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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预应力锚杆柔性支护法是一项全新的支护技术，作者于1993年提出并用于实际工程中。
由于其经济合理、技术先进、安全可靠，在深基坑支护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本书对预应力锚杆柔性支护法的基本原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采用数值计算方法对预应力锚杆柔
性支护法的受力机理进行了研究；分析研究了锚杆预应力大小对基坑塑性区分布及破坏滑移场的影响
；研究了预应力锚杆柔性支护下不同岩土条件的破坏模式；在理论研究基础上建立了预应力锚杆柔性
支护体系的设计方法；为了便于读者掌握该技术，编写了预应力锚杆柔性支护的设汁与施工指南；最
后通过几项成功的工程实例帮助读者应用该项技术。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研究生、科研单位有关专业人员以及设计单位、建筑施工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阅
读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深基坑预应力锚杆柔性支护法的�>>

作者简介

　　贾金青　河北沧州人，1962年生，清华大学博士后，现任大连理工大学结构工程研究所所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岩上工程、结构工程及工程新材料的研究和应用工作。
作为主要起草人，编写了《建筑边坡支护技术规范》、《岩上锚杆设计与施工规范》等3部国家标准
；获得了《一种基坑侧壁的柔性支护方法》等3项国家发明专利；已出版《桥梁工程设计计算方法及
应用》、《钢骨高强混凝土短柱的力学性能》两部专著，在国内核心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佘篇。
主持参加了近百项纵向及横向科研项目；主持完成了百余项大型深基坑、高边坡及结构工程的设计、
试验与施工，解决了工程中大量复杂疑难的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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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深基坑支护概述　　1.1　基坑支护的内容和特点　　1.1.1　基坑支护的主要内容和功能
　　基坑支护是指建筑物或构筑物地下部分施工时，需开挖基坑，进行施工降水和基坑周边的围挡，
同时要对基坑四周的建筑物、构筑物、道路和地下管线进行监测和维护，确保正常、安全施工的一项
综合性工程，其内容包括勘探、设计、施工、环境监测和信息反馈等工程内容。
基坑工程的服务工作面几乎涉及所有土木工程领域，如建工、水利、港口、路桥、市政、地下工程以
及近海工程等工程领域。
　　基坑支护是地下基础施工中内容丰富而又富于变化的领域。
工程界已意识到基坑支护是一项风险工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新型学科，它涉及到工程地质、土力
学、基础工程、结构力学、原位测试技术、施工技术、土与结构相互作用以及环境岩土工程等多学科
问题。
基坑支护大多是临时性工程，影响基坑工程的因素很多，例如地质条件、地下水情况、具体工程要求
、天气变化、施工工序及管理、场地周围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可以说它又是一门综合性的系统工程
。
　　基坑支护工程作为土木及建筑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一方
面是基坑的开挖深度越来越深，技术难度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基坑支护的事故不断产生，特别是一
些重大深基坑支护工程的事故，教训非常深刻。
总的来说，基坑支护技术要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虑：　　1.保证基坑四周边坡的稳定性，满足地下室
施工的空间需求，即基坑支护体系要起到稳定土体的作用。
　　2.保证基坑四周相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的安全，即控制基坑施工过程中土体的变形位移
，将基坑周围地面沉降和水平位移控制在容许范围内。
　　3.保证基坑支护的施工作业面在地下水位以上，即通过截水、降水等排水系统措施，保证施工作
业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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