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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桩基是当今建筑工程领域中一大热点技术学科。
随着我国建筑工程的蓬勃发展，不少高层建筑、工业厂房、重点工程、桥梁、码头等都采用桩基，由
于桩基础具有较大的刚度，能承受较大的竖向荷载和水平荷载，所以桩基在建筑工程中的使用范围有
所增长，据不完全统计桩基的工程占基础工程量的25％～30％。
　　但由于建筑桩基的类型和形式名目繁多，如小直径桩、大直径桩、短桩、长桩、灌注桩、预制桩
、钢管桩、摩擦桩、端承桩、扩底桩、挤扩支盘桩、刚性桩、柔性桩，等等。
所以桩基的计算，从来就是地基基础工程中的难题之一，再加上各种错综复杂的土质情况。
所以桩基计算中的许多实际问题靠理论上分析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这是因为各类土层千差万别，很难
列出各种理论计算分析程序，即使列出了，也会因为土的参数测定等困难而无法从理论上加以求解。
当前应该说桩基的理论研究是滞后于工程实践的，进行完全的理论求解较为困难，于是不得不靠现场
检测方法，如单桩静载荷试验、桩基的高应变动测等，来探求桩基的规律性。
但这种直接检测的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即只能推广到试验条件完全相同或相似的工程上去；另外
，根据检测结果，也只能反映个别现象，得出桩基与土质之间的表面经验性关系，难以抓住它们的内
在本质。
因此说桩基计算从来就是地基基础工程中的难题之一。
几百年来很多专家、学者都对此作出过研究和探索，但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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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根据最新的《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的主要内容，结合_丁程实例，介绍了我国桩基
技术设计与计算的发展和现状。
内容包括桩基设计规定、桩的分类与选型、桩基计算与单桩承载力的确定、变刚度调平设计、桩基础
沉降计算、软土地基减沉复合疏桩基础、复合桩基的承台效应、桩基承台计算与构造、桩基变刚度调
平应用实例。
    本书重点分析了桩基变刚度调平设计这种概念设计方法，即考虑上部结构形式、荷载和地层分布以
及相互作用效应，通过调整桩径、桩长、桩距等改变基桩与支承刚度分布，以及建筑物沉降趋于均匀
、承台内力降低的设计方法，并列出了一些实例。
    本书可为建筑工程设计和科研人员提供参考，也可供高等院校土木工程、建筑结构等相关专业师生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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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一、我国桩基技术现状　　1.概述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
增长，城市建设向高空和地下发展，市内交通向多层次立体化发展，铁路公路新线不断延伸，码头港
口机场不断扩建，从而从东海之滨至西部边疆，从黑龙江至三亚湾，全国城乡到处出现了打桩工地，
连年不绝，蔚为壮观。
　　本节试论当前我国各地工业与民用建筑、铁路公路市政桥梁、港口码头海洋等领域各类工程的桩
基施丁技术的总体特点、主要成就、存在问题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以供同行业内外有关
人士参考。
　　2.桩型体系　　我国地域辽阔，而且各类工程本身的性质、结构、荷载和沉降要求互不相同，施
工环境或施丁条件常有差异，因此，全国各地各类丁程所采用的桩的类型名目繁多。
近几年随着各项]一程的技术要求日新月异，而所遇地质、环境等条件更趋复杂，桩的类型又有了新的
发展。
　　目前，我国各地各类工程所采用各种主要桩型，经加以归纳整理，得出“我国正在应用的桩型体
系图”如图1-1所示。
由图中可以看到，凡世界各地在发展应用桩的历史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基本桩型，包括早期的或已被
国外认为“过时”的，乃至现代的、先进的桩型，几乎都正在我国应用。
诚然，有的桩型（如木桩、爆扩桩等）近年我国已很少采用，有的桩型（如锥形桩）虽曾出现而未获
发展，故未将其列入该图。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桩基设计与计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