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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础工程学（第2版）》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包括地基基础及其设计原则，天然地基上的浅基
础设计，沉井基础，桩基础，基坑开挖支护及降水，地下连续墙等。
《基础工程学（第2版）》内容新颖，重点突出，详略得当，能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
　　《基础工程学（第2版）》以土木工程（岩土）专业为使用对象，也适合建筑工程、地下工程、
工程地质等专业方向的高年级学生及技术人员参考。
同时，也可作为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考试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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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地基基础及其设计原则第一节 地基及基础的主要类型一、地基的主要类型二、基础的主要类
型第二节 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相互作用的概念一、上部结构的刚度对基础受力状况的影响二、基础
刚度对基底反力分布的影响三、地基条件对基础受力状况的影响第三节 基础工程设计的基本原则一、
设计时需注意的主要事项二、基础工程设计的基本原则思考题第二章 天然地基上的浅基础设计第一节
天然地基设计计算一、选择基础埋置深度二、确定地基承载力三、确定基础底面尺寸四、地基变形计
算五、地基稳定性验算第二节 无筋扩展基础（刚性基础）第三节 钢筋混凝土扩展基础一、钢筋混凝
土扩展基础的构造要求二、墙下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三、柱下钢筋混凝土独立基础第四节 柱下钢筋混
凝土条形基础一、柱下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的构造要求二、柱下单向钢筋混凝土条形基础的内力计算
三、柱下十字交叉基础第五节 筏板基础一、概述二、筏基的设计及构造要求三、筏板基础内力计算—
—刚性板法思考题及习题第三章 箱形基础第一节 箱形基础结构设计及构造要求第二节 箱基的内力分
析一、内力分析方法之一——按局部弯曲计算二、内力分析方法之二——同时考虑局部弯曲及整体弯
曲的计算三、内力分析方法之三——简化计算法第三节 地基验算一、地基强度验算二、地基稳定性验
算三、地基沉降分析第四节 箱形基础设计应注意的其他问题第五节 施工要求思考题第四章 沉井基础
第一节 沉井的类型及构造一、概述二、沉井的类型三、沉井的构造第二节 沉井的设计一、确定沉井
的几何尺寸二、地基强度验算三、确定下沉系数K1、下沉稳定系数K；及抗浮安全系数K2四、沉井施
工过程中的结构强度计算第三节 沉井的施工一、旱地施工的准备工作二、制作第一节沉井三、沉井人
土下沉四、沉井封底五、水中沉井施工思考题第五章 桩基础第一节 桩的分类与选型一、桩基的适用
范围二、桩的分类三、桩型及成桩工艺选择第二节 竖向荷载下单桩的承载力一、单桩承载力二、单桩
竖向承载力的确定三、单桩竖向抗拔承载力第三节 竖向荷载下的群桩基础承载力及沉降计算一、群桩
的工作性状二、承台效应三、基桩、复合基桩及群桩基础承载力四、桩基础的沉降计笪五、软弱下卧
层承载力验算第四节 桩的负摩阻力问题一、产生负摩阻力的条件二、负摩阻力的计算三、考虑负摩阻
力的桩基承载力及沉降第五节 桩基的水平承载力一、水平荷载下单桩的破坏性状二、单桩水平承载力
及水平位移的确定三、水平荷载作用下的群桩承载力第六节 桩身承载力验算一、桩身受压承载力验算
二、轴力、弯矩和水平力联合作用下弯矩、水平力作用平面内桩身强度的验算第七节 桩基结构设计一
、资料准备二、设计原则三、桩基构造要求四、桩基形式的选择及桩的布置五、桩基础计算六、桩基
设计步骤及计算实例思考题及习题第六章 基坑开挖支护及降水第一节 边坡稳定性及边坡工程安全等
级第二节 支护结构的型式一、基坑围护结构型式二、基坑围护结构第三节 支护结构的破坏形式及荷
载计算一、支护结构的破坏形式及计算内容二、支护结构的荷载计算第四节 浅基坑（槽）支护计算一
、基坑（槽）壁连续横向（水平）板式支撑二、基坑（槽）壁连续竖直板式支撑第五节 深基坑非重力
式支护结构计算一、板桩计算二、钻孔灌注挡土桩支护计算第六节 土层锚杆设计一、锚杆布置二、锚
杆设计计算三、单锚支护桩计算四、锚杆的稳定性验算第七节 重力式支护结构计算一、传统设计计算
法二、《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120—99）设计计算法第八节 支护结构施工一、钢板桩施工二
、锚杆施工及试验第九节 基坑降（排）水及土方开挖一、基坑降（排）水方法二、井点降水设计三、
因井点降水引起的地面沉降及其防治措施四、基坑土方开挖思考题及习题第七章 地下连续墙第一节 
地下连续墙的适用范围及类型一、施工工艺原理二、地下连续墙的适用范围三、地下连续墙的类型第
二节 地下连续墙的内力计算及构造处理一、确定地下连续墙的侧压力二、地下连续墙的内力计算三、
地下连续墙的竖向承载力四、构造处理五、基坑稳定分析第三节 地下连续墙的施工一、准备工作二、
地下连续墙施工思考题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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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地基基础及其设计原则　　建造在土层（或岩层）上的建筑物，可将其分为上部结构和
下部结构两大部分。
建筑物下面的土层或岩体承担着建筑物的全部荷载，将受到建筑物荷载影响的那一部分土层（相当于
压缩层范围内土层）或岩层称为地基，而将建（构）筑物的下部结构称为基础。
一般情况下，基础往往位于室外地面标高以下，它承受着上部结构的荷载，且将荷载传递到地基土中
，其常见的功能主要有：　　（1）以不同的基础型式，如不同的尺寸、刚度及埋深等，将上部结构
传来的轴力、水平力、弯矩等荷载传递到地基中，以满足地基土承载力的要求；　　（2）根据上部
结构的特点以及地基可能出现的变形情况，利用基础所具有的刚度（经计算确定），与上部结构共同
调整因荷载不均或地基土的不均匀性产生的变形，以便使上部结构不致产生过多的次应力。
　　从不同的角度（材料、构造形式、作用、施工方法及埋深等）可将基础分为多种类型。
不同类型的基础，既要使自身强度满足上部结构的荷载要求，还需适应地基的强度和稳定性，所以，
进行基础设计时，实际上是进行地基及基础的设计。
　　设计时，需对地基、基础及上部结构进行考虑，虽然这三方面各自的功能、工作性状及研究方法
不同，但对同一建筑物而言，在荷载作用下，这三方面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整体。
目前，实践中还难以将这三方面完全统一起来进行设计计算，设计时仍较多地采用常规设计方法。
但在处理地基及基础问题时，应将三方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筹考虑，才能收到较理想的效果。
　　设计时，既要保证基底的压力不超过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又要使地基的变形量不超过建筑物的地
基变形允许值，并且应对设计方案进行技术经济的分析，使设计成果既安全实用，又经济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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