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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申报表 

姓    名 周同和 性    别 男 

 

民    族 汉族 籍    贯 江苏省泰州市 

出生年月 1964年 3月 21日 参加工作时间 1986年 

何时何校毕业 
1986年 郑州工学

院 
学    位 学士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职    务 所长 

从事专业 
岩土工程、水文地

质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 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手    机  

邮    箱  传    真  

教育和工作经历：  

教育经历 

1982 年 9 月至 1986 年 7 月 就读于郑州工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 取得大学本科学历 获得学士学位 

备注："郑州工学院"现名"郑州大学" 

 

工作经历 

1985 年 8 月至 1989 年 7 月郑州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系 技术职务：政治辅导员 职称：助教 

备注：提前一年留校担任学生专职辅导员 

 

1989 年 8 月至 1995 年 5 月郑州工学院土木建筑工程系 技术职务：技术开发办公室主任 职称：工程师 

 

1995 年 5 月至 2004 年 5 月河南省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技术职务：总经理 职称：教授级高级工

程师 

 

2004 年 6 月至今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技术职务：岩土工程研究所所长 职称：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备注：“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原名“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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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情况： 

 

作为主持人参与开祥御龙城多桩型复合地基项目 于 2018 年获得“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科学技术一等

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基坑工程复合支护及复杂条件下施工安全技术项目 于 2018 年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高填方路基二元复合地基后处理技术研究项目 于 2012 年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刚性长短桩复合地基设计理论与工程应用研究项目 于 2008 年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高速公路高填方软基后处理技术项目 于 2002 年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水泥土桩复合地基新技术的应用研究项目 于 1998 年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作为技术负责人参与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院科研技术中心基坑工程项目 于 2015 年获得“河南省优秀

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 

 

作为技术负责人参与绿地站前广场 D2、D3 基坑工程设计项目 于 2013 年获得“河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一等奖” 

 

作为技术负责人参与洛阳正大国际城市广场暨市民中心项目七号楼基坑工程项目 于 2017 年获得“全国

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二等奖” 

 

作为技术负责人参与绿地站前广场 D2、D3 地块基坑工程项目 于 2013 年获得“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

业二等奖” 

 

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桩基检测技术研究项目 于 1993 年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预应力砼薄板叠合板的开发研究与应用项目 于 1991 年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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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混合配筋预应力钢筋混凝土（PRC）管桩试验研究项目 于 2013 年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

进步三等奖” 

 

作为主编参与河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深层搅拌水泥土桩复合地基技术规程项目 于 1997 年获得“河南

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小康型城乡住宅关键技术地基基础处理技术研究项目 于 2000 年获得“河南省科学技术

进步三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复合桩墙支护技术体系与应用研究项目 于 2007 年获得“建设部华夏建筑科学技术三等

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柔性基础刚性桩复合地基工作性状及其在加宽道路工程中的应用项目 于 2008 年获得

“建设部华夏建筑科学技术三等奖” 

 

作为主要完成人参与长螺旋水下成桩工艺与设备项目 于 2005 年获得“建设部华夏建设科学技术三等奖” 

 

作为第一作者参与深层喷射搅拌桩复合地基新技术试验研究项目 于 2002 年获得“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

优秀论文奖” 

 

2009 年获得“全国司法鉴定先进个人” 

备注：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鉴定先进个人” 

 

2013 年获得“中国建筑学会成立 60 周年突出贡献奖” 

备注：中国建筑学会成立 60 周年突出贡献奖 

 

2013 年获得“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成立 60 周年突出贡献奖” 

 

2005 年获得“中国建筑学会十一届理事会学会工作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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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获得“河南省优秀青年科技专家” 

 

2003 年获得“第七届河南省青年科技奖” 

 

2006 年获得“建设部建筑工程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 

 

作为项目负责人参与坑内预留土体对支护结构的作用效应分析及工程应用项目 于 2018 年获得“河南省

建设科技进步一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深厚砂卵石基坑工程柔性锚杆支护体设计研究项目 于 2016 年获得“河南省建设科技进

步一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刚性长短桩复合地基桩土承载力发挥系数研究项目 于 2015 年获得“河南省建设科技进

步一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城市快速路工程施工工艺工法研究与应用-后注浆大直径灌注桩试验与应用技术研究项

目 于 2014 年获得“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一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桩承式路基工作性状与设计方法研究项目 于 2013 年获得“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一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双排桩复合锚杆支护体系设计方法与工程应用项目 于 2012 年获得“河南省建设科技进

步一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复杂条件下基坑工程变形控制综合技术项目 于 2012 年获得“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一等

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桩锚支护结构施工力学及变形控制理论研究项目 于 2005 年获得“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

一等奖” 

 

作为主持人参与复合地基变形预测与控制理论及应用技术项目 于 2003 年获得“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一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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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持人参与水泥土桩墙复合土钉支护技术研究项目 于 2004 年获得“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一等奖” 

 

 

主要业绩及作品 

主持的工程项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郑州三环快速化桩基工程设计优化”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效益：郑州三环快速化为郑州内环全高架互通特大型市政项目，总投资 98 亿元，其中桩基工程预算

18 亿元，开展了仅进行桩底注浆的试验研究，为采用桩底后注浆技术提供设计依据，利用研究成果对桩

基工程进行优化，节省工程造价 4 亿元。后在郑州南环东延、107 辅道高架等大型市政桥梁工程中推广，

共节省工程造价超过 10 亿元。节省钢筋混凝土 31.25 万 m3，其中钢筋 2.12 万吨、水泥 11.25 万吨、水

78.13 万 m3 ，电 781.2 万度，按国际通用方法计算共减少碳排放量 29.15 万吨。 

项目亮点：1、提出仅在桩底进行注浆的后注浆灌注桩技术，并进行 76 组桩竖向承载力、24 组桩的水平

承载力比较试验研究，提出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后注浆灌注桩承载力计算理论方法和参数取值方法。该方

法编入《河南省地基基础勘察设计规范》DBJ41/138-2014 中。 

2、提出了桩底注浆灌注桩的具体施工工艺和注浆装置的标准化，提高了桩基施工质量的稳定性。 

3、桩长由原来的 50m~70m，减少至 40m~55m，共节省桩长 10 余万米，为减少郑州市城市地下空间资

源污染做出重大贡献。 

4、项目获得郑州市科技进步一等奖、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一等奖。 

个人贡献：主持整个工程桩基试验研究，提出了仅进行桩底注浆的混凝土灌注桩注浆装置、工艺，注浆

量计算理论，单桩承载力计算理论公式与参数取值方法，进行桩基试验成果分析、提出所有标段桩基设

计优化的具体建议，对设计、施工进行技术咨询，编制出设计、施工指导手册，现场施工标准化的实施

和落实。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洛阳正大国际城市广场暨市民中心”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通过现场试验和理论计算，对洛阳砂卵石土的物理参数和抗剪强度指标进行研究，提出了深

厚砂卵石基坑基坑工程柔性锚杆支护体系设计设计计算方法，提出了 211m 高层建筑采用天然地基的建

议，并参与实施。节省工程造价 2400 万元，节省工期 120 天。 

项目亮点：1、工程总建筑面积超过 100 万平方米，最大基坑开挖深度 25m，支护土体上部湿陷性黄土、

下部为深厚砂卵石。砂卵石渗透系数 300m/d，降水难度极大，提出了分级配置大口井降水的设计方案并

指导实施，解决了深大砂卵石基坑降水的技术难题。 

2、研究了现场推剪试验确定深厚砂卵石土抗剪强度指标的取值方法，为深厚砂卵石采用柔性锚杆支护技

术创造了条件。 

3、提出的利用预应力柔性锚杆稳定卵石土内部结构、形成加筋土挡墙的思路，通过验算其内部稳定性、

抗滑移和抗倾覆稳定性，建立了深厚砂卵石采用柔性锚杆支护设计理论与计算方法。 

4、由本人主持的“深厚砂卵石基坑工程柔性锚杆支护设计研究”成果通过了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科学

技术成果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项目获得全国优秀勘察设计行业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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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与浙江省工业设计院、机械工业第四设计研究院合作，完成了正大广场 7 号楼 211m 高层建筑采用天

然地基的设计咨询、承担了底板沉降、内力与变形监测，并参与实施。 

6、六年观测与监测结果表明，底板沉降量小于 25mm，挠度小于 0.3%，达到了预期效果。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认真研究场地地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基础上，提出深厚

砂卵石基坑采用柔性锚杆支护方案，设计计算方法。提出了分级配置大口井降水的设计方案并指导实施。

提出 211m 高层采用天然地基方案的建议并被采纳；作为负责人，制定了基础底板变形监测和扰度监测

的方案并组织实施。总之，本人在设计方案确定、设计计算理论研究、项目实施阶段均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绿地滨湖国际城基坑群及桩基工程优化设计”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郑州绿地滨湖国际城总用地面积约 604 亩（净地），总建筑面积约 200 万平方米。规划十余

个地块，针对深厚杂填土地质条件，支护结构采用排桩复合全黏结锚杆等支护形式；进行深厚杂填土桩

基工程优化设计，节省造价约 15000 万元。 

项目亮点：1、部分区域杂填土厚度超过 35m，对深度 14m~20m 基坑，提出采用混凝土排桩复合全黏结

锚杆支护的成套技术，通过加大注浆量产生的加固效应、改善锚固条件，有效降低了作用在混凝土面层

和排桩上的土压力，支护体系具有较好的安全度和可靠性。 

2、提出采用现场推剪试验、极限平衡法反演等综合确定深厚杂填土抗剪强度指标的方法。 

3、提出了在基底上方一定标高处进行强夯处理后再进行灌注桩施工的设计方案，增强了杂填土对桩顶的

约束，也保证了人工挖孔施工的安全和孔壁稳定性。 

4、提出了上部杂填土采用人工挖孔护筒保护、下部原状土采用旋挖成孔的施工方案，并被采纳。 

5、研究确定了仅在桩底注浆的灌注桩施工工艺；通过比较试验，对原设计桩径和桩长进行了设计优化，

将直径 0.8m 桩长 54m 桩，调整为直径 1.0m 桩长 42m 桩，节约桩基造价和工期 20%，为深厚填土桩基

工程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 

6、六区基坑工程设计被专家评价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认真研究场地地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基础上，研究了通

过现场直剪和推剪试验成果，既有基坑工程数据反演等综合方法确定深厚杂填土抗剪强度指标的方法。

在基坑工程设计方案确定、设计计算理论研究、桩基工程方案优化设计及试验研究、施工实施阶段均有

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绿地站前广场 D1、D2、D3、D4 地块基坑群”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本工程设计基坑深度 17m-20m，部分采用双排桩支护结构，在不增加桩基施工工期的基础上

减少了锚杆数量，节省工期约 30 天，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经测算该技术在该工程中应用节约造价

约 10%，实现经济效益约 500 万元。 

项目亮点：1、总建筑面积 48 万平方米，其中 D1、D2 地块开挖深度 20m，相邻支护边水平距离 30m，

设计采用双排桩复合锚杆方案，减少了锚杆长度，避免相邻基坑开挖支护相互干扰的问题。 

2、研究建立了双排桩复合锚杆土压力模型，提出了考虑压顶板荷载传递的双排桩复合锚杆设计理论和内

力计算方法。 

3、由本人主持的“双排桩复合锚杆支护结构体系设计方法及工程应用研究”研究成果通过了河南省科学技

术厅组织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获得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行业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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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认真研究场地地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基础上，提出了双

排桩锚杆支护设计方案，并研究了技术体系、设计计算方法，本人在方案确定、实施阶段均有决定性贡

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华电郑州机械设计研究院科研技术中心基坑工程”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排桩复合土钉支护技术是介于桩锚和复合土钉支护结构之间的一种全新支护形式，相对于桩

锚支护，本工程应用的排桩复合土钉支护技术可有效减小锚杆长度、排桩桩径，比传统桩锚支护节省造

价 20%，支护设计采用排桩复合土钉技术，为建设单位节省基坑工程造价 350 万元。 

项目亮点：1、基坑深度 15m，设计研究提出了排桩复合土钉支护结构中排桩弯矩、锚杆内力与配筋计

算、支护结构稳定性、变形等的计算方法，并通过工程实测验证了方法的合理性； 

2、作为经典案例，被编入《河南省基坑工程技术规范》DBJ41/139-2014 条文说明；为相关技术的推广

应用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3、由本人主持的“排桩复合土钉支护体系工作机理与工程应用”研究成果通过了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

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获得河南省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认真研究场地地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基础上，提出采用

排桩与土钉相结合的支护方案，研究提出了基于排桩内力调整的计算模型。本人在设计方案确定、设计

计算理论研究、项目实施阶段均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郑州绿地中央广场基坑工程”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绿地中央广场为 300m 双塔建筑，郑州最高建筑，研究了双排桩支护结构的优化设计深度，

在节省造价的基础上减少了锚杆数量，节约工程造价 1200 万元。研究采用可回收锚杆技术，排除了锚杆

对地下空间资源的污染。 

项目亮点：1、双塔建筑主体结构高度 300m，总建筑面积 82 万平方米，基坑维护周长超过 1800m，位

于郑州东区软土地质条件，基坑深度 20.5m-29m，研究并采用了双排桩锚支护技术，相比普通单排桩锚，

双排桩锚可减少一排锚杆，节省工期 20 天。 

2、先期开挖的南、北基坑，后期开挖中部基坑。在两期开挖相邻位置处设置可回收锚杆，避免了锚杆对

邻近场地工程桩、支护结构施工的影响。 

3、通过试验，研究提出了 U 型承载体锚杆施工采用的喷射搅拌工艺，为锚杆回收实现 98%的回收率提

供了技术支持。 

4、核心筒部位开挖深度较深，降水难度较大，采用在电梯井坑中坑周边设置长螺旋泵送水泥砂土混合料

咬合桩帷幕，同时起到局部支护作用，提高了核心筒基坑内开挖、降水施工效率。 

5、研究了水泥砂土混合料配方，可用于帷幕桩、扩体桩、水泥土桩、基坑回填用料等。 

6、由本人主持的“郑州绿地中央广场基坑工程设计”研究成果由行业内专家评价为国内领先水平。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认真研究场地地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基础上，研究了双

排桩锚支护的优化设计，可回收锚杆设计及其施工技术，水泥砂土混合料帷幕技术等。本人在方案确定、

实施阶段均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建业凯旋广场基坑工程”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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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效益：总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应用盆式开挖短支撑支护结构，解决了特殊条件下基坑工程变形控

制、临近地铁变形控制的难题；采用的格构式型钢支撑结合楼板设计，排桩全黏结锚杆支护技术，具有

极高的推广应用价值。项目节约工程造价 800 万元。 

项目亮点：1、临近地铁隧道水平距离最小处仅 1.8m，基坑开挖深度 19.8m，针对临近地铁隧道保护难

度大、场地狭窄需要分二次开挖的情况，设计方案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提出预留土带盆式开挖，利用先

期施工的主体结构提供支撑反力，形成短支撑支护的技术； 

2、研究解决了该支护结构被动区土压力计算模型、稳定性验算与变形计算等设计理论问题，成果得到了

工程实测验证，取得了良好的技术经济效益，为类似工程设计积累了经验。 

3、改进了桩锚支护结构体系，采用全黏结锚杆代替有自由段锚杆、增加混凝土面板形成排桩全黏结锚杆

支护新技术的作用机制和设计方法。进行变形控制、造价等工程实测对比研究，结果表明与桩锚支护相

比可节省支护结构工程造价 20%左右。由本人主持的“排桩复合土钉支护体系工作机理与工程应用”研究

成果通过了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4、发明了一种格构式型钢组合支撑技术，获得国家专利。该技术无需换撑，型钢可回收利用。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提出盆式开挖短支撑支护结构及其设计理论方法，解决

了特殊条件下基坑工程变形控制、临近地铁变形控制的难题；提出的格构式型钢支撑结合楼板设计，无

需换撑，不影响楼板钢筋绑扎和混凝土浇筑，且支撑型钢可以回收再利用，节能减排，社会、环境效益

显著，在设计方案确定、设计计算理论研究、项目实施阶段均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河南省煤炭科学研究院煤炭研发中心基坑工程”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本项目建筑面积 15 万平方米，两栋塔楼组成。支护结构采用了排桩短支撑支护形式，土方开

挖采用盆式开挖方案，支撑施工对基坑中部主体结构施工不造成影响，节省主楼施工工期 120 天。采用

的排桩短支撑支护盆式开挖方案，节约工程造价 1200 余万元，取得了良好的技术经济效益。 

项目亮点：1、基坑开挖深度 19m，周长 800m，周边共有 13 栋建筑需要保护，处于郑州典型软土地质

条件，地质条件与周边环境条件特别复杂，采用盆式开挖排桩短支撑支护设计方案，解决了临近建筑变

形控制的难题。 

2、对排桩短支撑支护盆式开挖基坑土压力与稳定性进行研究，提出了预留土带支护水平抗力的最优上限

解；基于承载能力极限状态与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提出了排桩预留土支护基坑的设计计算模式，提出了

预留土带的设计方法。 

3、由本人主持的“排桩短支撑支护盆式开挖基坑土压力与稳定性研究”研究成果通过了河南省科学技术厅

组织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认真研究场地地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基础上，研究提出

盆式开挖排桩短支撑支护体系的设计计算方法、预留土墩水平抗力最优上限解，在设计方案确定、设计

计算理论研究、项目实施阶段均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其他“河南省肿瘤医院手术楼保护工程”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河南省肿瘤医院新病房楼基坑开挖深度 12m，处于典型郑州地区软土地区，地下水位在自然

地面下 2m,采用基坑工程变形综合控制技术保证了临近医院手术楼的绝对安全，使数百人及时得到手术

治疗，为医院方创造经济效益数千万元。 

项目亮点：1、通过试验和现场实测数据的分析，研究了锚杆施工、基坑降水对建筑物沉降的影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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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直径排桩复合预应力锚杆支护技术，创造性的采用聚氨酯-水泥浆复合注浆工艺用于锚杆施工，有效降

低高灵敏度土中支护结构施工产生的变形。 

2、对孔隙水压力进行监测，根据其变化调整锚杆及打桩施工间隔，实现信息化施工。 

3、研究了砖基础砌体结构建筑物变形、倾斜控制指标及防控措施。 

4、提出基坑工程变形综合控制技术与信息化施工技术联合运用的施工方法，保证了手术楼的安全。 

5、本人主持的“复杂条件下基坑工程变形控制综合技术研究”研究成果通过了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组织的科

学技术成果鉴定，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认真研究场地地质条件和环境条件基础上，研究复杂

条件下基坑变形控制技术，提出了大直径排桩复合预应力锚杆支护技术和聚氨酯水泥浆复合注浆锚杆。

提出的信息化施工技术，最大限度地保护了临近河南省肿瘤医院手术楼的安全，为医院赢得宝贵的手术

设备安装和病房周转时间，保证了数百人手术治疗的安全、及时，由本人在设计方案确定、设计计算理

论研究、项目实施阶段均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郑州 CBD 绿地峰会天下基坑工程”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效益：项目位于郑州 CBD 外环 120m 高层建筑群 A-15 地块，为郑州东区第二个深基坑工程项目，

采用主动区加固的复合桩墙支护技术，与 2004 年前后的桩锚支护结构相比，节省工程造价 300 万元，

节省开挖工期 60 天。 

项目亮点：1、软土基坑深度 11m，提出主动区加固的复合桩墙支护形式，无支撑、无锚杆，极大方便

了土方开挖； 

2、研究了主动区采用微型桩加固的作用机理、土压力计算理论，达到 2004 年国内领先水平。 

3、项目研究成果获得建设部华夏科技进步三等奖。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复合桩墙支护与主动区加固微型桩设计方案确定、设

计计算理论研究、项目实施阶段均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其他“郑东新区龙湖区龙北三路、龙源七街桩承式路基工程”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项目效益：规划道路场地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填土厚度达 17m，红线紧邻学校、居民区，无大面积开挖

换填条件。路基处理采用下部桩承式路基，上部分层碾压回填方案。相比常规大面积换填土节省工程造

价约 3200 万元，支护结构不占用红线外地下空间。 

项目亮点：1、在深厚杂填土市政道路工程中引入桩承式路基技术，较好的解决了需要换填进行大面积基

坑开挖带来的环境问题，大幅度节省工期和造价。 

2、桩承式路基设计，采用最新研发的扩体桩技术，即在已经施工完成的细石混凝土桩中植入预应力管桩，

形成扩体桩；加筋垫层设计为水泥土加筋垫层，起到封闭基坑作用，防止杂填土中有害物质进入管线沟

引起污染。 

3、通过试验研发出在深厚杂填土地基中采用大扭矩长螺旋钻机进行扩体桩施工的工艺和材料，解决了杂

填土中预制桩使用的困难，推动了扩体桩技术的进步。 

4、针对杂填土基坑局部具有 15m 堆土的情况，采用扩体桩帷幕支护一体化技术，解决了杂填土基坑工

程不能设置锚杆的技术难题，保证了临近基坑 15m 堆土状态下工程安全。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扩体桩帷幕支护一体化方案设计、桩承式路基方案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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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设计计算理论、工艺工法研究、项目实施阶段现场指导等均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绿城翰林国际城地基处理”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14 栋地上 30 层、地下 1 层高层建筑，湿陷性黄土地基，上部湿陷性土内采用静压挤密成孔、

非湿陷性段采用长螺旋取土成孔的根固混凝土桩对地基进行处理，相比常规素土挤密桩+CFG 桩地基处

理方案或灰土挤密桩方案，节省造价约 300 万元，无振动、噪音，无扬尘治理要求，节省工期 30%。 

项目亮点：1、采用上部静压挤密成孔、下部长螺旋干作业取土的复合成孔技术，可避免常规灰土桩施工

产生的噪音和扬尘污染问题。 

2、提出复合成孔的一孔一桩技术，先大面积成孔施工后混凝土桩灌注施工，可避免挤土效应产生的断桩、

上浮、偏位等质量问题。 

3、根据挤土效应理论，提出了目标干密度进行桩间距的设计理论和取值方法，得到了试验验证。 

4、成果被专家评价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设计方案确定、工艺工法、目标干密度确定桩间距的

设计理论研究、项目实施均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郑州御龙城基坑群及地基处理”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郑州御龙城建筑面积 64.8 万平方米，为 20 栋 100 米高层建筑群，由若干个大小基坑组成，

采用水泥土桩复合土钉支护形式；地基处理采用长短桩复合地基，共节省工程造价 5000 万元。 

项目亮点：1、基坑深度 10m~12m，采用水泥土桩复合土钉支护形式，节省工程造价。 

2、研究了 CFG 桩施工对周边环境扰动的作用机理、控制方法。提出了先施工水泥土桩帷幕，适当降水

后再施工 CFG 桩，避免了 CFG 桩施工对周边环境的扰动。 

3、针对地基存在浅部砂层的特点，进行长短桩多桩型复合地基试验研究，建议了采用不同桩长、不同直

径的素混凝土桩复合地基的方案，并被采纳。 

4、进行了两栋建筑的地基分层沉降监测，积累了宝贵的高层建筑深层沉降监测资料，作为工程案例资料

被编入《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 中。 

5、御龙城多桩型复合地基，获得 2018 年中国纺织勘察设计协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基坑支护设计方案确定、设计计算理论研究、项目实

施阶段均有决定性贡献。作为试验研究负责人，与河南纺织设计研究院合作，负责多桩型复合地基现场

试验，提出设计建议；主持了首批高层建筑深层土体沉降变形与基础沉降监测、分析，为全部高层建筑

地基处理采用多桩型复合地基提供了技术支撑。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郑州国贸中心基坑工程与地基处理”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郑州国贸 360 广场工程建设起于 2006 年，由 7 栋 100m 高层建筑群组成总建筑面积 48 万平

方米，位于典型郑州灵敏度高的软土地区，地下水位在自然地面下 3 米，设计采用水泥土桩复合土钉支

护、复合桩墙锚杆支护新技术；研究建议了采用不同直径预应力管桩形成多桩型复合地基的地基处理方

案，节省工程造价 3800 万元。 

项目亮点：1、针对典型郑州软土灵敏度高，地下水位高的特点，设计采用水泥土桩复合桩墙支护、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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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墙锚杆支护新技术，减少了开挖期间水平锚杆数量，提高了基坑开挖的速度。 

2、提出在排桩外侧设置高强度水泥土桩强，顶部设置大角度斜锚和腰部设置水平短锚杆的复合桩墙锚支

护体系，有效解决了临近建筑地下室支护段不能设置水平锚杆的技术难题，该支护技术具有较好的变形

控制效果，适用于红线限值条件下基坑的支护。 

3、研究建议了采用 400mm、300mm 直径预制桩形成多桩型复合地基的方案，是国内较早采用管桩复合

地基处理 100m 高层建筑的工程案例，具有示范作用。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复合桩墙-锚杆支护设计理论研究、方案确定、不同直

径预应力管桩施工挤土效应，多桩型复合地基承载力设计计算理论研究、项目实施均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郑州天下城二期基坑群及地基处理”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郑州天下城总建筑面积 28 万平方米，12 栋 100 米高层建筑组成，共分 5 期开挖，基坑支护

结构采用水泥土桩复合土钉墙支护、劲性水泥土复合桩墙-锚杆支护形式，相比常规桩锚支护形式节省造

价约 50%；鉴于基底下存在浅层密实砂层，通过试验研究建议了长短桩复合地基方案，共节省工程造价

2000 余万元。 

项目亮点：1、基坑深度 10m-14m，基坑支护结构采用水泥土桩复合土钉墙支护、水泥土劲性复合桩-锚

杆支护形式，实现支护与帷幕一体化，是当时（2003 年）国内采用该支护形式最深的基坑之一。 

2、提出了先施工水泥土连续桩墙，在适当降水后进行 CFG 桩施工，避免了主楼地基处理 CFG 桩施工

对可液化粉土等地层扰动带来的周边环境问题，特别是临近建筑物开裂现象的发生。 

3、水泥土帷幕桩施工采用本人研发的喷射搅拌水泥土桩专有技术，咬合截水效果良好，未发现渗漏现象。 

4、通过试验研究了长短桩复合地基承载力设计方法，建议了设计方案，并被采纳。 

5、进行了 100m 高层建筑 CFG 桩复合地基分层沉降监测，取得了宝贵技术数据，为《建筑地基基础设

计规范》GB50007-2011 沉降计算有关章节的编制提供了珍贵素材。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水泥土桩复合土钉支护设计方案、劲性复合桩墙-锚杆

支护设计、施工程序与技术措施的制定，长短桩承载力设计计算理论研究、高层建筑复合地基深层沉降

监测项目策划、实施等均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郑州华南城 6#地块、7#地块地基处理”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郑州华南城总规划建筑面积 1200 万平方米，6#地块、7#地块建筑群为大跨度物流多层建筑，

单柱荷载较大，对冲沟采用分层强夯处理加 CFG 桩复合地基方案，相比常规处理方法，节省工程造价约

2100 万元。 

项目亮点：1、本工程场地内有大面积冲沟，最大深度达 15m，设计采用分层回填强夯处理的方案，最

达强夯夯击能达 8000kN，提出了按总夯击能进行控制设计的方法。 

2、建议了强夯处理后再采用 CFG 桩复合地基的方案，工后沉降满足设计要求。避免了相似工程仅采用

强夯处理发生不均匀沉降引起建筑物开裂现象的发生。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设计方案确定、设计计算理论研究、项目实施阶段均

有决定性贡献，建议了强夯处理后再采用 CFG 桩复合地基的方案，有效保证了项目的质量和安全。 

 



 12 

作为技术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合肥绿地中心基坑工程”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合肥绿地中心总建筑面积约 80 万平方米，主楼高度约 240m，典型膨胀土基坑工程，采用排

桩-锚杆-斜抛撑混合支护方案，方案节省工程造价 800 万元。 

项目亮点：1、开挖深度 18m，针对红线限制条件、周边环境条件，研究了排桩-锚斜抛撑混合支护的设

计理论与计算方法，取得良好技术效果。 

2、研究了考虑膨胀力作用的膨胀土土性强度指标。 

3、提出采用水泥砂浆混合料替代纯水泥浆注浆的锚固体施工技术，以降低锚杆施工带来的膨胀土含水量

变化引起的更大膨胀力。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设计方案确定、膨胀土基坑土压力、膨胀力设计计算

理论研究均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大观商贸中心项目基坑支护设计”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项目效益：项目位于郑州火车站周边，基坑周边用地紧张，基坑深度 21m，建筑面积约 50 万平方米设

计采用上部土钉墙下部桩锚联合支护形式，局部采用双排桩锚支护，有效保护了临近日本驻郑州领事馆

古建筑，实现经济效益 1300 万元。 

项目亮点：1、研究了 Q3 地层土的抗剪强度指标，提出了可在常规试验结果的基础上提高 30%，有效节

省工程造价。 

2、采用双排桩复合锚杆支护技术，确保抗战前日本驻郑州领事馆文物建筑的绝对安全。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设计方案确定、参数取值、项目实施阶段均有决定性

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郑州瑞园 3#楼及地库基坑工程”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因基坑周边条件受限，南北支护结构采用与主体结构结合的排桩短支撑支护，采用盆式开挖

方案。相比常规全支撑方案相比，节省工程造价约 200 万元。 

项目亮点：1、基坑深度 13.4m，临近既有高层建筑地库，不具备锚杆施工条件。与主体结构设计单位配

合，地库楼板梁调整为钢-混凝土组合结构，采用与地库梁板结构结合的支撑形式，节省了支撑造价，无

需换撑，对变形控制有利。 

2、采用盆式开挖形式，进行了预留土带设计尺寸及其稳定性、变形计算理论研究，提出了合理的设计方

案，变形控制较好。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提出设计思路、预留土体设计计算理论研究、项目实施

阶段均有决定性贡献。 

 

作为专业负责人完成大型项目“郑州绿地新都会基坑工程”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项目效益：郑州绿地新都会建筑面积 63 万平方米，郑州东区典型软土地质条件，地下水位较高，采用排

桩复合土钉、排桩全黏结锚杆等新技术，局部邻居民楼部位采用盆式开挖排桩短支撑支护，相比常规全

支撑方案相比，节省工程造价约 1400 万元，并有效解决了临近建筑沉降变形控制问题。 

项目亮点：1、针对软土地质条件和不同开挖深度，分别采用水泥土桩复合土钉支护、排桩复合土钉支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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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支护与帷幕一体化； 

2、临近建筑位置基坑开挖深度 16.5m，支护采用盆式开挖方案，通过内力和变形监测验证了盆式开挖预

留土带设计理论的合理性。 

个人贡献：本人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专业负责人，在设计方案确定、设计计算理论研究、项目实施阶段均

有决定性贡献。 

 

 

学术专著、论文、主编的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和国家（行业）标准设计： 

 

2016 年 合著 [学术专著]新型复合支护体系数值分析及工程应用 

 

2015 年 合著 [学术专著]高填方路基后处理技术及工程应用 

 

2015 年 合著 [学术专著]刚性长短桩复合地基理论与工程应用 

 

2016 年 通讯作者 [EI 检索论文]桩端后注浆对大直径灌注桩影响的现场对比试验研究 

 

2015 年 第一作者 [EI 检索论文]多桩型刚性承台下刚性长短桩复合地基载荷试验分析 

 

2014 年 通讯作者 [EI 检索论文]土钉墙地基承载力问题探讨 

 

2010 年 通讯作者 [EI 检索论文]CFG-PHC 组合式长短桩复合地基试验研究 

 

2010 年 第一作者 [EI 检索论文]后处理二元复合地基工后沉降预测与控制技术 

 

2008 年 通讯作者 [EI 检索论文]基坑工程时变主动土压力研究 

 

2008 年 通讯作者 [EI 检索论文]复合桩墙支护结构变形的有限元分析 

 

2008 年 第一作者 [EI 检索论文]水泥土桩复合桩墙前墙抗裂计算与工程实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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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第一作者 [EI 检索论文]复合桩墙支护新技术概念与理论体系 

 

2007 年 责任作者 [EI 检索论文]“柔性基础”刚性桩复合地基试验分析与变形计算 

 

2003 年 第一作者 [EI 检索论文]复合地基变形预测理论与控制技术及工程实践 

 

2002 年 责任作者 [EI 检索论文]高速公路高填方软基后处理机理与实践研究 

 

2013 年 主编 [行业工程建设标准]建筑深基坑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 

 

2012 年 参编 [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2011 

备注：参与基坑工程、软弱地基两章的编写与专题研究 

 

2018 年 参编 [国家工程建设标准]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GB50202-2018 

备注：负责各章节协调、通稿，参与报批稿修改。 

 

2013 年 参编 [行业工程建设标准]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2012 

备注：负责第 9 章微型桩加固编写与专题报告研究，参与第 8 章注浆加固、第 7 章复合地基编写及复合

地基变形计算等相关专题研究 

 

2012 年 参编 [行业工程建设标准]组合锤法地基处理技术规程 JGJ/T290-2012 

备注：负责第 4 章设计编写和专题研究，参与规范通稿。 

 

2018 年 参编 [行业工程建设标准]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技术标准 JGJ/T406-2017 

备注：负责第 6 章复合地基、第 7 章基坑支护编写和相关的专题研究。 

 

 



 15 

其他： 

专利 

发明：一种投石压浆无砂砼小桩地基加固法 ZL02130640.0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 

专利摘要：本发明涉及一种投石压浆无砂砼小桩地基加固法,是在小桩技术和压力注浆法的基础上开发的

一种新的地基处理方法。它采用工程钻机、洛阳铲等成孔,插入注浆管,投入级配碎石,封孔后压力注浆成

桩。成桩后的桩体与压浆加固后的桩周土形成复合地基,可充分改善不良地基并大幅度提高地基的承载

力。本发明对地基具有置换、竖向增强体和排水排气固结桩间土多重作用机理。 

应用情况：专利属于孔内灌浆小直径桩的一种，广泛应用于基坑工程超前支护、既有建筑地基补强加固、

复合地基工程事故处理。全国年使用量超过千万延米，经济效益巨大。 

 

发明：一种 PHA 锚杆及其施工方法 ZL201410156967.9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 

专利摘要：一种 PHA 锚杆及其施工方法，属于支护技术领域，其中，PHA 锚杆包括锚杆本体，锚杆本

体外套设有预制管状外锚固体；其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成孔；（2）顶进预制管状外锚固体，

然后在预制管状外锚固体外端继续顶进钢套管；（3）在预制管状外锚固体中植入锚杆本体，灌注高标号

水泥浆或水泥砂浆，灌注完成后拔出钢套管；（4）补浆；（5）张拉锁定。本发明中的外锚固体为预制

构件，可缩短现场工时，其与现浇锚固体相比强度更高，不容易发生开裂破坏现象；植入后无需取出，

施工方便且效果好；预制外锚固体与孔中土体结合紧密，可避免浆体收缩后与土体形成缝隙；注浆全部

发生在外锚固体内部，不采用二次劈裂注浆工艺，减少了对土体的扰动。 

应用情况：专利技术广泛用于支护工程、抗浮工程，施工过程中对土体影响较小，经济可靠。 

 

发明：一种压力型 PHA 锚杆及其施工方法 ZL201410156871.2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 

专利摘要：一种压力型 PHA 锚杆及其施工方法，属于支护技术领域，其中压力型 PHA 锚杆，包括锚杆

本体，锚杆本体外套设有预制管状外锚固体，所述预制管状外锚固体的内端头设有与锚杆本体内端头连

接的定位机构；其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1）成孔；（2）植入锚杆本体和预制管状外锚固体；（3）

张拉锁定。本发明中外锚固体为预制构件，购入后可直接使用，植入后张拉锁定即可，不需要在孔内注

浆，施工方法简单，可大幅度缩减工期；预制外锚固体与现浇锚固体相比强度更高，不容易发生开裂破

坏现象；外锚固体植入后无需取出，施工方便且效果好；预制的外锚固体与孔中土体结合紧密，避免了

普通锚杆注浆后因浆体收缩而与土体之间所形成缝隙。 

应用情况：锚杆锚固体全长受压，与锚固体全长受拉相比，提高了耐久性，承载力增加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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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种排桩复合全粘结锚杆支护结构 ZL201720201419.2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 

专利摘要：一种排桩复合全粘结锚杆支护结构，包括排桩和设置在排桩之间的全长粘结锚杆，所述基坑

侧壁设置混凝土面层，所述全长粘结锚杆的前端通过锚板和预应力锁定装置固定在混凝土面层，其尾端

向下倾斜插入土体。本支护结构中采用的全粘结锚杆，受力机制类似于土钉，轴力沿长度方向“两端小，

中间大”，因而本支护结构的锚杆端部轴力较小，仅设置较小的锚板并结合混凝土面层即可达到传力作用。 

应用情况：专利技术充分利用全黏结锚杆的加筋与遮拦作用，减少了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土压力，与设

置自由段的普通桩锚支护相比，节约造价 20%左右，已在 100 多项中推广应用，产生经济效益超过 2.4

亿元。 

 

实用新型：一种排桩锚拉水泥土桩连续墙支护结构 ZL201720201420.5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陈占鹏 

专利摘要：一种排桩锚拉水泥土桩连续墙支护结构，包括混凝土面层、排桩、全长粘结锚杆和单排或多

排水泥土桩连续墙，所述混凝土面层沿基坑侧壁设置，所述排桩靠近混凝土面层设置在基坑侧壁内；所

述全长粘结锚杆设置于排桩之间，全长粘结锚杆的前端通过锚板和预应力锁定装置固定在混凝土面层，

全长粘结锚杆的尾端向下倾斜插入水泥土桩连续墙内。本支护结构中，采用全长粘结锚杆，受力机制类

似于土钉，轴力沿长度方向“两端小，中间大”，因而支护结构中的锚杆端部轴力较小，仅设置较小的锚板

并结合混凝土面层即可达到传力作用。 

应用情况：利用一排或多排水泥土桩咬合帷幕或水泥土连续墙帷幕的减重作用和主动区加固作用，降低

作用在排桩-锚杆支护结构上的土压力，取得良好效果。已在数十项工程中使用，取得经济效益超过亿元。 

 

实用新型：一种盆式开挖钢结构水平支撑 ZL201720201410.1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陈占鹏 

专利摘要：一种盆式开挖钢结构水平支撑，包括位于基坑中部的结构梁板和位于基坑侧壁的挡土结构，

所述结构梁板和挡土结构之间水平设置的“格构式”钢支撑，“格构式”钢支撑通过围檩与挡土结构连接，所

述“格构式”钢支撑底部设置竖向支撑体系。该支护体系中，在先期施工的地下室结构楼板和挡土结构之间

设置预制“格构式”支撑体系，支撑轴心与主体结构楼板标高一致。格构式支撑的主要受力构件位于后期施

工的结构楼板上下两侧，结构板可穿过支撑体系，结构板的后期施工不受影响。 

应用情况：专利技术用于变形严格的支护工程，减少水平位移与基坑回弹，已应用于近接地铁隧道基坑

工程、临近建筑、市政设施基坑工程开挖支护；钢结构支撑采用格构形式，可实现在上下支撑型钢中间

绑扎钢筋、浇注混凝土板，无需换撑。已在多个工程中使用，经济效益显著。特别是郑州凯旋广场接近

地铁二号线隧道仅 1.8m 的工程中使用，取得水平位移 2mm、竖向位移 3.2mm 的良好业绩。 

 

实用新型：一种 H 型预制混凝土桩及基坑支护装置 ZL201520487208.0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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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设计)人：周同和,高伟,王伟玲 

专利摘要：一种 H 型预制混凝土桩及基坑支护装置，属于基坑支护技术领域，包括桩本体，桩本体的横

截面呈 H 型，桩本体由对称设置的两个翼缘和设置在两翼缘之间的腹板组成，所述翼缘内设置有预应力

筋，预应力筋走向与桩本体走向一致，预应力筋外周设置有垂直于预应力筋走向的矩形翼缘箍筋，各预

应力筋沿翼缘箍筋内沿呈矩形阵列分布；所述腹板内设有受力钢筋，受力钢筋及翼缘内处于腹板延长线

区域内的预应力筋外周设有矩形腹板箍筋；本实用新型中的 H 型预应力混凝土桩为预制构件，施工方便，

大大缩短现场工时，与现浇混凝土灌注桩相比强度更高，内配有预应力钢棒，不容易发生开裂破坏现象；

在相同抗弯承载力下节省较多混凝土和钢筋。 

应用情况：用 H 型混凝土桩替代 H 型钢，形成的 SMW 工法，节能减排。 

 

实用新型：一种微型桩锚杆支护结构 ZL201720201469.0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陈占鹏 

专利摘要：一种微型桩锚杆支护结构，包括沿基坑侧壁设置的桩锚支护和基坑顶部、自然地面处设置的

混凝土板，所述桩锚支护包括排桩，所述排桩桩间上设置单排或多排锚杆，多排锚杆沿排桩自上而下均

匀设置，所述混凝土板底部连接多排微型桩。本实用新型采用多排微型桩作为传力结构，使超载传递至

较深土层中，可降低基坑顶部超载对桩锚支护结构的影响，减少支护结构的变形，降低荷载较大产生的

安全隐患；且微型桩及其顶部混凝土板施工方便，造价较低，且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应用情况：专利技术用于基坑外侧局部超载的处理，利用微型桩与混凝土板形成桩板式竖向超载结构，

将局部超载传递至基坑底部或中部好土层中，传力路径合理，与水平锚拉相比，可节省支护成本 50%以

上。 

 

实用新型：一种抗拔复合管桩 ZL201820323823.1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高伟,宋进京 

专利摘要：本实用新型属于建筑抗浮技术领域，具体公开了一种抗拔复合管桩，包括内芯和套设在内芯

外的外芯，内芯与外芯紧配合；所述内芯为中空筒状结构，内芯内腔中设有锚筋，锚筋外自上而下串设

有多个定位支架，定位支架的外周支撑在内芯的内壁上；内芯底端设有端板，锚筋底端伸出端板并通过

螺母与端板固定；锚筋顶端不超出内芯顶端且锚筋顶端与内芯顶端的间距为 s，s≥0.8m；内芯顶端设有

端部封堵；锚筋从上至下分为自由段和锚固段，锚筋的锚固段通过填充的水泥浆固结体与内芯内壁相配

合，内芯中设有注浆管；本实用新型结构简单、承载性好且成本低。 

应用情况：专利技术用预应力管桩替代囊式锚杆中的囊袋，并利用特殊装置形成桩身压力型管桩，可用

于竖向抗压桩、也可用于抗拔桩，用于抗拔时，比普通抗拔管桩节省造价 50%以上，且解决了管桩、囊

式锚杆抗拔耐久性的诸多问题。已在工程中应用，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实用新型：一种 PHA 锚杆 ZL201420190280.2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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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摘要：一种 PHA 锚杆，属于支护技术领域，包括锚杆本体，锚杆本体外套设有预制管状外锚固体。

该锚杆可通过以下步骤施工完成：（1）成孔；（2）顶进预制管状外锚固体，然后在预制管状外锚固体

外端继续顶进钢套管；（3）在预制管状外锚固体中植入锚杆本体，灌注高标号水泥浆或水泥砂浆，灌注

完成后拔出钢套管；（4）补浆；（5）张拉锁定。本实用新型中的外锚固体为预制构件，可缩短现场工

时，其与现浇锚固体相比强度更高，不容易发生开裂破坏现象；植入后无需取出，施工方便且效果好；

预制外锚固体与孔中土体结合紧密，可避免浆体收缩后与土体形成缝隙；注浆全部发生在外锚固体内部，

不采用二次劈裂注浆工艺，减少了对土体的扰动。 

 

实用新型：一种压力型 PHA 锚杆 ZL201420190164.0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郭院成,时刚 

专利摘要：一种压力型 PHA 锚杆，属于支护技术领域，包括锚杆本体，锚杆本体外套设有预制管状外锚

固体，所述预制管状外锚固体的内端头设有与锚杆本体内端头连接的定位机构。可通过以下步骤施工完

成：（1）成孔；（2）植入锚杆本体和预制管状外锚固体；（3）张拉锁定。本实用新型中外锚固体为预

制构件，购入后可直接使用，植入后张拉锁定即可，不需要在孔内注浆，施工简便，可大幅度缩减工期；

预制外锚固体与现浇锚固体相比强度更高，不容易发生开裂破坏现象；外锚固体植入后无需取出，施工

方便且效果好；预制的外锚固体与孔中土体结合紧密，避免了普通锚杆注浆后因浆体收缩而与土体之间

所形成缝隙。 

 

实用新型：一种上部扩大型水泥土复合桩 ZL201621323492.9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 

专利摘要：一种上部扩大型水泥土复合桩，包括预制混凝土管桩，所述预制混凝土管桩内设置中心孔，

中心孔内填充第一水泥土桩，预制混凝土管桩外设置第二水泥土桩，所述第二水泥土桩包括上、下两段，

上段的桩径大于下段的桩径，上段和下段之间设置第一变直径段。与同长度等混凝土用量的单一直径的

桩体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桩基承载力更高，可在保证满足设计承载力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桩长较短，同

时桩基侧阻的发挥能力更高，尤其适于应用于上部土层明显优于下部土层的地质条件。 

 

实用新型：一种下部扩大段压力型复合锚杆 ZL201620024267.9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 

专利摘要：一种下部扩大段压力型复合锚杆，属于抗浮锚固技术领域，所述复合锚杆的上部是由水泥土、

水泥浆或水泥砂浆固结体形成的普通锚固段，下部是由外围水泥土、水泥浆或水泥砂浆固结体包裹的空

心管状混凝土杆体与其内设预应力钢筋或钢绞线的筋体组成的锚固扩大段，所述空心管状混凝土杆体的

底部与锚固扩大段的底部相接，空心管状混凝土杆体内设置的筋体下端连接有锥形托体，锥形托体设置

于空心管状混凝土杆体底部并形成封闭，管内通过注浆管灌注注浆体。本实用新型的下部扩大段复合锚

杆，可有效利用下部土层承载力高的地质条件，大幅度提高单锚承载力，具有施工简便、质量保证性好

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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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一种下部扩大直径段复合基桩 ZL201520851596.6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 

专利摘要：一种下部扩大直径段复合基桩，该复合基桩包括预制混凝土桩体，所述预制混凝土桩体的下

部外侧设有灌注桩。本实用新型的下部扩大段桩基与同长度的单一直径的桩体相比，其桩基承载力有较

大提高，可保证在满足设计承载力要求的前提下，桩长较短，且提高桩基侧阻及端阻的发挥能力。 

 

实用新型：一种箱型预应力混凝土桩及基坑支护装置 ZL201520487075.7 

专利权利人：周同和 

发明(设计)人：周同和,高伟,王伟玲 

专利摘要：一种箱型预应力混凝土桩及基坑支护装置，包括桩本体，桩本体横截面的外轮廓呈长方形，

桩本体中部沿桩本体的纵轴方向设有贯通的圆形孔道，桩本体内位于横截面短边到孔道之间的区域内设

有多根预应力筋，圆孔两侧的预应力筋对称分布，各侧预应力筋外周设有矩形箍筋；桩本体内位于横截

面长边到孔道之间的区域内设有多根受力钢筋，受力钢筋和预应力筋的外周设有整体箍筋，整体箍筋呈

与桩本体横截面的外轮廓相似的矩形。该箱型预应力混凝土桩为预制构件，与现浇混凝土灌注桩相比强

度更高，内配有预应力钢棒，不容易发生开裂破坏现象；箱型桩插入后无需取出，施工方便；与相同条

件下的混凝土灌注桩结合止水帷幕支护形式相比节省混凝土用量。 

 

实用新型：静压组合桩机 ZL201820089996.1 

专利权利人：江苏劲桩基础工程有限公司 

发明(设计)人：朱建新,周同和,张炳峰,朱峰,王峰,姚宏其 

专利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惊讶组合桩基，底盘上装桩架，桩架设有斜撑， 所述底盘为整体式或

由多部分拼接组成的拼接式底盘，桩架设有横梁，桩架上装垂直滑轨杆，锤头或搅拌头沿滑轨杆上下运

动；桩架底通过可回转式小转盘与底盘连接；或底盘不同部位上设置多个固定桩架底的螺栓固定装置，

可将桩架底固定于底盘的不同部位；桩架顶部装与卷扬机钢丝绳配合的滑轮组，绕过滑轮组的钢丝绳与

双套管沉管系统的内管连接；所述内管底部设下夯击盘，下夯击盘外径小于外管内径，夯击盘上表面连

接有 T 型挂钩，T 型挂钩与外管下部内壁上的滑轨沟配合。本实用新型结构合理，使用方便，工作性能

优异。 

 

专有技术 

高填方软土路基后处理技术  

持有单位/权利人：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主要完成人：周同和,郭院成 

专有技术简介：利用先填的部分路基荷载作为超载，在该填土标高上按一定布置成片施工碎石桩，尔后

利用预先埋置在碎石桩中的注浆管灌注水泥浆形成无砂混凝土桩复合地基，再填筑剩余路堤，待达到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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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稳定后施工道路路面。该技术具有注浆充填、固化，预压快速固结，竖向增强等综合作用机制，大幅

度减少软土高填方路基的工后沉降。适用于软土场地的高填方路基处理工程、既有道路的不均匀沉降处

理，桥头跳车处理等。技术效果十分突出，节省工程造价，大幅度缩短路基施工工期。先后获河南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出版专著一部，取得国家发明专利 1 项。 

应用情况：已在湖北、湖南、河南、辽宁、广东等十多条软土地基高速公路与市政道路中应用，取得较

好的技术效果。 

 

长短桩复合地基技术  

持有单位/权利人：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主要完成人：周同和,郭院成 

专有技术简介：利用浅部持力层，将刚性桩增强体设计成长度不同或长度相同但成桩处理方式不同的“桩”，

或节省工程造价，或用于减少 CFG 桩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通过大量工程实测研究，形成了长短桩复

合地基的承载力设计理论、变形估算方法；形成的“多桩型复合地基”成果编入《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79-2012，出版技术专著 1 部。 

应用情况：在郑州天下城、十二里屯城中村改造、郑州 360 广场等数百项工程中使用，产生巨大的经济

效益。获得省部级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 

 

根固桩与扩体桩技术  

持有单位/权利人：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主要完成人：周同和,康景文,郭院成,张雁,毛油田 

专有技术简介：在混凝土桩底部一定范围利用注浆、孔内灌浆、喷射搅拌注浆等形成桩根部加固或扩大

的技术；或利用全置换方法在预制桩周围形成细石混凝土、水泥砂浆混合料等的扩体技术。根固桩与扩

体桩桩具有较高的竖向和水平承载力，解决了预制桩硬土层穿越施工的难题，降低施工对预制桩损伤程

度，保证其施工质量和耐久性，扩大了预制桩使用范围。编制了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标准《根固混凝土桩

技术规程》在全国推广应用。 

应用情况：根固混凝土灌注桩技术在郑州三环化、107 辅道高架桥梁、南环东延等工程中使用，产生经

济效益超过 10 亿元；根固混凝土桩与扩体桩在郑州滨湖国际城、金融岛、农投国际中心等建筑工程中使

用，节省工程造价超过 1 亿元。监测结果表明桩基工程沉降量较小，沉降稳定较快。 

 

排桩复合全黏结锚杆支护技术  

持有单位/权利人：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周同和,郭院成等 

专有技术简介：在喷锚支护中加入排桩超前支护，排桩与混凝土面板、全黏结锚杆形成锚拉体系。利用

全黏结锚杆在破裂面以内的加筋、遮拦作用，降低了作用在支护结构上的土压力，提高了下滑土体的整

体性，达到控制变形、节省工程造价的目的。研究了全黏结锚杆的作用机制与变形控制设计方法。获得

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优秀工程勘察设计一等奖 2 项，出版技术专著 1 本。 

应用情况：已在一百多项工程中使用，经济效益超过 2.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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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桩短支撑盆式开挖基坑支护技术  

持有单位/权利人：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周同和,秦会来,郭院成,等 

专有技术简介：采用预留土带的盆式开挖方法，在距离围护结构一定范围外先行施工地下工程和主体结

构，在主体结构刚度、水平抗力达到设计要求后，利用主体结构的梁板作为传力带，在其与围护结构之

间设置水平型钢组合支撑，最后分层开挖预留土带。该技术适用于水平位移控制严格、基坑回填质量要

求较高的基坑工程。因可在型钢组合支撑中进行楼板穿越施工，无需换撑，节省了工程造价，不占有效

工期。获得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一等奖 2 项，取得国家专利 1 项。 

应用情况：在郑州建业凯旋广场、河南煤炭研究院硅谷广场、郑州瑞园、绿地新都会等十多项工程中使

用，解决了接近地铁隧道保护、临近建筑保护等的基坑开挖施工难题，取得经济效益超过亿元。 

 

一种全装配式基坑支护技术  

持有单位/权利人：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郑州城建集团投资有限公

司 

主要完成人：周同和,郭院成,等 

专有技术简介：提出一种全装配式基坑支护技术，包括长螺旋钻孔泵送水泥砂浆混合料或细石混凝土植

入管桩的扩体桩及其与素桩咬合形成支护帷幕一体化的技术，以及可回收组合钢结构内支撑技术；排桩、

内支撑、连接构件与节点处理等成套技术及设计方法。该技术适合工业化生产和现场装配式施工，其标

准化构件特别适用于城市隧道基坑支护工程的装配化施工，与常规方法相比可节省工程造价、缩短工期，

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应用情况：在多项建筑基坑工程、城市隧道基坑工程中适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下部扩体锚杆技术  

持有单位/权利人：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郑州城建集团投资有限公

司 

主要完成人：周同和,郭院成,等 

专有技术简介：一种预制管桩与高压喷射搅拌桩结合实现扩体锚杆的成套技术，提出了扩体锚杆的设计

理论和抗拔承载力计算方法。该锚杆具备抗压、抗拉双向受力时管桩均处于受压状态，管桩不会发生开

裂现象，较好的解决了囊式锚杆与基础连接等的耐久性问题，具有较高的承载力和竞争力。该技术达到

国内领先水平。 

应用情况：在多项工程中使用，比抗拔桩节省造价 50%，比囊式锚杆节省造价 20%。 

 

双排桩复合锚杆支护技术  

持有单位/权利人：郑州大学 

主要完成人：周同和,郭院成等 

专有技术简介：利用刚度较大的双排桩与锚杆复合形成双排桩锚支护形式，在对双排桩、压顶板、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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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土压力传递、荷载分配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土压力、支护结构内力的计算模型，研究了通过

对土压力作用系数、支护刚度与内力的调整，进行双排桩复合锚杆支护结构的设计计算方法。该技术特

别适用于用地紧张、周边环境变形控制要求高的基坑工程，技术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应用情况：应用于郑州绿地之窗基坑群、绿地中央广场等多项超深基坑工程中，经济效益达 5000 万元。 

 

深厚杂填土与砂卵石基坑工程柔性锚杆支护技术  

持有单位/权利人：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主要完成人：周同和,李明宇,郭院成等 

专有技术简介：在深厚砂卵石、深厚杂填土地层中，以柔性锚杆、混凝土面板或排桩形成类加筋土挡墙，

充分发挥砂卵石、杂填土抗剪强度。通过反演、现场试验等综合方法确定砂卵石、杂填土抗剪强度取值；

形成锚杆承载力设计，面板混凝土结构与锚板节点计算，支护结构内部稳定性、抗滑稳定性以及倾覆稳

定性验算的理论与成套施工技术。具有较好的经济性。 

应用情况：在洛阳正大广场砂卵石基坑工程、郑州绿地滨湖国际城、郑州绿地城深厚杂填土深基坑中应

用，经济效益达 8000 万元。 

 

复合桩墙支护与主动区加固技术  

持有单位/权利人：郑州大学综合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郑州大学土木工程学院 

主要完成人：周同和,郭院成 

专有技术简介：采用微型桩，注浆，强夯等手段对支护土体进行加筋、充填加固，降低支护结构水平荷

载的综合技术，技术效果独特，可用于基坑临时超载的支护，基坑工程加固处理，无支撑、锚杆的浅基

坑工程，获得建设部华夏科技进步奖 1 项，取得国家专利 1 项。 

应用情况：在郑州绿地峰会天下、郑州天下城、郑州 360 广场等数十项工程中推广使用，取得良好经济

效益。 

 

其他 

解决重大工程建设技术难题：混合配筋预应力混凝土管桩技术 

简介：国内最早提出并研发成功 PRC 管桩，在预应力管桩中加入非预应力钢筋，形成混合配筋预应力混

凝土管桩，比传统管桩的抗弯承载力提高 10%~30%，破坏时挠度增加 50%以上，裂缝宽度降低 50%，

大幅度改善了预应力管桩的延性和耐久性，解决了管桩易产生脆性破坏的问题。获得省部级优秀工程勘

察设计一等奖 1 项，科技进步奖 1 项。 

 

解决重大工程建设技术难题：CMC 桩处理深厚杂填土地基技术 

简介：利用长螺旋干作业成孔压灌细石混凝土后植入预应力混凝土桩，可形成桩基或桩承式路基，解决

了深厚杂填土地基工程桩设计选型与施工的难题，为杂填土路基处理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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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复合成孔混凝土桩处理湿陷性黄土地基技术 

简介：提出了一种上部（湿陷性土）静压挤密成孔、下部（非湿陷性土）长螺旋干作业成孔的混凝土桩

施工工艺与成套技术，解决了采用预制桩处理湿陷性黄土大面积施工时可能发生的挤断、偏位、上浮等

质量问题；用“一孔一桩”代替“双桩（灰土挤密+CFG 复合地基）”，具有工序简单、施工速度快、不产生

扬尘和噪音等优点，经济效益显著。创新了利用挤土效应消除湿陷性的设计理论及按目标干密度进行桩

间距的设计方法，该成果具有独创性，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技术创新：取土三维高压喷射搅拌水泥土桩技术 

简介：采用钻机预先取出部分土体，然后在取土孔内设置带有喷射搅拌注浆叶片和喷嘴的钻杆，自下而

上进行高压喷射搅拌注浆。其中喷嘴设置为侧向喷嘴（高压径向喷射水泥浆）、竖向喷嘴（低压向下喷

射水泥浆），以提高水泥土均匀性和强度。因预先取土，大幅度减少了施工过程中泥浆排放量和水泥浆

泛浆量，减少施工污染土排放 30%以上，节省水泥 20%，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技术创新：深层高压喷射搅拌水泥土桩技术 

简介：在国内最早提出了内部搅拌、外围高压喷射的水泥土桩施工技术，解决了水泥土咬合桩施工易产

生渗漏的技术难题，与传统高压旋喷相比节省水泥 30%，提高工效 50%，被列为国家十五建设事业推广

技术。相关研究论文获得詹天佑土木工程大奖优秀论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