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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系根据作者多年来的科学成果和工程实践经验提炼而成，内容主要包括
现有带裙房的高层建筑的基础设计特点，带裙房的高层建筑与地基基础共同作用
理论（包括地下连续墙作为承重墙参与共同作用、逆作法的共同作用和基础优化设
计理论）以及带裙房的高层建筑与地基基础共同作用规律。
本书并以工程实例阐
明带裙房的高层建筑与地基基础共同作用理论对设置后浇缝选择优化浇注时间以
及指导不设后浇缝的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提出在软土地区带裙房的高层建筑
的地基础的设计建议，论述不设缝的充分可能性，提出运用综合分析桩基沉降计算
方法确定差异沉降，有规可循，并能根据具体情况对带裙房高层建筑的地基基础进
行优化设计。

本书可供从事土木工程设计和施的技术人员以及大专院校有关专业的教师和
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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