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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筑工程施工常用资料手册》自2004年1月出版以来，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认可。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广大建筑工程建设人员，在收集广大读者的意见基础上，本手册第2版作了较
多的修改。
　　这次修改的原则是：　　（1）着重为广大建筑施工人员服务，取消了第1版常用结构计算内容，
补充了建筑施工人员必须从事的有关施工设计计算内容，如深基坑挡土支护设计计算；脚手架设计计
算等。
　　（2）补充了从2002年各种土建施工质量验收规范问世以来近几年颁布的有关新规范、新标准，如
桩基技术、脚手架技术、工程测量等。
　　（3）围绕环境保护和建筑节能补充了一些新内容，如建筑节能施工、绿色施工管理等。
　　按照上述的修改，第2版包括（1）常用资料；（2）施工常用气象、地震及环境保护数据；（3）
结构静力计算参考数据；（4）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有关数据；（5）地基基础工程施工；（6）砖石工程
施工；（7）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8）钢结构工程施工；（9）防水工程施工；（10）楼地面工程施
工；（11）装饰工程施工；（12）建筑节能工程施工；（13）施工测量；（14）脚手架工程。
　　本书可供土建施工人员、材料检验人员、工程质检人员和工程监理人员参考。
　　本书为集体编写，分工各有侧重。
在取材方面、系统性方面，难免挂一漏万，有的内容难免有错，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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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第2版内容包括：常用资料；施工常用气象、地震及环境保护数据；结构静力计算参考数据；
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有关数据；地基基础工程施工；砖石工程施工；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钢结构工程
施工；防水工程施工；楼地面工程施工；装饰工程施工；建筑节能工程施工；施工测量；脚手架工程
。
    本书可供土建施工人员、材料检验人员、工程质量检验人员和工程监理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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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支护结构计算有关内容。
　　在荷载取值方面要考虑逆作法施工的特点。
用逆作法施工的地下连续墙围护墙，由于有一定的截面厚度、采用刚性接头、利用刚度很大的地下结
构楼盖作为水平支撑，只要地下楼盖布置比较合理，一般变位都较小，因此在进行围护墙计算时宜取
静止土压力。
　　b．地下连续墙承重墙设计：地下连续墙作为地下结构的承重墙，除按一般的结构计算方法，根
据上部传下的荷载进行内力分析和截面计算之外，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是无桩的地下连续墙与有桩
的地下室底板的变形协调和基本的同步沉降。
目前采用的设计方法之一，即根据群桩设计理论，把地下连续墙模拟折算成工程桩的方法，即把地下
连续墙的垂直承载能力，通过等量代换计算方法，将地下连续墙模拟折算成若干根工程桩，布置在基
础底板的周边上，将桩、土、底板三位一体视为共同结构的复合基础，利用有关的计算机程序，来计
算底板的内力、桩端轴力以及总体沉降。
　　在进行地下连续墙和工程桩的等量代换时，可参考混凝土灌注桩设计规范计算地下连续墙的壁侧
摩阻力和端阻力。
　　通过研究和工程观测，证明地下连续墙的壁侧摩阻力不仅取决于上层性质，还与端阻力之间存在
着互相影响的关系，即端阻力的大小影响壁侧摩阻力的发挥和分布。
一般在加荷初期，荷载大部分由壁侧摩阻力承担，传递到墙底的荷载很小，当壁侧摩阻力达到极限后
，墙顶荷载再增加则主要由端阻力承担。
当壁侧摩阻力达到极限时，端阻力约占荷载的20％～40％。
一般壁侧摩阻力全部发挥，需要的位移较小；而端阻力全部发挥，则需要较大的位移。
　　在逆作法施工过程中，随着挖土的加深、墙体位移及土压力的变化，壁侧摩阻力亦有所降低。
　　在逆作法施工过程中，实际存在地下连续墙、工程桩、地下室结构和上部结构（采用封闭式逆作
法时）的共同作用问题，应通过该复合结构的沉降计算，来控制施工进度。
通过观测，上述复合结构的中心沉降较大，周边沉降较小，地下连续墙的沉降小于中间工程桩的沉降
。
而随着地下室结构及上部结构施工的进展及结构刚度的增大，地下连续墙和中间工程桩的沉降均随之
增大，但差异沉降变化不大。
　　②中间支承桩（中柱桩）设计：中间支承柱（中柱桩）是逆作法施工中，在底板未封底受力之前
与地下连续墙共同承受地下结构、上部结构自重和施工荷载的承重构件。
其布置、数量和结构形式都对逆作法施工有很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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