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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为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本次修订是按照新颁布的国家行业标准《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C D63 2007）、《建筑
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等相关规范，结合近年来本学科工程技术的发展，进行了增补和修改
，其中部分章节重新进行了编写。
重点介绍基础工程的设计原理及国内外成熟的先进技术和施工工艺，编写中力求体系完整、内容精练
、文字通畅、图表准确。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以土木工程专业（建筑工程、交通工程）的基础工程内容为主，兼顾其他。
本书内容覆盖面广，各院校可根据具体教学情况进行取舍。
　　本书由王晓鹏主编，张军强、潘明远副主编。
其中绪论、第一章由王晓鹏编写；第二章由王晓鹏、陈晓梅编写；第三章由张军强、陈晓梅编写；第
四章由刘娜编写；第五章由潘明远编写；第六章由申中原编写。
张利对全书进行了审阅，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表示感谢！
　　限于编写水平和能力，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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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
本书系统介绍了土木工程中各种常用类型基础的设计原理和计算方法。
本书除绪论外共分六章，包括天然地基上的浅基础、桩基础、沉井基础、软土地基处理、特殊地基上
的基础工程、基坑工程及附录等，每章末均附有思考题和习题。
本书参照最新国家结构规范和规程编写，重点介绍基础工程的设计原理及国内外成熟的先进技术和施
工工艺，体系完整，内容精练，文字通畅，图表准确。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教材，也可作为从事土木工程勘察、设计和施工的技术人员
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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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混凝土封底及盖板计算　　1.封底混凝土的计算　　封底混凝土厚度取决于基底承受的反力
。
作用于封底混凝土的竖向反力有两种：①封底后封底混凝土需承受基底水和地基土的向上反力；②空
心沉井使用阶段封底混凝土需承受沉井基础所有最不利荷载组合引起的基底反力，若井孔内填砂或有
水时可扣除其重量。
　　封底混凝土厚度一般比较大，可按下述方法计算并取其控制者。
　　（1）按受弯计算。
将封底混凝土视为支承在凹槽或隔墙底面和刃脚上的底板，按周边支承的双向（矩形或圆端形沉井）
或圆板（圆形沉井）计算，底板与井壁的连接一般按简支考虑，当连接可靠（由井壁内预留钢筋连接
等）时，也可按弹性固定考虑。
要求计算所得的弯曲拉应力应小于混凝土的板弯曲抗拉设计强度，具体计算可参考有关设计手册。
　　（2）按受剪计算。
即计算封底混凝土承受基底反力后是否存在沿井孔周边剪断的可能性。
若剪应力超过其抗剪强度则应加大封底混凝土的抗剪面积。
　　2.钢筋混凝土顶板计算　　空心或井孔内填以砂砾石的沉井，井顶必须浇筑钢筋混凝土顶板，用
以支承上部结构荷载。
顶板厚度一般预先拟定再进行配筋计算，计算时按承受最不利均布荷载的双向板或圆板考虑。
　　当上部结构平面全部位于井孔内时，还应验算顶板的剪应力和井壁支承压力；若部分支承井壁上
则不需进行顶板的剪力验算，但需进行井壁的压应力验算。
　　第五节沉井基础算例　　某公路桥墩基础，上部构造为等跨等截面悬链线板肋式圬工拱桥，下部
结构为重力式墩及圆端形沉井基础。
基础平面及剖面尺寸如图3-19所示，浮运法施工（浮运方法及浮运稳定性验算从略）。
　　设计资料　　土质及水位情况如图3-19，传给沉井的恒载及活载见表3-4。
　　最低水位标高81.80m，潮水位86.56m，河床标高80.40m，最大冲刷线标高76.7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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