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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桩基础可以说是土木工程学科中一个既古老又年轻的领域。
我们的祖先在6000多年前就开始采用木桩作为干阑式建筑的支承构件，浙江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出的
规则排列的圆形和矩形木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上海最高建筑——上海国际饭
店采用的仍然是木桩基础。
随着混凝土及钢铁材料的出现和制造业的进步，桩基技术的发展突飞猛进，从桩的几何尺寸到单桩承
载力、从成桩工艺与设备到桩型与应用范围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显示出桩基技术蓬勃发展的生机和
广阔的发展前景。
由于桩一土一上部结构问相互作用的极其复杂性，直到现在，桩基工程仍面临许多需要研究探讨的问
题。
因此，桩基技术既古老又崭新。
桩基础取代传统的基础形式，大大提升了各类基础设施建造的技术水平、经济水平和效率水平。
以往跨越江、河、湖、海的桥基多采用沉箱、沉井、围堰施工，如今则基本被大直径灌注桩、预制桩
、钢桩所取代，长达36公里的世界第一跨海大桥杭州湾大桥等大型桥梁工程以及海上采油平台、输油
管支架、栈桥等不采用桩基其建造难度简直不可想象。
桩基技术的衍生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发展，形成了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格局（比如由圆形钻孔灌注桩
到机挖矩形、异形桩，再进一步衍生为地下连续墙，其功能由竖向承载发展为侧向支挡与地下永久性
墙体结合）。
近十余年来各种新桩型、新工艺、新技术不断得到开发，桩基工程在各类工程建设领域中的作用也越
来越大、越来越突出，桩基工程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繁荣之势。
由于人们对桩一土一上部结构间的关系搞得不是很清楚，因此，桩基工程事故屡有发生，笔者通过多
年的研究发现桩基工程事故的原因主要是设计失当和施工失控，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对成桩的挤土
效应缺乏深刻的认识；对土的剪切蠕变、流动特性和扰动效应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成桩工艺的选择缺
乏深刻的认识。
桩基事故多种多样，要杜绝事故并非不可能，首先设计者要把握各类土层的特性及各种桩型与成桩工
艺的适用条件，切实做到可行、可控、可靠，其次是施工管理者要从土性、土力学基本原理出发，制
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作到规范化操作、严格管理。
桩基础的设计不同于天然地基上其他各类基础的设计，天然地基土的强度和模量分布是基本确定的，
而桩基工程中的单桩承载力、竖向刚度、桩的布置等则是可以调整的，这样，就给桩基的设计优化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
现代高层建筑有两个发展趋势，一是地下空间与地面建筑趋向一体化、主裙连体建筑大量涌现，二是
为适应大空间和空间分割灵活的使用需求框筒、框剪结构越来越多，这两类建筑由于体量大、荷载与
刚度分布极度不均，因此，其差异变形控制就成为一个关键性的焦点问题，因此，桩基设计、施工的
优化问题就显得越来越重要。
　　笔者在多年的桩基工程实践中，深感桩基工程的风险与不易，只有不断地积累经验、不断地深入
研究其科学规律才能把握住桩基工程的脉搏，才能确保桩基工程的顺利进行和承载结构的长治久安，
鉴于此，不揣浅陋撰写了此书。
　　本书是笔者在江南大学从事教学、科研和工程实践活动的经验积累之一，本书的撰写借鉴了国内
外大量的实际工程资料，吸收了许多前人及当代人的宝贵经验和认识，也包含了作者对桩基工程的些
许感悟和认识，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助于桩基工程技术的发展与提高，为我国城乡建设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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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桩基工程理论与实践》从实用的角度，较系统、较全面地阐述了桩基工程的基本理论和技术(包
括桩基工程的特点与基本要求、桩基工程岩土勘察、桩基工程设计、桩基工程施工、桩基工程检测等
内容)，给出了一些典型范例，对桩基工程建设活动和相关科学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
值。
　　《桩基工程理论与实践》可供建设领域各级政府主管部门(比如建设、交通、铁路、水利、矿山、
航运等)工作人员、工程勘察工作者、土木工程设计人员、土木工程施工人员、土木工程企业管理人员
作为工作或学习中的参考，《桩基工程理论与实践》也可作为桩基工程的工具书使用，还可作为土木
工程专业研究生或高年级学生的课外辅助教材或阅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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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桩基础是一种既古老又现代，在高层建（构）筑物和重要土木工程结构中被大量、广泛应用的基
础形式。
　　随着人类和恶劣自然环境的抗争，远古的治水活动得以大规模开展，为了堵水人们先将圆木打入
水中的泥里，竖立的圆木之间再搭设横木和填筑土石，使木质的桩基有了工程意义。
为了躲避猛兽的袭击，人们将多根木头铅直打入土中，在打入土中的木头上绑上新的木头接高，接高
的木头高度合适后，人们将木头的顶端用横木密集地连接起来建成了原始房屋的底板，继续斜向搭接
木头建成了原始房屋的屋盖，屋盖上铺上草建成了原始房屋的防雨的屋面层，这时真正意义上的桩基
就形成了。
有史记载，我们的祖先在6000多年前就开始使用木桩作为桥梁和建（构）筑物的基础（木桩成为干阑
式建筑的支承构件），浙江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出的规则排列的圆形和矩形木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
另外，还有秦代的渭桥、隋朝郑州的昭化寺、五代时的杭州湾大海堤、南京的石头城、上海的龙华塔
等。
20世纪30年代建造的当时上海的最高建筑上海国际饭店采用的仍然是木桩基础。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混凝土和钢铁材料的出现以及制造业的进步使桩基技术的发展突飞猛
进，从桩的几何尺寸到单桩承载力，从成桩工艺与设备到桩型与应用范围，都发生了巨大的发展变化
，显示出桩基技术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桩基础取代传统的基础形式，大大提升了各类基础设施建造的技术、经济和效率水平（比如以往跨越
江、河、湖、海的桥基多采用沉箱、沉井、围堰施工，现在则多采用大直径灌注桩、预制桩和钢桩，
长36km的世界第一跨海大桥杭州湾大桥等大型桥梁工程、海上采油平台、输油管支架、栈桥等不采用
桩基其建造难度简直不可想象）。
桩基技术的进步也促进了相关领域的发展，形成了不同领域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格局（比如由圆形
钻孔灌注桩到机挖矩形、异形桩，再进一步发展成为地下连续墙，其功能也由竖向承载发展为侧向支
挡与地下永久性墙体结合。
又如复合地基领域，将各种柔性桩增强体引入刚性桩增强体，形成刚性桩复合地基，进而发展为刚性
、柔性桩结合；长短桩结合的复合地基，拓宽了复合地基的适用范围和设计优化思路）。
目前，桩的种类、桩基的形式、桩基的施工工艺和设备以及桩基的理论与设计方法都有了极大的进步
与发展，应用最为广泛的钢筋混凝土桩基础（预制桩、钻孔灌注桩）在工业与民用建筑、桥梁、铁路
、水利、机场、港工等各工程领域随处可见，上海浦东88层、高420.5m的金贸大厦的桩基础的入土深
度已超过80m，桩基础事实上已经成为松软深厚地基上高层建筑的主要基础形式。
尽管如此，桩基工程仍面临许多未弄清的、需要进一步研究与探讨的问题。
　　桩基础常被归类为深基础。
当上部建（构）筑物荷载较大、适合于作持力层的土层埋藏较深、用天然浅基础或仅作简单的地基加
固仍无法满足要求时，人们就不得不采用深基础方案。
深基础主要包括桩基础、沉井和地下连续墙等，深基础中桩基础的应用最为广泛。
竖向承载的桩基础的功能是通过桩身侧壁摩阻力和桩端阻力将上部结构的荷载传递到深处的地基上，
以解决浅基础承载力不足和变形较大的地基问题。
桩基础又称桩基，是指由设置于岩土中的桩和与桩顶联结的承台共同组成的群桩基础或由柱与桩直接
联结的单桩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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