——特拉锚轴向极限抗拔力标准值（kN）； 

𝜃——坡角（°）； 

𝛾——锚头上覆土体的重度（kN/m3）； 

ℎ——锚固深度（m）； 

𝑐——锚头端土体的粘聚力（kPa）； 

𝜑——锚头端土体的内摩擦角（°）； 

𝑑——被影响土体的等效截面直径（m），d =（0.6~0.8）a，a 为锚头长度； 

𝐾0——锚头端土体静止土压力系数，可由试验确定或 K0=1-sin（为土体的有效

内摩擦角）；无试验资料时，可按表 5 选取。 

表 5  静止土压力系数 

土类 土状态 K0 

砾类土 G - 0.22~0.40 

砂类土 S - 0.30~0.60 

低液限粉土 ML 

低液限黏土 CL 

坚硬或硬塑 0.40 

可塑 0.52 

软塑或流塑 0.64 

高液限黏土 CH 
坚硬或硬塑 0.40 

可塑 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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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塑或流塑 0.87 

7.3.6  特拉锚轴向抗拔力计算 

a）特拉锚轴向抗拔力可按公式（3）计算： 

荷载效应标准组合轴向力作用： 

Nk<R                               （3） 

式中： 

𝑁𝑘——荷载效应标准组合下，作用于特拉锚的轴向力（kN）； 

𝑅——特拉锚轴向抗拔力特征值（kN）。 

b）特拉锚轴向抗拔力特征值 R 可按公式（4）确定： 

R=
1

K
Q

uk
                             （4） 

式中： 

𝑄𝑢𝑘——特拉锚轴向极限抗拔力标准值（kN）； 

𝐾——安全系数，取 1.5。 

7.4  浅层稳定性计算 

7.4.1  土质地基上的护坡浅层稳定性计算可采用直线破裂面法计算。护坡整体稳定

安全系数的计算值应符合 SL 386《水利水电工程边坡设计规范》的规定。 

7.4.2  特拉锚垫护坡浅层稳定性计算见附录 B。 

7.5  构造要求 

7.5.1  草皮增强垫铺设搭接宽度不宜小于 15cm。在临水工程中，顺水流方向搭接

宽度可根据护坡构件尺寸、地基条件等适当增加。 

7.5.2  特拉锚的间距可根据计算的间距和材料分幅宽度作适度调整。 

7.5.3  坡脚宜设置 50cm×50cm的锚固沟并采用特拉锚锚固；如设有其他护脚措施，

则无需开挖锚固沟。 

7.5.4  采用特拉锚垫的临水边坡护脚或护底可根据 GB 50286《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的要求确定；其他情况根据边坡地质情况确定。 

7.5.5  坡顶宜设置 30 cm×30cm 的锚固沟并采用特拉锚锚固，回填土的压实标准应

按相对密度确定，1 级、2 级和高度不低于 6m 的 3 级边坡不应小于 0.65，高度低于 6m

的 3 级及 3 级以下边坡不应小于 0.60。 

7.5.6  坡顶宜设置相应的排水沟等截水设施。 

8  施工 

8.1  一般规定 

8.1.1  特拉锚垫施工前须完成理坡及其相关验收工作。 

8.1.2  特拉锚垫施工应包括施工准备、材料准备和特拉锚垫作业。 

8.1.3  雨雪天气及风力大于 5 级时，不宜进行特拉锚垫施工。 

8.1.4  草皮增强垫施工现场的所有人员不得穿带铁钉的鞋或高跟硬底鞋到草皮增

强垫上行走，且不得从事其他可能破坏草皮增强垫的活动。 

8.1.5  特拉锚锚固须根据设计进行施工，工程中地形较复杂的地方，施工单位提出

其它的锚固方式，应征得设计单位和监理单位的同意后方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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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特拉锚垫材料进场后，应远离热源、火源，储存在干燥、阴凉、清洁的库房

内。 

8.2  施工准备 

8.2.1  在特拉锚垫施工前，应充分核对设计条件、土层条件和环境条件，编制施工

方案。 

8.2.2  在特拉锚垫施工前，应认真检查机械设备性能，应满足使用要求。 

8.2.3  在特拉锚垫施工前，应进行典型施工，验证施工工艺和施工设备的适应性。 

8.3  施工作业 

8.3.1  应按照设计要求测量放线，并开挖坡顶锚固沟和坡脚锚固沟。 

8.3.2  草皮增强垫宜沿坡面纵向铺设，特殊情况也可沿坡面横向铺设。 

8.3.3  草皮增强垫铺设时，坡面纵向应按照上幅压下幅的方式搭接；在临水工程中，

顺水流方向应按照上幅压下幅的方式搭接。 

8.3.4  草皮增强垫的搭接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8.3.5  草皮增强垫铺设时应整幅张拉平整、紧贴坡面；四边应采取临时固定措施。 

8.3.6  坡面特拉锚安装时，宜采取从上到下、由中到边的顺序进行施工。单幅施工

完成后，应移除临时固定措施。 

8.3.7  特拉锚全部安装完成后，应及时进行锚固沟回填并压实。 

8.4  施工注意事项 

8.4.1  特拉锚施工前宜对锚固位置进行标记。 

8.4.2  特拉锚施工中应对锚索进行有效张拉，并控制张拉行程，行程控制指标详见

附录 C。 

8.4.3  后期应根据实际情况对特拉锚进行二次张紧维护工作。 

8.4.4  草皮增强垫铺设完毕，未锚固前，应在边角处每隔 2~5m 采用 U 型钉临时固

定，防止草皮增强垫被风刮起。 

8.4.5  草皮增强垫应与坡面贴实，不得折褶、悬空。 

9  试验 

9.1  一般规定 

9.1.1  试验用计量仪表（压力表、测力计、位移计）应满足测试要求的精度。 

9.1.2  试验用加荷装置（千斤顶、油泵）的额定压力应大于试验压力。 

9.2  基本试验 

9.2.1  特拉锚在工程应用前宜进行极限抗拔试验。 

9.2.2  特拉锚极限抗拔试验采用的土质条件、锚索材料、锚索参数和施工工艺应与

工程锚索相同，且试验数量不应少于 3 根。 

9.2.3  特拉锚极限抗拔试验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判定结构破坏： 

a）后一级荷载产生的锚头位移增量达到或超过前一级荷载产生的位移增量的2倍。 

b）锚头位移持续增长。 

9.2.4  特拉锚极限抗拔力应取破坏荷载的前一级荷载。在最大试验荷载下未达到第

9.2.3 条规定的破坏标准时，特拉锚的极限抗拔力应取最大试验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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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当每组试验特拉锚极限抗拔力的最大差值不大于 30%时，应取最小值作为特

拉锚的极限抗拔力。当差值超过 30%时，应分析原因，结合施工工艺、土质条件等工程

具体情况综合确定极限抗拔力；不能明确差值过大的原因时，宜增加试锚数量。 

9.3  验收试验 

9.3.1  特拉锚现场抽样检测应符合以下规定： 

a）特拉锚数量不得少于特拉锚总数的 5‰，且不得少于 3 个。对有特殊要求的工

程，可按设计要求增加验收特拉锚的数量。 

b）特拉锚的最大试验荷载应取特拉锚轴向拉力设计值的 1.2 倍。 

c）应分级加荷，初始荷载宜取特拉锚轴向拉力设计值的 0.10 倍，分级加荷值宜取

锚索轴向拉力设计值的 0.50、0.75、1.00 和 1.20 倍。 

9.3.2  草皮增强垫现场抽样检测应符合以下规定： 

a）草皮增强垫施工面积大于 30000m2，每 30000m2 按一批次取样送检。 

b）草皮增强垫施工面积小于等于 30000m2，则按一批次取样送检。 

c）每个项目至少应检测一次。 

10  质量检验与验收 

10.1  一般规定 

10.1.1  特拉锚垫工程竣工后，特拉锚应进行验收试验并按设计要求验收。 

10.1.2  对检验不合格的特拉锚垫应返工处理，并重新进行验收。经返工处理仍不

能满足安全或重要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不得验收。 

10.2  质量检查 

10.2.1  特拉锚垫原材料的质量检验应包括以下内容： 

a）原材料的产品合格证以及质量保证书。 

b）原材料的抽验试验报告。 

10.2.2  草皮增强垫质量检验应按本标准第 9.3 节验收试验的规定进行。 

10.2.3  特拉锚的抗拔力检验应按本标准第 9.3 节验收试验的规定进行. 

10.2.4  特拉锚垫施工质量检验批宜按施工段划分，每段长度不宜大于 200m。 

10.2.5  特拉锚垫验收应符合表 6 的规定。 

表 6 特拉锚垫安装实测项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方法 频率 

1 锚固间距（m） ＜±5% 尺量 5% 

2 锚固深度（m） ＜±5% 尺量 3~5% 

3 锚固沟尺寸（m） ＜±10% 尺量 1 处/50m 

4 
草皮增强垫搭接

（mm） 
-20mm＜Δ＜50mm 

尺量 
10% 

5 特拉锚拉力设计值 设计要求 现场拉拔力试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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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特拉锚垫系统质量检验记录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负责人  

质量检验文件名称及编号  

质量文件规定 施工单位检验记录 监理单位检验记录 

主要检

验项目 
1 

特拉锚垫材料规格和技术性

能必须满足设计要求。 
  

一般检

验项目 

2 
草皮增强垫铺设不得发生折

皱和破损。 
  

3 
特拉锚锚固间距满足设计要

求，承载板无松动。 
  

允许偏差项目 允许偏差值 
抽查实测值(mm) 实测偏差值(mm) 

1 2 3 4 5 6 7 8 9 10  

1 锚固间距 ＜±5%            

2 锚固深度 ＜±5%            

3 
锚固沟尺

寸 
＜±10%            

4 
草皮增强

垫搭接 
-20mm＜Δ＜50mm            

5 
特拉锚拉

力设计值 
设计要求            

允许偏差项目共检测     点，合格     点，合格率   % 

施工单位 

检验结果 

 

 

 

 

分项工程技术负责人：   年  月  日           质量检查员：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检验结论 

 

 

 

监理工程师： 年  月  日 

 

注：①对于不划分检验批的分项工程，可直接采用本表； 

②对于实测数据较多的项目，可附施工综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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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附录） 

特拉锚垫浅层稳定性计算 

B.0.1  直线破裂面法（见图 B.1）应采用公式（B.1）： 

𝐾 =
(𝑐𝑟+𝜏)𝐿+𝑃𝑚 cos(𝛼+𝛿)+𝑆𝑎

𝑊sin𝛼+𝑊𝑘ℎ cos𝛼
                       （B.1） 

式中： 

𝐾——表示边坡稳定安全系数； 

𝑊——表示土单元重量（kN）； 

𝐿——表示特拉锚的横向间距（m）； 

——表示坡角（°）； 

𝑘ℎ——表示水平地震系数； 

𝜏——表示有效切向应力（kN）； 

𝑐𝑟——表示浅层滑动面附近的植物根部凝聚力（kN）； 

𝑄𝑢𝑘——特拉锚轴向极限抗拔力标准值（kN）； 

𝑆𝑎——表示特拉锚有效抗剪强度（MPa）； 

——表示特拉锚打入后的水平倾角（°）。 

 

图 B.1 直线破裂面法稳定性计算简图 

B.0.2  土力学重量应采用公式（B.2）计算： 

𝑊 = (𝐻 − 𝐻𝑤)𝐿𝛾 + 𝐻𝑤𝐿𝛾𝑠𝑎𝑡                      （B.2） 

式中： 

H——表示土单元高度，即浅层滑动深度（m）； 

𝐻𝑤——表示浅层滑动面以上的地下水高度（m）； 

——表示土的容重（kN/m3）； 


𝑠𝑎𝑡

——表示土的饱和容重（kN/m3）。 

B.0.3  有效法向应力应采用公式（B.3）计算： 

𝜎 = (𝑊 cos 𝛼)/𝐿 − 𝐹𝑝 + 𝑃𝑚 sin(𝛼 + 𝛿)/𝐿                （B.3） 

式中： 

𝐹𝑝——表示静水压力（kN）。 

B.0.4  根据库伦计算有效切向应力应采用公式（B.4）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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𝜏 = 𝑐 + 𝜎 tan𝜑                           （B.4） 

式中： 

c——表示土体粘聚力（kN）； 

𝜑——表示土体内摩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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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附录） 

极限抗拔力与张拉行程参考表 

附表 C-1   砂土特拉锚极限抗拔力 

打入深度（m） 
1.0 1.2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稍松（0.22≤Dr<0.33） 1.2 2.2 1.5 2.5 

中密（0.33≤Dr<0.67） 2.1 4.2 2.3 4.5 

密实（Dr≥0.67） 3.5 5.1 3.7 5.5 

注：Dr 为相对密度。 

 

附表 C-2   粘土特拉锚极限抗拔力 

打入深度（m） 
1.0 1.2 

最小 最大 最小 最大 

软塑（0.75<IL≤1） 4.0 4.8 4.3 5.3 

可塑（0.25<IL≤0.75） 4.6 5.5 5.1 6.5 

硬塑（0<IL≤0.25） 5.0 6.7 5.6 7.2 

坚硬（IL≤0） 5.5 7.1 6.2 7.8 

注：IL为液性指数。 

 

附表 C-3   砂土特拉锚张拉行程控制 

砂性土状态 最小 最大 

稍松（0.22≤Dr<0.33） 10 15 

中密（0.33≤Dr<0.67） 8 12 

密实（Dr≥0.67） 5 8 

注：Dr 为相对密度。 

 

附表 C-4   粘土特拉锚张拉行程控制 

粘性土状态 最小 最大 

软塑（0.75<IL≤1） 10 12 

可塑（0.25<IL≤0.75） 8 10 

硬塑（0<IL≤0.25） 5 8 

坚硬（IL≤0） 3 5 

注：IL为液性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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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D 

（资料性附录） 

特拉锚垫荷载计算 

D.0.1  特拉锚垫的荷载应包括：材料自重荷载 SG、施工荷载 SS、特拉锚垫安装后表面

的土荷载 St和草荷载 Sc以及波浪荷载 Sb、风荷载 Sf。其中材料自重荷载为永久荷载，施

工荷载为偶然荷载，土荷载、草荷载、波浪荷载、风荷载为可变荷载。 

单位面积内的组合荷载效应力设计值可采用公式（D.0.1）计算： 

𝑆𝑑 = (𝜑𝐺𝛾𝐺𝑆𝐺 + 𝜑𝑠𝛾𝑠𝑆𝑠 + 𝜑𝑡𝛾𝑡𝑆𝑡 + 𝜑𝑐𝛾𝑐𝑆𝑐)𝐴 𝑠𝑖𝑛 𝛼 + (𝜑𝑏𝛾𝑏𝑆𝑏 + 𝜑𝑓𝛾𝑓𝑆𝑓)𝐴
′  （D.0.1） 

式中：  

𝛾𝐺——材料自重荷载分项系数； 

𝜑𝐺——材料自重荷载组合系数； 

α——坡面坡角，单位“°”； 

A——特拉锚垫单位面积，取值为 1m2； 

𝐴′——特拉锚垫侧面面积，（m2）； 

𝛾𝑠——施工荷载分项系数； 

𝜑𝑠——施工荷载组合系数； 

𝛾𝑡——土荷载分项系数； 

𝜑𝑡——土荷载组合系数； 

𝛾𝑐——草荷载分项系数； 

𝜑𝑐——草荷载组合系数； 

𝛾𝑏——波浪荷载分项系数； 

𝜑𝑏——波浪荷载组合系数； 

𝛾𝑓——风荷载分项系数； 

𝜑𝑓——风荷载组合系数； 

根据荷载组合从附表 D-1 中选取组合系数值。 

附表 D-1  不同荷载组合系数 

荷载类型 荷载单位 分项系数 组合系数 

自重荷载 kN/m2 1.2 1 

施工荷载 kN/m2 1.4 1 

波浪荷载 kN/m2 1.4 0.6 

风荷载 kN/m2 1.4 0.2 

土荷载 kN/m2 1.5 0.6 

草荷载 kN/m2 2.0 1.0 

D.0.2  特拉锚垫的抗力应包括：材料自重荷载 SG、土荷载 St、草荷载 Sc 等各项荷载的

分向荷载产生的摩擦力、特拉锚承载力 Ft 分向力产生的摩擦力、锚索的抗剪力 Fτ。 

单位面积内的抗力设计值可按公式（D.0.2）计算： 

𝑅𝑑 = (𝜑𝐺
′𝛾𝐺

′𝑆𝐺 + 𝜑𝑡
′𝛾𝑡

′𝑆𝑡 + 𝜑𝑐
′𝛾𝑐

′𝑆𝑐)𝜇𝐴 𝑐𝑜𝑠 𝛼 + 𝜑𝑇
′𝛾𝑇

′𝜇𝐹𝑇 𝑐𝑜𝑠 + 𝜑𝜏
′𝛾𝜏

′𝐹𝜏 𝑐𝑜𝑠  

           （D.0.2） 

式中： 

𝛾𝐺
′ ——材料自重荷载分向荷载产生的摩擦力分项系数； 

𝜑𝐺
′ ——材料自重荷载分向荷载产生的摩擦力组合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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𝜇——摩擦系数，取值 0.35-0.50； 

𝐴——特拉锚垫单位面积，取值为 1m2； 

𝛼——坡面坡角，单位“°”； 

𝛾𝑡
′——土荷载分向荷载产生的摩擦力分项系数； 

𝜑𝑡
′ ——土荷载分向荷载产生的摩擦力组合系数； 

𝛾𝑐
′——草荷载分向荷载产生的摩擦力分项系数； 

𝜑𝑐
′ ——草荷载分向荷载产生的摩擦力组合系数； 

𝛾𝑇
′ ——特拉锚承载力分向力产生的摩擦力分项系数； 

𝜑𝑇
′ ——特拉锚承载力分向力产生的摩擦力组合系数； 

——特拉锚锚入方向与坡面的夹角，单位“°”； 

𝛾𝜏
′——特拉锚锚索的抗剪力分项系数； 

𝜑𝜏
′ ——特拉锚锚索的抗剪力组合系数； 

根据荷载组合从附表 D-2 中选取组合系数值。 

附表 D-2  不同抗力组合系 

荷载类型 荷载单位 分项系数 组合系数 

自重荷载分向荷载 kN/m2 0.9 1.0 

土荷载分向荷载 kN/m2 0.9 0.6 

草荷载分向荷载 kN/m2 0.6 0.6 

特拉锚承载力分向力产生的摩擦力 kN 0.9 1.0 

锚索的抗剪力 kN 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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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规范性附录） 

特拉锚垫制品外形及基本尺寸 

分类 形状 尺寸 

草皮增

强垫 

 
 

特拉锚 

 

 

螺旋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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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型钉 

 
 

特拉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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