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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现批准 钢筋混凝土承台设计规程 编号为 并

推荐给各工程建设设计 施工单位使用 在使用过程中 请将意见

及有关资料寄交同济大学 上海市四平路 号 邮政编码

以便今后修订

本规程主编单位 同济大学

参 编 单 位 中国轻工业北京设计院

冶金部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

北京铁路局北京勘测设计院

深圳市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总站

主 要 起 草 人 蒋大骅 周克荣 李子新 陈 健

沙志国 顾怡荪 赵慰生 丁祖堪

最 后 审 校 张宏声 白云格娃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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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在钢筋混凝土承台结构设计中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

理 安全适用 确保质量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及构筑物中钢筋混凝土承

台结构的设计

本规程系根据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

的基本原则制定 符号 计量单位和基本术语系按照国家标准 建

筑结构设计通用符号 计量单位和基本术语 的规定采用

按本规程设计承台时 荷载和地震作用效应的计算应符合

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和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的规定 材料强度指标和截面配筋计算应按国家标准 混凝

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执行 桩数及其承载力应根据行业

标准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计算确定 本规程未作规定的其

它内容 尚应符合现行的有关标准 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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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号

材料性能

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纵向钢筋或弯起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作用与作用效应

作用于承台顶面的竖向力设计值

局部荷载设计值 作用于冲切破坏锥体上的冲切力设

计值

作用于承台底面以上的外荷载对通过桩群形心的 轴

和 轴的力矩设计值 垂直于 轴和 轴方向计算截

面处的弯矩设计值

第 根桩的单桩竖向力设计值 在计算截面一侧的单

桩竖向力设计值

承台的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内力设计值

承台的地震作用效应和其它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内力

设计值

几何参数

局部受压时的计算底面积

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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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宽度范围内的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

配置在同一弯起平面内弯起钢筋的截面面积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剪跨 冲跨

第 根桩至通过桩群形心的 轴和 轴的距离 垂直

于 轴和 轴方向自桩中心至橡应计算截面的距离

弯起钢筋的中心线与其在水平面上投影的夹角

计算系数

冲切承载力系数

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 剪切承载力系数

建筑桩基重要性系数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剪跨比 冲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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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规定

基本资料

承台设计应具备以下资料

上部结构的类型 结构平面图及剖面图

传至承台顶面的荷载形式 大小和作用位置

桩的类型 截面尺寸和单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附近地下管线的埋设情况和地下构筑物的设置情况

上部结构的安全等级

抗震设防烈度 结构的抗震等级

施工机械进出场和运行条件

设计原则

本规程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法 以可靠

指标度量承台的可靠度 采用以分项系数表达的极限状态设计表

达式进行计算

钢筋混凝土承台的非抗震设计 应按下列公式进行承载能

力极限状态计算

式中 建筑桩基重要性系数 根据建筑桩基的安全等级 按

表 采用 对于柱下为单桩的承台 应对表中系

数增加

承台的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内力设计值

承台的承载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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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建筑桩基安全等级和重要性系数

安全等级 破坏后果 建 筑 物 类 型

一级 很严重
重要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物 对桩基变

形有特殊要求的工业建筑物

二级 严 重 一般的工业与民用建筑物

三级 不严重 次要的建筑物

抗震设计时 应按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的规定对承

台进行截面抗震验算 应采用下列设计表达式

式中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应按表 采用 当仅考

虑竖向地震作用时 均可采用

承台的地震作用效应和其它荷载效应基本组合的

内力设计值 按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的规定

进行计算
注 本规程仅按非抗震设计给出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对于抗震设

计 应符合本条的规定

表 承台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弯 曲 冲切 剪切 局部受压

承台的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可不验算 当有特殊要求时 可

按有关规范执行

沉桩完毕后 如实际的桩位与设计要求偏差较大时 应根

据实际情况对承台的承载力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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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台选型和桩位布置

承台的埋置深度 应按下列条件综合确定

建筑物的用途 有无地下室 设备基础和地下设施

承台的厚度

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相邻建筑物的基础埋深

地基土冻胀的影响

在满足各种要求的前提下 承台宜浅埋 承台埋深不应小于

承台顶面低于室外地面不应小于

在季节性冻土及膨胀土地区的承台埋深及处理措施应符合国

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和 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

范 的规定

高层建筑承台的埋置深度必须满足地基变形和稳定的要

求 以减少建筑的整体倾斜 防止倾覆及滑移 埋置深度应根据建

筑场地类别 抗震设防烈度 地基土质等因素确定 可取建筑物高

度的 桩的长度不计在埋置深度内 抗震设防烈度为

度或非抗震设计的房屋 埋深可适当减小

注 承台埋置深度一般从室外地面算起 如果地下室周围无可靠侧限时

应从具有侧限的地面算起

承台的型式可根据上部结构类型 荷载形式 大小和单桩

竖向承载力设计值进行选择

独立承台

独立承台宜采用等厚板 也可采用变厚度锥形或台阶形板 其

平面形式可为方形 矩形 等腰三角形 圆形和正多边形等 对大直

径桩 可采用一柱一桩布置 按连接柱 连系梁的构造要求将连系

梁高度范围内桩的圆形截面改变成方形截面即可

条形和交叉条形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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筏形和箱形承台

筏形承台可分为平板式和梁板式两种 当地下室使用要求大

开间时 可选用筏形承台

桩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桩的最小中心距应符合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的规定

承台边缘至桩中心的最小距离 和桩边缘承

台挑出部分的最小尺寸 图 应符合表 的规

定

表 承台与桩的关系尺寸

承 台 类 型

条 形 承 台

其它承台

注 为桩的直径或边长

布桩时 宜使桩群承载力合力点与长期荷载重心重

合 并使桩基在受水平力和力矩较大方向有较大的截面模量

对柱下条形承台及交叉条形承台 桩宜布置在柱附

近 墙下条形承台及交叉条形承台 桩宜沿承台轴线均匀布置 且

建筑物四角 墙体转角处 纵横墙相交处 沉降缝的两边均宜布桩

在首层门窗洞下不宜布桩

箱形承台及筏形承台 当桩数较少时 宜按下列方式

布桩

对箱形承台或墙下筏形承台 宜将桩布置在墙下

对柱下筏形承台 宜将桩布置在柱下或附近 梁板式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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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台 宜将桩布置在梁下

箱形承台及筏形承台 当需要布置的桩数较多 又不

能采用承载力更高的桩时 可采用满堂布桩

图 承台边缘至桩中心的最小距离和

桩边缘承台挑出部分的最小尺寸

单桩竖向力的计算

承台下各桩的竖向力设计值应根据承台的型式 桩端持力

层的土质 上部结构的类型以及传至承台顶面的荷载形式和大小

采用合理的计算方法确定

柱下独立承台的单桩竖向力设计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式中 第 根桩的单桩竖向力设计值

承台下总桩数

作用于承台顶面的竖向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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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台自重和承台上土自重设计值

作用于承台底面以上的外荷载对通过桩群形心的

和 轴的力矩设计值

第 根桩至通过桩群形心的 轴和 轴的距离

注 当 或 在第 根桩中引起的竖向力为压力时 在式

中的相应项前用 号 反之则用 号

对承台在边桩和角桩上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和两桩承台的受剪承

载力计算 应将按式 算得的相应桩的竖向力设计值乘以系数

图 柱下独立承台的单桩竖向力计算

材料等级

当承台纵向受力钢筋采用 级钢筋时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

得低于 当承台纵向受力钢筋采用 级钢筋时 混凝土强

度等级不应低于

承台垫层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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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正截面受弯承载力计算

承台正截面受弯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计算截面处的弯矩设计值 可按第 条至

第 条的规定计算

纵向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计算宽度范围内的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

计算截面处承台的有效高度

柱下独立承台应按下列规定选取计算截面 并计算相应的

弯矩设计值

多桩矩形承台 图 弯矩计算截面取在柱边

和承台变阶处 在计算截面处的弯矩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垂直于 轴和 轴方向计算截面处的弯矩设

计值

垂直于 轴和 轴方向自桩中心至相应计算

截面的距离

在计算截面一侧的单桩竖向力设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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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矩形承台弯矩计算截面

三桩三角形承台弯矩计算截面取在柱边 图

其弯矩设计值应按式 计算

当按三向板带布筋时 图 应根据主筋方向角对钢

筋截面面积作如下的换算

式中 按第 条规定算得的垂直于 轴和 轴

的计算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积

平行于承台两腰布置的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

积

平行于承台底边布置的纵向受拉钢筋截面面

积

承台平面腰与底边的夹角



中
国
建
筑
资
讯
网
  
  
WW
W.
SI
NO
AE
C.
CO
M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工程建设标准全文信息系统

图 三桩三角形承台弯矩计算截面 图 三向板带布筋

对桩沿圆周均匀布置的圆形或正多边形柱下独立承

台 当采用正交均匀配置的钢筋网片时 径向计算截面

上的弯矩设计值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通过两相邻桩中间的径向截面在从承台中心至承

台边缘的范围内的弯矩设计值

承台周边各根桩中的最大单桩竖向力设计值

沿圆周上布置的桩数

圆周上桩与桩的中心距离

圆柱的直径或方柱的边长

纵向受拉钢筋的直径和间距可按式 的计算结果确定

正交钢筋网片中钢筋的直径和间距均按此配

柱下条形承台的弯矩设计值 一般情况下应按弹性地基梁

分析计算 地基计算模型应根据地基土层特性选取 当有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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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桩沿圆周均匀布置时承台的弯矩计算截面

时可按连续梁计算

墙下条形承台可按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中的倒置

弹性地基梁法计算弯矩与剪力 并应验算桩顶以上部分砌体的局

部承压强度

箱形承台与筏形承台的弯矩设计值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箱形承台与筏形承台的弯矩宜考虑地基土层性质 桩

基的几何特征 承台和上部结构的型式与刚度 按地基 桩

承台 上部结构共同作用的原理分析计算

对箱形承台 当桩端持力层为基岩 密实的碎石类土

砂土 且较均匀时 或当上部结构为剪力墙 层以上的框架 框

架 剪力墙体系且承台的整体刚度较大时 箱形承台顶 底板的

计算可仅考虑局部弯曲作用

对筏形承台 当桩端持力层坚硬均匀 上部结构刚度

较好 且柱荷载及柱间距的变化不超过 时 可仅考虑局部弯

曲作用按倒楼盖法计算 当桩端以下有中 高压缩性土 非均匀土

层 上部结构刚度较差或柱荷载及柱间距变化较大时 应按弹性地

基梁板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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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柱下独立承台受柱冲切的承载力计算 应符合下列要求

承台的冲切破坏锥体可按下列规定采用

冲切破坏锥体应采用自柱边至相应桩顶边缘连线构成的

四棱截锥体 截锥体侧面坡角应不小于 当坡角小于 时取

图

图 柱下冲切破坏锥体

当按本款 中规定可作出多个冲切破坏锥体时 图

对每种情况均应进行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对锥形承台 图 冲切破坏锥体的取法与等

厚度的承台相同

对台阶形承台 图 尚应考虑承台变阶处至相

应桩顶边缘连线所构成的冲切破坏锥体

对双肢柱下的承台 图 当有两个柱脚时 除应

考虑在每个柱脚下的冲切破坏锥体外 尚应考虑在两个柱脚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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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周边下的冲切破坏情况

柱下可能的多个冲切破坏锥体 锥形承台中的冲切破坏锥体

图中 为两个柱脚的公共周边

台阶形承台中的冲切破坏锥体 双肢柱下承台的冲切破坏锥体

图 几种柱下冲切破坏锥体

对于桩数不少于 根的承台 可按下列公式计算承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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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冲切承载力

式中 作用于冲切破坏锥体上的冲切力设计值

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承台冲切破坏锥体的有效高度

矩形截面柱或局部荷载作用面积的边长

冲跨 冲切破坏锥体侧面顶边与底边间的水平

距离

分别与冲跨比 对应的冲切承载力系数 可

按第 款的规定计算

对三桩三角形承台 图 可按下列公式计

算受冲切承载力

式中 冲跨 冲切破坏锥体侧面顶边与底边间的水

平距离

分别与冲跨比 对应的冲切承载力系

数 可按第 款的规定计算

注 如冲切破坏锥体超出承台的边界 计算方法不变

图 三桩三角形承台的柱下冲切破坏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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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台受墙冲切的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冲切破坏锥体应采用自墙边和承台变阶处至相应桩

顶边缘连线所构成的截锥体 截锥体侧面坡角应不小于 当坡

角小于 时取 图

图 墙下承台的冲切破坏锥体

受冲切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冲切破坏锥体第 个侧面一半有效高度处的长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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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跨 冲切破坏锥体第 个侧面顶边与底边间

的水平距离

与冲跨比 对应的冲切承载力系数 可按第

款的规定计算

截锥体的侧面数

对筒体下的筏形承台 可将整个筒体视为柱 其冲切破坏

锥体的取法与第 款同 并按式 计算承台受筒

体冲切的承载力 图

图 内筒下承台的冲切破坏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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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柱下平板式筏形承台 其冲切破坏锥体的取法与第

款对柱下独立承台的取法相同 承台受柱冲切的承载力可

根据布桩情况分别按式 计算

对位于柱 墙 冲切破坏锥体以外的桩 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承台受桩冲切的承载力

矩形承台受角桩冲切的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图

式中 单桩竖向力设计值

承台外边缘的有效高度

承台边缘至桩内边缘的水平距离

冲跨 为桩边至相应柱边或承台变阶处的

水平距离 当大于 时 取为

分别与冲跨 对应的冲切承载力系数

可按第 款的规定计算

图 矩形承台在角桩上的冲切破坏锥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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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矩形承台受角桩冲切破坏 图 冲切破

坏锥体侧面的交线始于桩顶边缘止于柱边或承台变阶处 其投影

为承台平面两边夹角的平分线 受冲切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承台平面两边的夹角

承台外边缘的有效高度

承台平面两边交点至冲切破坏锥体侧面底边的水

平距离

冲跨 冲切破坏锥体侧面顶边与底边间的水平距

离 当大于 时 取为

对应于冲跨比 的冲切承载力系数 可按第

款的规定计算

图 非矩形承台在角桩上的冲切破坏锥体

对边桩上的承台 图 当 时 可

按式 计算受冲切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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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承台边缘至桩内边缘的水平距离

方桩的边长

承台外边缘的有效高度

冲跨 为桩边至相应柱边或承台变阶处的水平距

离 当大于 时 取

对应于冲跨比 的冲切承载力系数 可按第

款的规定计算

图 承台在边桩上的冲切破坏锥体

对于箱形与筏形承台 承台受内部桩冲切的承载力计算应

符合下列要求 图

承台受单一桩冲切的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承台冲切破坏锥体的有效高度

承台受桩群冲切的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冲切破坏锥体范围内各桩竖向力设计值

之和 可扣除上部承台及土自重

冲跨 冲切破坏锥体侧面顶边和底边间的水平

距离 截锥体侧面坡角应不小于 当坡角

小于 时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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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应于冲跨比 的冲切承载力系数

按第 款的规定计算

图 承台在单一桩和桩群上的冲切破坏锥体

当按 条至 条的规定计算承台的受冲切承载

力时 冲切承载力系数应按下列规定确定

对承台在角桩和边桩上的受冲切承载力计算 冲切承

载力系数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冲跨比 当小于 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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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跨

冲切承载力系数

除第 款中已规定的情况外 冲切承载力系数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计算承台受冲切及斜截面受剪承载力时 对圆形截面的桩

或柱 应换算为方形截面 换算截面的边长取圆形截面直径的

倍

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

不配置箍筋及弯起钢筋的承台 其受剪承载力应符合下列

要求

当 时

当 时

式中 斜截面上的剪力设计值

混斜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承台计算截面处的计算宽度 对等厚且等宽的

承台 为承台的实际宽度 对其它承台 应按第

条的规定确定

剪切承载力系数

剪跨比 当 时 取为 当

时 取为

剪跨 剪切破坏面顶边与底边间的水平距离

承台计算截面处的有效高度

承台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时 剪切破坏面可按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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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对两桩承台 剪切破坏面为通过柱边和桩边的斜截面

图

图 两桩承台的剪切破坏面

对多于两桩的矩形承台 应对两个方向均进行斜截面

受剪承载力计算 剪切破坏面为通过柱边和相应桩边连线的斜截

面 图

图 矩形承台的剪切破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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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根据第 款和第 款的规定 可在承

台的同一方向作出多个剪切破坏面时 应分别对每个斜截面进行

受剪承载力计算 图

图 柱外有多排桩时的剪切破坏面

对台阶形承台的受剪承载力计算 除应计算通过柱边

和桩边连线的剪切破坏面外 尚应计算通过承台变阶处和桩边连

线的剪切破坏面 图

对通过柱边的斜截面 其计算宽度可取为

式中 承台的总台阶数

第 个台阶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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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下面一个台阶的宽度

第 个台阶的高度

最下面一个台阶的有效高度

承台在柱边外的有效高度

图 台阶形承台的剪切破坏面

计算锥形承台的受剪承载力时 图 计算

宽度可取为

式中 承台在顶边和底边处的宽度

锥形承台斜锥面的高度

承台在边缘处的有效高度

承台在柱边处的有效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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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锥形承台的剪切破坏面

当桩不沿一条直线排列时 可将承台沿宽度方向划分为若

干板条 图 受剪承载力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斜截面上的剪力设计值 取各板条斜截面同一侧各

桩竖向力设计值之和

第 个板条的剪跨 为承台柱边至第 个板条相应桩

边的水平距离

第 个板条的宽度

与第 个板条的剪跨比 相对应的剪切

承载力系数 可按第 条的规定计算

沿宽度方向划分的板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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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桩不沿一条直线排列时的承台剪切计算

平板式筏形承台应计算通过柱边缘处斜截面的受剪承载

力 可根据承台中桩的布置情况 按第 条至第 条的规

定确定剪切破坏面 并计算受剪承载力

条形承台 梁板式筏形承台中梁肋的受剪截面应符合下列

条件

式中 剪力设计值

梁截面的宽度

梁截面的有效高度

当承台梁由集中荷载对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产生的剪力

值不大于总剪力设计值的 时 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计算可按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执行 否则可按 条的

规定计算

当承台梁由集中荷载对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产生的剪力

值大于总剪力设计值的 时 其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可按下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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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计算

承台梁仅配有箍筋时

式中 与剪跨比 有关的系数 当 取

当 取

剪跨 计算截面 取桩边处 至支座截面或节点边缘的

距离

承台梁斜截面上的最大剪力设计值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

沿承台梁长度方向箍筋的间距

剪切承载力系数 根据剪跨比 由式 或

求得

承台梁同时配有箍筋和弯起钢筋时

式中 在配置弯起钢筋处的剪力设计值 按 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 第 条规定采用

弯起钢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配置在同一弯起平面内弯起钢筋的截面面积

弯起钢筋的中心线与其在水平面上投影的夹角 当

时 不应考虑弯起钢筋对受剪承载力的贡献

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当柱或桩的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于承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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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时 应验算承台在柱下或桩上的局部受压承载力

承台的局部受压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局部荷载设计值

局部受压时的强度提高系数

混凝土局部受压面积

局部受压时的计算底面积 可按 条至 条

的规定确定

承台在柱下局部受压时的计算底面积 图 可按下

式计算

式中 局部受压面积的边长

局部受压面积的边至相应的计算底面积的边的

距离 其值不应大于各柱的边至承台边的最小

距离 且不大于局部受压面积的边长

图 柱下承台局部受压计算底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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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台在边桩上局部受压时的计算底面积 图 可按

下式计算

式中 桩的外边至承台边缘的距离 当 时 取为

图 边桩上承台局部受压的

计 算 底 面 积

图 角桩上矩形承台局部

受压的计算底面积

承台在角桩上局部受压时的计算底面积可按下列规定计

算

对矩形承台 图

对非矩形承台 图

式中 承台边缘至桩中心的距离 当大于 时 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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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角桩上非矩形承台局部受压的计算底面积

对截面为圆形的柱或桩 应换算为截面积相等的方形截

面 再按 条至 条的规定进行局部受压承载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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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规定

承台尺寸

承台的尺寸除应满足承载力计算 上部结构和桩位布置的

需要外 尚应符合本章的规定

承台的最小宽度不应小于

条形 交叉条形和柱下独立承台的厚度不应小于

台阶形或锥形承台的边缘厚度不宜小于 台阶形承台的每

阶高度宜为

筏形 箱形承台板的厚度应满足整体刚度 施工条件及防水要

求 对于桩布置于墙下或梁下的情况 承台板厚度不宜小于

且板厚与计算区段最小跨度之比不宜小于

锥形的独立承台 条形 交叉条形承台侧面的坡度不宜大

于 当柱为现浇时 承台顶面柱边至承台边的距离不宜小于

图

图 承台侧面的坡度

当预制柱的截面为矩形及工字形时 承台应采用单杯口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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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当为双肢柱时 承台可采用双杯口或单杯口形式 杯形承台的

尺寸应符合图 及以下各款的要求

图 杯形承台的尺寸要求

杯口深度取为预制柱插入杯口的深度 加

除应满足表 的要求外 尚不应小于吊装时柱长的

倍 并应符合第 条关于柱纵向受力钢筋在承台内的

最小锚固长度要求

表 预制柱插入杯口的深度

矩 形 柱 或 工 字 形 柱
双 肢 柱

且 且
或

注 柱截面长边尺寸 双肢柱整个截面的长边尺寸

双肢柱整个截面的短边尺寸

柱为轴心受压或小偏心受压时 可适当减小 偏心距大于 时 应适

当增大

对双肢柱 中 当柱安装采用缆绳固定时取下限值 否则

取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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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底厚度 和杯口壁厚 可按表 采用

表 承台杯口的杯底厚度 及杯口壁厚

柱截面长边尺寸 杯底厚度 杯口壁厚

注 桩顶嵌入承台内的长度

双肢柱的杯底厚度可适当加大

当有基础梁时 基础梁下的杯口壁厚 应满足其支承宽度的要求

柱插入杯口部分的表面应凿毛 柱与杯口之间的空隙应采用比承

台混凝土强度等级高一级的细石混凝土充填密实 当达到材料设

计强度的 以上时 方可进行上部吊装

承台混凝土垫层厚度不宜小于 每边伸出承台边

缘的尺寸宜取

配筋构造

柱下独立承台的受力钢筋应通长配置 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间距不应大于 也不应小于

对不同平面形式的独立承台 受力钢筋可按下列方式配

置

对矩形 多边形 圆形承台 可按双向正交均匀布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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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受力钢筋双向正交均匀布置

对三桩三角形承台 应按三向板带均匀布置 最里面

三根钢筋相交围成的三角形应位于柱截面范围以内 图

图 三桩三角形承台

三向板带布筋

图 圆形承台径向和

环 向 布 筋

对圆形或环形承台也可按径向和环向布置钢筋 径向

钢筋宜布置在环向钢筋之上 最里面的环向钢筋应位于柱截面范

围以内 图

承台梁的纵向受力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架立钢筋直

径不宜小于 箍筋直径不宜小于 当梁宽

时 可采用两肢箍筋 时 可采用四肢箍筋

时 可采用六肢箍筋 箍筋间距不应大于 为梁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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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受力钢筋的最小直径 也不应大于

当梁高大于 时 应在梁高中部两侧沿梁高每

配置不小于 的纵向构造钢筋

当条形承台沿纵向布置的桩多于一排时 承台的翼板内必

需配置横向钢筋 除应满足受弯承载力的要求外 其直径尚不应小

于 间距不应大于 纵向分布钢筋的直径可采用

间距不应大于

筏形承台板当仅考虑局部弯曲作用按倒楼盖法计算内力

时 考虑到整体弯曲的影响 在纵横两个方向的支座钢筋尚应有

且配筋率不小于 贯通全跨配置 跨中钢筋应按

计算配筋率全部连通

对梁板式筏形承台 板的分布构造钢筋直径不宜小于 间

距可采用

对有抗震要求的平板式筏形承台 柱下板带在柱宽及其两

侧各 倍板厚的有效宽度范围内的配筋不宜少于柱下板带配筋

的一半

箱形承台顶 底板的配筋 应综合考虑承受整体弯曲钢筋

的配置部位 以充分发挥各截面钢筋的作用 当仅按局部弯曲作用

计算内力时 考虑到整体弯曲的影响 钢筋配置量除符合局部弯曲

计算要求外 纵横两方向支座钢筋尚应有 且配筋率分别

不小于 贯通全跨配置 跨中钢筋应按实际配筋率

全部连通

杯形承台中的杯口配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柱为轴心受压或小偏心受压且 或大偏

心受压且 时 杯壁可不配筋 当柱为轴心受压或小偏

心受压 且 时 杯壁可按表 和图

的要求构造配筋 其它情况下 应按计算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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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杯口顶层钢筋网配筋

柱截面长边尺寸

钢筋 直径

图 杯口顶层钢筋网配置

对双杯口承台 当两个杯口之间的宽度小于

时 该处宜按图 的要求配筋

图 两个杯口之间的杯壁内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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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台中纵向受力钢筋 箍筋的配置应符合 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 中最大配筋率 最小配筋率的规定

承台中纵向受力钢筋宜采用变形钢筋

承台中纵向受力钢筋的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

纵向受力钢筋伸出边桩中心或中心连线的支座锚固长度

应符合下列要求 对变形钢筋 对光面钢筋

为纵向受力钢筋直径

柱与承台的连接

当柱纵向受力钢筋在承台内的保护层厚度小于 倍纵向

受力钢筋的最大直径时 基最小锚固长度 或 应按 混凝土结

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取值

当柱纵向受力钢筋在承台内的保护层厚度不小于 倍纵

向受力钢筋的最大直径时 其最小锚固长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无抗震要求的柱 其纵向受力钢筋在承台内的最小锚

固长度 可取

考虑抗震要求的柱 其纵向受力钢筋在承台内的最小

锚固长度 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式中 附加锚固长度 一 二级抗震等级取 为纵向受

力钢筋直径 三 四级抗震等级可不考虑

根据混凝土强度等级确定钢筋锚固长度时 对现浇

柱 取承台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对插入杯口内的预制柱 可取柱的

混凝土强度等级

一 二级抗震等级的柱 纵向受力钢筋锚入承台内的锚固

长度除符合第 条和第 条的规定外 其竖直段长度尚

不应小于 其他情况 尚不应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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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与承台的连接

桩顶嵌入承台内的长度 对 的桩 不

宜小于 对 的桩 不宜小于 且桩不得从

承台底部受力钢筋网片内穿过

混凝土桩的桩顶主筋应伸入承台内 其锚固长度不宜小于

倍主筋直径 对于抗拔桩基不应小于 倍主筋直径 预应力混

凝土桩可采用钢筋与桩头钢板焊接的连接方法 钢桩可在桩头加

焊锅型钢板或钢板的连接方法

承台与承台的连接

柱下单桩承台宜在桩顶两个互相垂直的方向上设置连系

梁 当桩与柱的截面面积之比大于 且柱底剪力和弯矩较小时可

不设连系梁

两桩承台宜在其短向设置连系梁 单排桩的条形承台宜在

其短向按一定的间距设置连系梁 当短向的柱底剪力较小时可不

设连系梁

有抗震要求的柱下独立承台 纵横方向宜设置连系梁

连系梁顶面宜与承台顶位于同一标高 连系梁宽度不宜小

于 其高度可取承台中心距的

连系梁配筋应根据计算确定 且不宜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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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于要求严

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条文中指明必须按其它标准 规范执行的写法为 应

按 执行 或 应符合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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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说明

本规程主编单位 参加单位

和主要起草人名单

主编单位 同济大学

参编单位 中国轻工业北京设计院

冶金部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

北京铁路局北京勘测设计院

深圳市工程质量监督检验总站

主要起草人 蒋大骅 周克荣 李子新 陈 健 沙志国

顾怡荪 赵慰生 丁祖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