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工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基础工程>>

13位ISBN编号：9787114071089

10位ISBN编号：7114071086

出版时间：2008-9

出版时间：人民交通出版社

作者：姜仁安，郭梅，王东杰　主编

页数：266

字数：42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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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工程>>

前言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D63—2007）于2007年9月29日发布，与上一版规范相比，
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了及时更新教学内容，满足实际需求，我们依据此规范编写了本教材。
教材中涉及的主要规范还有：《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D60-2004）、《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
范》（JTGD6l-2005）、《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D62—2004）及《公
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J041—2000）。
　　本教材主要对桥梁工程中应用较广的天然地基刚性浅基础和桩基础的设计与施工进行了详细具体
的叙述，并且介绍了常见的地基处理方法和特殊土地基的有关工程问题。
沉井的设计计算可结合实际情况选学。
　　为了符合高职教育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本教材在内容的选择上更加注重实用性、时效性和可
操作性。
对于基础的设计计算，不进行详细的公式推导，只说明计算原理、方法和过程，会应用公式计算即可
；为了便于理解和使用，还附有浅基础、桩基础和沉井基础的设计算例。
另外，本书注重新方法、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体现，例如，在施工方面引入了目前已较多采用并首次列
入规范的桩的后压浆施工技术。
从而使本教材的内容更加实用。
　　本教材内容系统，条理清楚，简明扼要，通俗易懂，便于读者阅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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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按照2007年交通部颁布的新规范进行编写。
内容包括：绪论、作用与作用效应组合、天然地基上的刚性浅基础、桩基础、沉井基础、地基处理及
特殊土地基等，共七章。
本书根据工程实践的需要和高职教材的特点，着重探讨公路桥梁常用的基础类型、设计计算方法和施
工方法，并介绍了软弱地基的处理方法和特殊土地基的基础工程问题。
其中关于刚性浅基础、桩基础和沉井基础均附有设计算例。
各章前提出学习目标，各章后附有思考题与习题，供学生参考与练习。
    本书为高职高专院校道桥工程技术、工程管理及其他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应用型本科院校
教学使用以及公路工程管理与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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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端承型桩　　端承型桩又分为端承桩和摩擦端承桩。
　　端承桩指在极限承载力状态下，桩顶荷载由桩端阻力承受的桩。
例如通过软弱土层桩端嵌入基岩的桩，桩的承载力由桩的端部承受，桩侧摩擦阻力很小，不予考虑，
如图4—2c）所示。
摩擦端承桩在极限承载力状态下，桩顶荷载主要由桩端阻力承受，桩侧摩擦力很小。
例如图4—2d）所示的预制桩，桩周土为流塑状态黏性土，桩端土为密实状态粗砂，桩侧摩擦力约占
单桩承载力的20％。
　　通常端承桩承载力较大，基础沉降小，较安全可靠。
但若岩层埋置很深，沉桩困难时，则可采用其他几种类型的桩。
　　摩擦桩的沉降一般大于端承桩的沉降，为防止桩基产生不均匀沉降，在同一桩基中，不宜同时采
用摩擦桩和端承桩。
在同一桩基中，采用不同直径、不同材料和桩端深度相差过大的桩，不仅设计复杂，而且施工中也易
产生差错，故不宜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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