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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降计算理论及工程实例》

前言

　　地基沉降计算是整个地基基础工程中的三大难题之一，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同样，超高层建筑
深基础沉降计算也还有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由于沉降实测数据缺乏，研究成果寥寥，更没有系统的
研究成果和专著。本书在国内外专家学者几十年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作者三十多年的设计和施工经
验，根据超高层建筑深基础的特点和要求，将理论计算结合工程实例全面研究了与地基沉降有关的问
题，并给出著者若干研究成果。本书内容包括地基土的本构关系，地基应力计算和变形分析，群桩效
应和超长桩特性，国内外各种沉降计算方法。书中重点研究超高层建筑深基础的沉降计算理论和工程
实例，并在新的中国国家地基基础规范和收集整理的工程实测数据研究基础上，首次考虑深基坑支护
结构作用对超高层建筑箱（筏）基础、摩擦桩+箱（筏）基础、端承桩+箱（筏）基础等三类深基础沉
降的影响，提出了其相应的计算方法；通过对超长桩控制沉降好的突出特性和短桩、中长桩承受荷载
能力好的性质研究，首次提出空间变刚度群桩等沉降设计新方法，这是桩基设计的历史性突破，同时
提出斜地层台阶分层总和法，砂土地基上的箱基综合影响系数法等创新结果。　　本书收集了国内五
幢和国外一幢超高层建筑深基础沉降实测数据并进行了深入研究与分析，重点研究了青岛中银大厦（
中国建筑北京设计研究院设计）的沉降实测数据，应用有限元法和多种方法分别计算其沉降，理论分
析与实测值比较接近。经多次试算和比较研究后，得到若干重要成果，如青岛强风化花岗岩地区的沉
降经验系数为o．2，沉降计算深度调整系数为o．4；对上海金茂大厦、上海森茂大厦、深圳赛格大厦
和广东国际大厦等基础沉降数据研究分析后，也得到若干十分有用的结果，这些结果对设计与施工有
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书是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的学术专著，又是以科研、设计与施工相结合，并
以典型工程沉降实测数据分析研究为基础的技术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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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沉降计算理论及工程实例(精)》根据高层和超高层建筑深基础的特点和要求，在国内外专家研究基
础上，结合著者的设计和施工经验，全面研究了与地基沉降有关的问题，并给出著者若干研究成果，
内容包括地基土的本构关系，地基应力计算和变形分析，群桩效应和超长桩性质，国内外各种沉降计
算方法，新的中国国家地基基础规范和大量的工程(如上海金茂大厦、青岛中银大厦等)实测数据及分
析结果。书中首次考虑深基坑支护结构作用对超高层建筑箱(筏)基础、摩擦桩箱(筏)基础、端承桩(筏)
基础等三类基础沉降的影响，并提出其相应的计算方法。首次提出空间变刚度群桩等沉降设计方法，
斜地层台阶分层总和法，砂土地基上的箱基综合影响系数法等重要创新结果。采用样条函数来分析结
构、基础、地基的共同作用。书末提出了沉降计算研究展望、进一步研究的课题和建议。《沉降计算
理论及工程实例(精)》可供建筑工程、土木工程和水利工程等科技人员、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和
研究生参考。

Page 3



《沉降计算理论及工程实例》

作者简介

　　陈祥福，四川资阳人，教授级高工，1942年11月9日出生，建筑结构专业本科毕业，工学博士。现
任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建筑 程总公司科协副主席兼秘书长、学术委员会主席、
中国建筑北京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英国皇家特许建筑师，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东南大学等校
兼职教授，国际计算力学协会会员，“2000国际工程科技大会（土木）”秘收长和英文论文主编。　
　曾设计50多项、施工10项、论文50多篇、著作12本，创造性研究成果18个，获科技进步奖、部优秀
设计奖 优秀图书奖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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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国外高层建筑的发展特点给我们的主要启示如下：　　（1）40层以上的超高层建筑，采用钢结构
居多。对100幢高层建筑的分析表明：钢结构占66％，型钢筋混凝土结构占18 ％，钢筋混凝土结构仅
占16％。超高层建筑钢结构体系可建的最多层数见图1～6，基础中不少采用箱（筏）基础。　　（2）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断提高，如美国旧金山1983年建成的一幢高层建筑，柱子的混凝土强度达到45
．7MPa。高强钢筋也在这类工程中广泛应用。　　（3）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高层建筑中，普遍采
用了板柱体系，从而简化了大梁和楼板的施工工艺。在软土地基中，基础均采用桩基。在岩石地基上
，采用箱形基础。由于重量重，其结构体系、层数、深基础都受到限制，见图1-7。　　（4）地基与
基础的处理技术复杂，采用深基础比较多，地下室至少3层以上。如世界贸易中心在大楼设地下室7层
，其中4层是汽车库，可停2000辆小汽车，其余为商场和地下车站。　　　（5）高层建筑的智能化、
生态化和高层效应的研究越来越引起建筑师、结构工程师和有关专家的广泛重视同时更加注重建筑、
环境和人的关系，包括岩土工程环境。　　（6）不仅十分注意地上空间的规划和与城市相协调，而
且也十分重视地下空间的规划、开发和利用，并且立法规定：地下空间是一种宝贵资源。　　（7）
国外超高层建筑深基础中，软土地区少、地震区少、岩石地基较多，但十分重视深基础的研究和测试
工作，积累不少宝贵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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