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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高速发展，城乡建设日新
月异，各种高、重、大、新、奇、特的建筑不断涌现，土木工程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大
量的工程实践活动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不乏深刻的教训。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避免重犯错误是业界共同发展的需要，是工程技术人员的责任与义务。
　　防止犯错误的方法之一，就是从自己与他人的失误工程中汲取教训。
由于失误工程毕竟不多，且有关失误工程的专业分析报道很少，一般媒体的报道又由于记者的非专业
背景和新闻规律要求而缺少专业价值，于是设计人员很难逃脱重犯前人的错误来积累自己经验的怪圈
。
　　为了少走弯路，提高水平，需要共享彼此的经验与教训。
　　本书通过数十个工程案例的剖析，将软土地区地基基础工程的常见失误与经验教训公诸于众，希
望对青年工程师的经验积累和水平提高有所帮助。
这些经验教训，对工程设计人员、勘察人员、工程开发与管理人员、施工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特别
对初涉建筑工程领域的技术人员，无疑是很有价值的，甚至是宝贵的。
　　本书所述大多数工程案例都是按国家和地方现行标准的规定进行衡量的。
这些案例中除了倾斜和沉降量较大的工程外，不少案例的地基基础设计并未违反工程建设时的规范规
定，即在当时并不属于设计失误。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本书所述“失误案例”，不仅指设计人员违反规范规定造成的设计错误，更
多的是讨论如何进行合理设计、优化设计。
有些失误案例是由于地质勘察报告的结论偏于不安全造成的，有些则属于设计与施工之间的配合问题
。
因此，本书所述案例的设计“失误”并非单纯指技术上的失误，而是指更广泛意义上的欠优化与合理
；从建设方的角度出发，是指设计方没有完全符合建设方的合理要求，存在可以改进、完善的情况。
如设计者未经细致地调查研究，直接采用勘察报告结论，导致设计的地基基础造价明显偏高，进而出
现地基基础设计工作的反复，甚至造成另行委托设计的情况。
本书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地基基础沉降计算方法”，对软土地区5层及以下建筑沉降计算问题
、桩基础沉降计算方法的适用范围进行分析。
　　第二章，“天然地基”，结合失误案例，分析软土地区天然地基设计失误原因，提出对策，并涉
及如何正确运用地质勘察报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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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防止犯错误的方法之一，就是从自己与他人的失误工程中汲取教训。
由于失误工程毕竟不多，且有关失误工程的专业分析报道很少，于是设计人员很难逃脱重犯前人错误
来积累自己经验的怪圈。
本书通过对数十个工程案例的剖析，将软土地区地基基础工程的常见失误与经验教训公诸于众，希望
对青年工程师的经验积累和水平提高有所帮助。
这些经验教训，对工程设计人员、勘察人员、工程开发与管理人员、施工技术人员、科研入员，特别
是对初涉建筑工程领域的技术人员，无疑是很有价值的，甚至是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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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计算；　　2.地基不均匀、建筑体型比较复杂、荷载差异较大或相邻影响显著的建筑物，应作沉
降差或倾斜的验算；　　3.具有大面积或局部地面荷载的软土地基应作地面附加沉降验算；　　4.分期
建造或相邻建筑可能发生非同步有害差异沉降时，应作施工期或使用期的沉降验算。
　　1.2.3 上海市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上海市标准《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08-11-1999：　　第4.1.1 
条天然地基设计计算应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地基承载力；同时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地基变
形。
　　第4.1.2 条当天然地基土层厚度及性质均匀、无不良地质现象，且建筑物按第12章采取有关措施时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可不验算地基变形：　　1.三层及三层以下一般民用建筑；　　2.吊车起重量
小于等于10t的单层工业厂房；　　3.高度小于等于30m的烟囱，高度小于等于15m和容积小于或等
于50m的水塔；　　4.有成熟经验或可靠依据时；　　5.对变形无严格要求时。
　　第12.2.1 条在预估建筑物最终沉降量满足规范容许变形值条件下，宜充分利用表层褐黄色黏土层
作为持力层及利用经过预压的场地作为建筑物的天然地基。
　　《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08-11-1999条文说明中第12.2.1 条指出：　　上海的一些区域，浅部埋
藏有粉性土，凡建造在此类区域的多层建筑，沉降量较小。
其他大部分地区在褐黄色黏性土层（俗称“硬壳层”）下就是淤泥质黏性土，建造在这类地区的多层
建筑，若不经地基处理，沉降量一般偏大，小的为20～30cm，大的有50～70cm。
　　本条文基本保留了原规范第10.2.3 条中关于利用浅部“硬壳层”作为浅基础持力层的提法，但加
了一个前提，“预估建筑物最终沉降量满足规范容许变形值条件下”，这样一方面是沿袭上海地区的
经验和习惯做法，另一方面强调了沉降验算。
1.2.4 江苏省南部地区建筑地基基础设计常规做法目前，江苏省尚无本省的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临
近上海的苏南地区，地质勘察报告中常将上海市标准《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BJ08-11-1999列为参考规
范，可以认为该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能代表江苏南部软土地区的地基设计要求。
1.2.5 浙江省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浙江省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J10252-2003：　　
第3.0.2 条地基基础设计，分别按下列规定进行计算和验算：　　1.所有建筑物的地基计算均应满足承
载力计算的有关规定；　　2.基础设计等级为甲级、乙级的建筑物，均应按地基变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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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共享经验，泛起弯路，提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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