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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普通高等教育铁道部规划教材，是由铁道部教材开发领导小组组织编写，并经铁道部相关
业务部门审定，适用于高等院校铁路特色专业教学以及铁路专业技术人员使用。
本书为铁道工程系列教材之一。
　　本教材是根据铁道部近年来关于铁路特色教材体系有关要求，在由李克钏主编、中国铁道出版
社1992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基础工程》的基础上重新编写而成的。
　　《基础工程》出版后，经当时铁路院校的使用，认为内容翔实，选材恰当，针对性强，符合当时
的教学大纲要求，反映了我国铁路桥梁基础工程的特点。
但由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铁路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有关规范的修订，教材
内容应尽可能地及时反映铁路桥梁基础工程技术发展水平和最新成就，以扩大学生视野，同时，也需
要满足新时期铁路大发展对铁路特色教材的相关要求。
教材应适用于铁道工程、铁道桥梁、地下工程以及轨道交通工程、工业与民用建筑、地质工程等专业
或方向，故在内容上作了部分更新和必要的补充与深化。
　　本书基本上保留了《基础工程》的内容和体系，但根据《铁路桥涵地基基础设计规范》（TB
10002.5-2005）和《铁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GB 50111-2006）等新规范的要求和近年来一些相关科研
成果，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
　　与《基础工程》相比，本教材增加了第六章有关深水基础的内容；在第一章里细化了喷锚护壁和
喷锚支护的部分内容，按新的建筑基坑技术设计规范，对基坑设计内容作了部分修改；在第二章里补
充了高速列车活载作用图式和工后沉降要求；在第三章中将原桩基水中修筑技术内容移到了第六章，
而对沉管灌注桩、内夯灌注桩、干作业成孔灌注桩、灌注桩后注浆技术等内容作了简略介绍；第四章
删去了动力打桩公式和差分解法，补充了部分公式的推导和按m法求解低承台桩基础的例题和部分习
题，细化了负摩阻力部分；第五章增加了沉井下沉过程中突沉和超沉的概念及其相应防治措施；第七
章根据新的抗震设计规范，对桥梁墩台基础抗震进行了部分修订。
全书编写工作还体现在对《基础工程》的文字、插图和表格进行了校对，调整了部分文字的叙述方式
，统一和简化了符号，重新绘制了部分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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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七章，主要内容有：天然地基上浅平基的施工和设计计算；桩和桩基的构造、施工及桩基
的设计计算；沉井和沉箱基础；深水基础以及墩台基础抗震等。
　　本书除主要作为高等学校铁道工程、铁道桥梁、铁道隧道、轨道交通等专业方向的教材外，也可
作为土木类其他专业方向的辅助教材，还可作为从事土建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人员以及科研人员的参考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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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天然地基上浅平基施工  第一节  浅平基的类型及施工要点  第二节  陆地基坑的开挖和支护  第
三节  基坑排水和降低水位  第四节  水中围堰的修建和水下挖土  第五节  基坑处理和基础修筑  第六节  
基坑支护的计算  复习思考题第二章  天然地基上浅平基的设计和计算  第一节  基础设计原则及其砌体
的材料和形式  第二节  明挖扩大基础的埋置深度  第三节  桥涵基础上的荷载  第四节  浅平基的设计计
算  第五节  浅平基的设计算例  复习思考题第三章  桩和桩基的构造与施工  第一节  桩和桩基的作用与
使用条件  第二节  桩和桩基类型  第三节  承台的类型、构造和桩的布置  第四节  预制桩的构造和施工  
第五节  钻(挖)孔桩的构造和施工  第六节  桩基检测技术  复习思考题第四章  桩基础的设计计算　第一
节  桩基础的设计原则　第二节  单桩的横向位移和桩身内力计算　第三节  群桩基础的位移及桩顶内力
计算　第四节  桩的轴向承载力　第五节  桩的横向承载力　第六节  桩基础的竖向承载力和沉降变形检
算　第七节  桩基础的设计步骤和算例　复习思考题第五章　沉井和沉箱基础第六章　深水基础第七
章　桥梁墩台基础抗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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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纪60年代后，因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需要，由于施工水位深30.5m，覆盖层最大厚度达54.87m，发
展了重型沉井、深水浮运沉井和沉井套管柱基础。
同时因公路桥梁深水基础的发展和成昆铁路建设的需要，全国开始大规模发展钻孔灌注桩基础，到20
世纪70年代，由于修建九江长江大桥的需要，首创了双壁钢箱围堰钻孔灌注桩基础，山东北镇黄河桥
钻孔灌注桩桩长达100m，当时为世界罕见。
第三阶段大力发展复合基础和特殊基础，如20世纪80年代后在修建肇庆西江大桥时开始采用双承台钢
管柱基础，在修建广州江村南北桥时采用了钢筋混凝土沉井加冲孔灌注桩基础。
不过，现阶段采用最多的还是双壁围堰加桩基础的复合基础形式。
　　近几十年来修建的重要深水桥梁及其基础形式如下：　　（1）1937年，中国钱塘江桥为16x67m
桁梁双层公、铁两用桥，江水有潮汐、江底有浮泥细砂、下为岩石，基础采用17.4m×11.1m×6m气压
沉箱，有6个墩沉箱直接沉至岩层，有9个墩先打入桩长为30m的木桩，沉箱沉设于桩基顶部，水深10m
。
　　（2）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正桥为连续钢桁梁3联，每联3孔，每孔128m，长1156m双层公、铁
两用桥；采用管柱基础：先在岸边制作钢围囹，浮运至墩位下沉，外插打钢板桩，内插打书1.55m钢
筋混凝土管柱，射水、吸泥并用振动打桩机振沉至岩层，然后用十字带弧形冲击式钻头在岩层内钻孔
、深约3m；清理岩孔后，下放钢筋笼，使管柱与岩孔连接，用导管法灌注水下混凝土填实；围堰中以
水下混凝土封底，然后抽水，拆除管柱与部各节，筑承台及墩身；最大水深40m左右，覆盖层厚23m
，基础深度46m。
　　（3）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正桥除－孔128m简支外，其余为3联、每联3孔、每孔160m的连续
钢桁梁公铁两用桥，全长6772m；因水深流急、覆盖层厚、基岩构造复杂，水中基础因地制宜采用如
下四种形式：①重型混凝土沉井基础，平面尺寸为20.2m×24.9m、高53.5m，穿过覆盖层厚达54.87m，
座落在砾砂层上。
②钢板桩围堰管柱基础，其中9号墩用2台中250型振动打桩机将夺3.6m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柱打人土
层47.5m至岩层，然后钻孔、下钢筋笼、灌注水下混凝土。
③钢沉井加管柱组合基础，先下沉钢沉井，再在其中下沉管柱。
其中3号墩钢沉井为16.19m×25.01m、高40.8m，其内下士3.0m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柱，其下端嵌固在
岩层上，其上嵌固在水下封底混凝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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