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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斜拉桥的发展是桥梁工程师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
　　虽然利用藤、竹等柔性天然材料承重并实现跨越是人类最早认识到的自然规律之一，但斜拉桥作
为一种固定结构形式，其发展却由于缆索材料的性能问题长期停滞。
在现代材料与技术进步的推动下，1956年Stromsund桥在瑞典建成通车；之后，在德国著名工程师Franz
Dischinger的推动下，多座稀索体系斜拉桥在莱茵河上相继建成，现代斜拉桥正式形成，也实现了斜拉
桥跨径的第一次发展。
随后，现代斜拉桥又经历了从稀索体系到密索体系等一系列重要的发展历程，跨越能力稳步提升。
1995年，法国诺曼底大桥实现了856m的跨径；1999年日本多多罗大桥实现了890m的跨径。
而挑战千米级斜拉桥，实现斜拉桥跨径的千米级突破，则成为桥梁工程师在那之后又一个奋斗目标。
　　我国第一座斜拉桥为1975年原交通部重庆公路科学研究所设计和指导施工的四川云阳桥，跨径组
合为34.9lm+75.84m+34.9lm，主梁为混凝土单箱，每塔三对斜拉索。
与此同时，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也设计了新五桥，跨径组合为24m+54m+24m，双车道宽6.6m。
此后国内又相继修建了三台涪江桥、上海泖港桥、广西红水河铁路桥等。
在1975年～1985年的11年间，我国大陆共建成各式混凝土斜拉桥15座，台湾建成了跨径2×134m的三塔
斜拉桥光复桥。
我国大跨径斜拉桥的发展始自1991年建成的423m跨径的上海南浦大桥；随后，1993年上海杨浦大桥突
破了600m跨径，建成时跨径位于世界同类桥梁前列。
此后，全国各地掀起大跨径斜拉桥的建设热潮，大批400～600m跨径的斜拉桥相继建成通车。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1986年～1990年5年间建成斜拉桥33座，1991年－1995年5年间建成43座，1996
年～2000年5年间建成63座，自1975年开始到2002年共建成斜拉桥155座。
从一定程度上看，大跨径斜拉桥的快速发展和跨径在600m左右的突破，解决了我国现代交通网络建设
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是20世纪80～90年代桥梁工程领域取得的最重要成就之一。
通过大量的斜拉桥建设，我国也积累了丰富的斜拉桥建设经验，并与世界同步，甚至是更为超前地考
虑斜拉桥千米跨径的突破问题。
　　20世纪末，仍处于方案研究阶段的苏通大桥与香港昂船洲大桥几乎同时提出了超千米跨径的斜拉
桥方案。
2002年苏通大桥率先进入工程实施阶段，并于2008年5月正式建成通车，成为世界首座突破千米跨径的
斜拉桥，是世界桥梁建设的里程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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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超长群桩基础承载机理研究》详细介绍了超长群桩基础室内外模型试验、离心试验、现场试验
、数值计算、监测反分析，得出了群桩基础荷载传递机理，以及在苏通大桥基础中的应用，并专题讨
论了钢混组合变截面桩、桩底后注浆技术及厚承台桁架理论。
　　《超长群桩基础承载机理研究》可供从事桩基础设计、施工、监理工作的工程技术和科研人员以
及高等院校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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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1.1桩基础的发展历史　　桩是深人土层的柱形构件，可以定义为垂直或微斜埋置于土中的受力
杆件。
　　在基础工程中，按其功能可分为竖向抗压桩、竖向抗拔桩和抗侧压桩。
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竖向抗压桩。
　　人类对桩的应用历史至今已有12000－14000年。
首先使用的是取之于天然资源的木桩，然后是钢桩、钢筋混凝土桩。
随着机械设备的不断改进，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桩型和工法。
桩的发展过程，伴随着桩的材料和成桩工艺方法不断的更新。
　　随着桩的用途的拓宽以及施工技术和机械设备的改进与发展，新的桩型不断呈现，人们对桩的承
载性能、设计方法、检测技术等也在不断进行探索研究。
　　1.1.2桩的作用　　采用桩基础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提高地基承载力，二是有效控制地基及基础
的沉降。
　　针对桩基的作用，目前的桩基础设计可分为三种情况：桩承担所有上部结构的荷载；桩承担大部
分上部结构的荷载，同时也起到减少沉降变形的目的；桩承担一小部分上部结构荷载，主要起到减少
或控制沉降的作用。
　　然而，在现行设计规范中，桩基设计理论是建立在满足承载力基础上的，也即均按上述第一种情
况处理。
显然，这种传统的桩基设计方法，对于上述第二、三种情况是过于保守的，并且在设计概念上也不很
清楚。
对于上述第二、三种情况，在如何减少桩基工程费用上值得研究；即使对第一种情况，也存在如何合
理选择桩数和布桩的问题。
　　设计中桩起控制沉降作用的不在少数，如在深厚软土层中宜使用长桩，基础变形敏感的结构宜采
用桩基础等。
　　1.1.3桩的基本要素　　桩的三个基本要素是：设置方向、周围介质和结构特性。
由桩的定义可知桩的设置方向一般是垂直的（或微斜的），且主要用于承受竖向压力荷载。
上部结构作用于桩顶的荷载，通过桩土接触面传递到桩周介质（岩土）中，而桩的周围介质就是指桩
所影响的周围岩土。
因此，桩与周围介质接触面的上剪切特性，是决定桩的承载力和变形特征的主要因素之一。
桩的结构特性是指桩体结构力学中杆件的强度性质，也是决定桩工作特性的因素之一。
　　虽然桩的基本要素中设置方向单一，结构特性简单，但由于桩周介质（岩土）的复杂性，无论是
桩的承载力预测方法，还是桩的沉降分析计算理论，均有待进一步完善。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超长群桩基础承载机理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