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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丰富高校岩土工程本科生教材的内容，本书作者结合自身实践和研究工作，同时吸收国内外理论与
实践研究成果，编写了本书。
本书分10章介绍了建筑基坑支护所涉及的内容，具体包括：基坑支护概述、水平荷载与水平抗力标准
值、基坑土体稳定性分析、支护结构设计计算理论与方法、排桩与地下连续墙、水泥土墙、土钉墙、
逆作拱墙、基坑地下水控制及基坑开挖监测。
书中既有基坑基础理论的阐述，也有各类基坑支护方式的设计方法的论述，并提出了施工措施，同时
介绍了近年来国内外研究成果。
    本书适合作为高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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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绪论　　1.1 基坑支护概述　　1.1.1　概述　　建筑基坑（building foundation pit）是指为
进行建筑物（包括构筑物）基础与地下室的施工所开挖的地面以下的空间。
开挖后，产生多个临空面，构成基坑围体，围体的某一侧面称为基坑侧壁（side of foundation pit）。
基坑的开挖必然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影响范围内的既有建（gJ）筑物、道路、地下设施、地
下管线、岩土体及地下水体等，统称为基坑周边环境（surroundings around foundation pit）。
为保证地下结构施工及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对基坑侧壁及周边环境采用的支挡、加固与保护措施，
这就是基坑支护（retaining and protecting for foundation excavation）。
　　改革开放以前，基础埋深较浅，基坑开挖深度一般在5m以内，一般建筑基坑均可采用放坡开挖或
用少量钢板桩支护。
随着大量高层建筑的建造及地下空间的开发，同时也为了满足高层建筑抗震和抗风等结构要求，地下
室由一层发展到多层，相应的基坑开挖深度也越来越深，如北京中国国家大剧院基坑最深处达35m。
　　当前，中国的深基坑工程在数量、开挖深度、平面尺寸以及使用领域等方面都得到高速的发展，
深、大基坑已非常常见，放坡开挖或用少量钢板桩已经难于保证地下结构施工及基坑周边环境的安全
。
为此，实践中已发展多种支护方式，如排桩（piles in row）：即以某种桩型按队列式布置组成的基坑
支护结构；地下连续墙（diaphragm）：即用机械施工方法成槽浇灌钢筋混凝土形成的地下墙体；水泥
土墙（cement—soil wall）：即由水泥土桩相互搭接形成的格栅状、壁状等形式的重力式结构；土钉墙
（soil nailing wall）：即采用土钉加固的基坑侧壁土体与护面等组成的支护结构，以及上述方式的各类
组合支护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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