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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为“建筑结构设计及工程应用丛书”之一，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02）
编写而成。
全书共分12章。
主要内容包括：地基土的物理性质及岩土分类，地基中的应力和变形，土的抗剪强度与地基承载力，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原则，无筋和配筋扩展基础，柱下条形基础和交叉条形基础，筏形基础和箱形基础
，软弱地基，桩基础，基槽检验与地基的局部处理等。
    为了简化计算，提高设计效率，书中对地基基础中一些需要经常反复试算的内容，如按应力比法确
定压缩层厚度，偏心受压基础底面尺寸和基础高度的确定，换土垫层厚度的确定，以及偏心荷载下桩
基的设计等，都给出了直接计算法。
该法克服了反复试算的缺点，并可直接得出精确的结果。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掌握书中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有关规范条文内容，书中列举了有代表性的典型例题
。
在解题过程中，力求步骤清晰，说明详尽。
    本书可供刚参加工作的土建类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应用，也可作为工程施工和监理人员的参考用
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及工程应用>>

书籍目录

前言主要符号第1章  概述  1.1  地基基础的概念  1.2  荷载效应不利组合与相应抗力限值  1.3  本书内容和
学习要求  1.4  本学科发展简介第2章  地基土的物理性质及岩土的分类  2.1  土的成因与组成  2.2  土的物
理性质指标  2.3  黏性土的塑性  2.4  地基岩土的分类及其物理状态第3章  地基中的应力  3.1  自重应力的
计算  3.2  附加应力的计算  3.3  基础埋置深度对附加应力的影响第4章  地基变形的计算  4.1  土的压缩性 
4.2  地基最终沉降量的计算  4.3  地基沉降与时间关系的估算  4.4  建筑物的沉降观测第5章  土的抗剪强
度与地基承载力  5.1  概述  5.2  土的抗剪强度  5.3  土的极限平衡理论  5.4  土的抗剪强度指标的测定方法 
5.5  地基临塑压力、临界压力与极限压力  5.6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确定第6章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原则 
6.1  一般要求  6.2  地基基础设计步骤  6.3  基础埋置深度的确定  6.4  地基计算  6.5  地基基础设计等级  6.6 
地基基础设计的规定  6.7  地基变形的分类  6.8  地基允许变形值第7章  无筋和配筋扩展基础  7.1  无筋扩
展基础类型  7.2  基础底面尺寸的确定  7.3  无筋扩展基础剖面设计计算  7.4  扩展基础剖面及配筋设计计
算  7.5  柱下独立基础底板弯矩简捷计算法第8章  柱下条形基础和交叉条形基础  8.1  柱下条形基础  8.2  
柱下交叉条形基础  8.3  柱下条形和交叉条形基础构造第9章  筏形基础和箱形基础  9.1  筏形基础的设计 
9.2  箱形基础的设计第10章  软弱地基  10.1  一般要求  10.2  建筑措施  10.3  结构措施  10.4  软弱地基的处
理  10.5  压实填土的密实度第11章  桩基础  11.1  桩的功能与种类  11.2  单桩竖向承载力的确定  11.3  单桩
水平承载力的确定  11.4  桩的根数及布置  11.5  承台的设计与计算  11.6  桩基沉降验算  11.7  桩基设计的
步骤第12章  基槽检验与地基的局部处理  12.1  基槽检验  12.2  地基的局部处理  12.3  地基局部处理实例
附录  附录A  标准贯人试验和轻便触探试验  附录B  抗剪强度指标的计算方法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及工程应用>>

章节摘录

　　第2章　地基土的物理性质及岩土的分类　　2.1　土的成因与组成　　地壳表面的岩石在大气中
由于长期受到风、霜、雨、雪的侵蚀和生物活动的破坏作用（风化作用），使其崩解和破碎而形成大
小不同的松散物质，这种松散物质就称为土。
风化后残留在原地的土称为残积土，它主要分布在地面岩石暴露受到强烈风化的山区和丘陵地带。
南于残积土未经分选作用，所以无层理，厚度很不均匀。
因此，在残积土地基上进行工程建设时应注意其不均匀性，防止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降。
风化后的土受到各种自然力（例如重力、雨雪水流、山洪急流、河流、风力和冰川等）的作用，搬运
到大陆低洼地区或海底沉积下来，在漫长的地质年代里沉积的土层逐渐加厚，并在自重和外力作用下
逐渐压密，这样形成的土就称为沉积土。
陆地上大部分平原地区的土都属于沉积土。
由于沉积土在沉积过程中地质环境不同，生成年代不一，它的物理力学性质有很大差异。
如洪水沉积的洪积土，有一定的分选作用，距山区较近地段，其颗粒较粗，远的地方颗粒较细。
由于每次洪水搬运能力不同，就形成了土层粗细颗粒交错的地质剖面。
通常，粗颗粒的土层压缩性较低，承载力高，细颗粒的土层压缩性高，承载力较低。
在沉积土地基上进行工程建设时，应尽量选择粗颗粒土层作为基础的持力层。
　　土的沉积年代不同，其工程性质将有很大变化，所以，了解土的沉积年代的知识，对正确判断土
的工程性质是有实际意义的。
土的沉积年代通常采用地质学中的相对地质年代来划分。
所谓相对地质年代，是指根据主要地壳运动和古生物演化顺序，将地壳历史所划分的时间段落。
最大的时间单位称为代，每个代分为若干纪，纪分为若干世，世再分为若干期。
　　大多数的土是在第四纪地质年代沉积形成的，这一地质历史时期是距今较近的时间段落（大约100
万年）。
在第四纪中包括四个世，即早更新世（用符号Q1表示）、中更新世（Q2），晚更新世（Q3）和全新
世（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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