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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各种高、新建筑工程日益增多，对地基承载力和沉降要求更高，
而很多天然地基已不能满足需要，采用地基处理技术可收到良好的加固效果，不少地基的处理是通过
形成复合地基以达到提高地基承载力、降低沉降的目的的。
　　夯实水泥土桩复合地基技术是复合地基技术的一种，目前是我国北方地下水位较深的地区加固软
土地基普遍采用的一项新技术。
该项技术施工方便、加固效果显著、质量易控制、施工速度快，且造价低廉，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被国家建设部列入建筑业重点推广的10项新技术之一。
　　夯实水泥土桩复合地基技术，最早由闰明礼等人于1991年对夯实水泥土桩的作用机理、设计计算
、施工工艺等进行了试验研究，通过了技术鉴定，在北京和河北建设工程中大量应用。
之后，围绕该项技术，广大岩土工程科研教学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深入研究，开发了多项课题，取
得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本书是对这些研究成果全面、系统的总结，阐述了夯实水泥土桩复合地基技术的研究新进展，详
细论述了夯实水泥土桩的作用机理、夯实水泥土及桩周土的微观结构、承载特性和变形特性、夯实水
泥土桩复合地基施工及质量控制、夯实水泥土桩复合地基基床系数、夯实水泥土桩复合地基可靠度分
析，并列举了大量工程应用实例，为该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了科学研究数据、理论依据和工程
应用实践经验，有一定的参考应用价值。
本书可供建筑工程勘察、岩土工程设计施工、工程质量检测监督、质量管理技术人员及高等院校有关
专业师生参考、借鉴。
　　本书在编著过程中，河北省建设厅、河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河北工业大学、河北大地土木工程
有限公司等单位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和大力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限于编者的经验和水平，书中可能会有遗漏、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同行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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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夯实水泥土桩复合地基技术的研究新进展。
书中详细论述了夯实水泥土桩的作用机理、夯实水泥土及桩周土的微观结构、承载特性和变形特性、
夯实水泥土桩复合地基施工及质量控制、夯实水泥土桩复合地基基床系数、夯实水泥土桩复合地基可
靠度分析，并列举了大量的工程应用实例，为该技术的进一步推广应用提供了科学研究数据、理论依
据和工程应用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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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再者，褥垫层材料不同，则调整变形的能力不同。
如中粗砂褥垫层单桩复合地基，由于材料的调整变形能力相同，在荷载作用下，两者的桩土应力比变
化很快趋于稳定，变形曲线相同（图2-68）。
对于石屑褥垫层，两者的曲线变化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在荷载的作用下，桩土比随时间缓慢增长，
调整变形的能力逐渐发挥，直至桩土应力比趋于定值。
　　总之，同一材料不同厚度的褥垫层，褥垫层厚度越大，桩土应力比值越小，其值变化范围越小。
这反映了褥垫层厚度越大，褥垫层本身的承载作用越大，褥垫层均布应力作用越明显。
当采用同一厚度不同材料的褥垫层时，褥垫层材料性能越好，则褥垫层本身的承载作用越明显；相反
，褥垫层调整变形的能力则降低。
　　4．利用褥垫层对复合地基承载力的优化设计　　复合地基的基本特点就是桩土共同承担荷载协
调变形，充分利用桩及桩间土各自的承载能力。
无疑，它比单纯依靠桩身来承载的桩基础要经济。
但在设计过程中，很难确定桩、土各自承载能力到底达到何种程度，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保证桩
、土在复合地基破坏时能够同时达到各自的极限承载力。
故应考虑复合地基破坏时桩或土强度的实际发挥程度，其值均在0～1之间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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