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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二十年来，我国建筑结构技术及其应用有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对建筑结构设计
相关规范进行了大规模地修订。
随着新的建筑结构设计标准规范的颁布实施，使得与建筑结构设计相关的各种数据资料得到了快速的
更新与发展。
在这种新形势下，广大从事建筑工程设计的人员迫切需要一本系统、全面、有效地收集建筑结构设计
数据资料的参考书。
为此，我们特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对建筑结构设计领域的最新标准规范、数据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编
写出了这套面向广大设计人员的资料汇编丛书——《建筑结构设计数据资料一本全系列》，以方便广
大读者在学习、工作中快速方便地查阅，真正做到一本在手，查阅无忧。
　　本套丛书全部是以最新版设计规范为基础，结合新规范与旧规范的不同之处，通过【基础知识】
、【相关规范】、【常用数据】、【节点构造】、【实例计算】五个基本点来阐述。
【基础知识置主要介绍结构构件定义、组成形式、分类、特点及其应用范围、注意事项等；【相关规
范】收集了相关标准规范规定的结构构件的设计原则、计算要求、基本规定，承载能力状态验算，构
造规定等內容，并用表格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常用数据】收集了规范规定之外的常用构件计算表
、常用系数表（图）、常用构件规格表、常用计算公式以及相关机具表等；【节点构造】详细列出了
构件的节点详图和结构布置图；【实例计算】则通过了设计实例来加强读者对标准规范的理解并介绍
了设计中应注意的事项。
丛书将五个基本点相互连贯咸一整体，特点鲜明，读者也可以在各基本点处单独查找所需的数据，方
便快捷。
　　本套丛书各分册名称如下：　　1.《钢结构设计数据资料一本全》　　2.《混凝土结构设计数据资
料一本全》　　3.《建筑地基基础设计数据资料一本全》　　4.《建筑抗震设计数据资料一本全》　
　5.《砌体结构设计数据资料一本全》　　6.《轻型钢结构设计数据资料一本全》　　本套丛书是一套
实用性很强，内容新颖，全面系统，具有较高使用价值的专业工具书。
本丛书具有设计方法齐全，计算图表完善，计算用表准确，应用方便和实用性强等特点。
它把结构设计理论知识和实例结合起来，促进对标准规范的理解。
本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国内同行部分著作和文献资料，同时得到了部分专家的指导和帮
助，在此深表谢意。
限于编者的水平，同时建筑工程设计涉及面广，技术复杂，书中错误及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
读者批评指正。
在此也谨向给予我们热情关怀的领导和给予我们帮助的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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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手册主要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02进行编写，针对新旧规范变化较大和难于
理解的条文，书中做了详细介绍，并增加了许多计算简图、计算公式和相关的理论知识。
本书的主要内容包括：土的类型及其特征，土力学计算，工程地质勘察，山区地基，浅基础设计，桩
基础，特殊土地基，软弱地基处理，沉井和墩基础、基坑工程等。
本书编写体例体现了知识性、权威性、前瞻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所有资料具备较强的科学性和先
进性，能便捷地查找到各种设计数据、计算公式、强制性规定等。
    本书可供地基基础设计、施工人员使用，也可供大中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学习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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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压喷射注浆法　第十一节  石灰桩法　第十二节  灰土挤密桩法和土挤密桩法　第十三节  单液硅化
液和碱液法　第十四节  既有建筑物地基处理第九章  沉井和墩基础　第一节  沉井基础　第二节  墩基
础设计第十章  基坑工程　第一节  基坑概述　第二节  基坑支护　第三节  地下连续墙　第四节  地下水
控制第十一章  地基基础抗震设计　第一节  地震概述　第二节  地基基础抗震设计资料　第三节  液化
地基和软土震害　第四节  天然地基基础和桩基础的抗震验算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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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蜂窝结构　　多为颗粒细小的黏性土具有的结构形式，有时粉砂也可能有。
粒径在0.02—0.002mm左右的土粒在水中沉积时，基本是单个土粒下沉，在下沉途中碰上已沉积的土粒
时，由于土粒间的相互分子引力对自重而言已有足够大，因此土粒就停留在最初的接触点上不再下降
，形成很大孔隙的蜂窝状结构（图1-4）。
　　3.絮状结构　　这是颗粒最细小的黏性土特有的结构形式。
粒径小于0.002mm的土粒能够在水中长期悬浮，不因自重而下沉，当在水中加入某些电解质后，颗粒
间的排斥力削弱，运动着的土粒凝聚成絮状物下沉，形成类似蜂窝而孔隙很大的结构，称为絮状结构
（图1—5）.三、土的构造基础知识1.层状构造层状构造也称为层理，是大部分细粒土的重要外观特征
之一。
土层表现为由不同细度与颜色的颗粒构成的薄层交叠而成，薄层的厚度可由零点几毫米至几毫米，成
分上有细砂与黏土交互层或黏土交互层等。
最常见的层理是水平层理（薄层互相平行，且平行于土层界面），此外还有波状层理（薄层面呈波状
，总方向平行于层面）及斜层理（薄层倾斜，与土层界面有一交角）等。
　　层状构造使土在垂直层理方向与平等层理方向的性质不一，平行于层理方向的压缩模量与渗透系
数往往要大于垂直方向的（图1－6）。
　　2.分散构造　　土层中各部分的土粒组合无明显差别，分布均匀，各部分的性质亦相近。
各种经过分选的砂、砾石、卵石形成较大的埋藏厚度，无明显层次，都属于分散构造。
分散构造的土比较接近理想的各向同性体（图1—7）。
　　3.裂隙状构造　　裂隙中往往充填盐类沉淀，不少坚硬与硬塑状态的黏土具有此种构造。
裂隙破坏土的整体性。
裂隙面是土中的软弱结构面，沿裂隙面的抗剪强度很低而渗透性却很高，浸水以后裂缝张开，工程性
质更差（图1—8）。
　　4.结核状构造　　在细粒土中明显掺有大颗粒或聚集的铁质、钙质集合体、贝壳等杂物。
例如，含砾石的冰碛黏土，含结核的黄土等均属此类。
由于大颗粒或结核往往分散，故此类土的性质取决于细颗粒部分，但在取小型试样试验时应注意将结
核与大颗粒剔除，以免影响成果的代表性（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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