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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桩伴侣是中国发明专利桩头的箍与带箍的桩的俗称，专业学术名称为“变刚度桩”。本书探索了桩伴
侣的作用机理和承载性状，对该技术进行了初步研究。桩伴侣将复合地基、复合桩基等不同形式的基
桩整合为“广义复合桩基”，伴侣对桩头的应力分担和改变桩土共同工作的方式有助于基桩的安全和
经济上的节约。在岩土工程基础理论方面，本书还推导了等效偏心法证实地基承载力并不唯一。本书
可供从事岩土工程、结构工程、道桥工程的技术人员参考，也可以作为土木类研究生教学参考书。  
祝元志 编辑 1338127029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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