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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塔吊基础结构，包括

支撑框架和钢箱梁组，所述钢箱梁组由所述支撑

框架的牛腿支撑，所述塔吊由所述钢箱梁组支

撑，所述支撑框架从高层建筑的地下室底板下方

贯穿所述地下室底板至所述地下室底板上方。本

实用新型通过将钢箱梁组搁置在支撑框架的牛

腿上，减少了支撑框架的水平位移，从而减小了

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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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塔吊基础结构，用于承载塔吊，其特征在于，包括支撑框架和钢箱梁组，所述钢

箱梁组由所述支撑框架的牛腿支撑，所述塔吊由所述钢箱梁组支撑，所述支撑框架从高层

建筑的地下室底板下方贯穿所述地下室底板至所述地下室底板上方。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塔吊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箱梁组包括焊接于所述牛

腿上的横向梁、焊接于所述横向梁上的纵向梁，焊接于横向梁与纵向梁交界处的交叉梁组

成。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塔吊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横向梁至少设置两根，所述

纵向梁至少设置两根；所述纵向梁的一端焊接于一根所述横向梁的上表面，另一端焊接于

另一根所述横向梁的上表面；所述交叉梁的一端焊接于一根纵向梁与一根横向梁的交界

处，另一端焊接于另一根纵向梁与另一根横向梁的交界处，所述交叉梁和所述纵向梁形成

的平面支撑所述塔吊底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塔吊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支撑框架由水平向的钢管和

竖直向的钢管搭建而成，所述牛腿固定于支撑框架的竖直向的钢管的侧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塔吊基础结构，其特征在于，所述钢管内含有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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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塔吊基础结构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建筑施工领域，尤其涉及一种塔吊基础结构。

背景技术

[0002] 塔吊是建筑工地上最常用的一种起重设备又名“塔式起重机”，以一节一节的接高

(简称“标准节”)的方式，用来吊施工用的钢筋、木楞、混凝土、钢管等施工的原材料。使用塔

吊时，需先构建塔吊基础。传统的钢结构塔吊基础大多采用工字钢以刚性连接的方式焊接

在钢结构支撑柱侧边的构建方案，这种塔吊基础在支撑塔吊工作时，钢结构的节点会承受

的较大弯矩，导致钢结构支撑柱产生较大的水平位移，容易产生较大的安全隐患。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塔吊基础结构，用于减小与钢结构支撑柱连接的节点处的固

端弯矩，减小了钢结构支撑柱的水平位移，从而解决上述问题。

[0004] 为达到上述目的，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塔吊基础结构，用于承载塔吊，包括支撑

框架和钢箱梁组，所述钢箱梁组由所述支撑框架的牛腿支撑，所述塔吊由所述钢箱梁组支

撑，所述支撑框架从高层建筑的地下室底板下方贯穿所述地下室底板至所述地下室底板上

方。

[0005] 作为优选，所述钢箱梁组包括焊接于所述牛腿上的横向梁、焊接于所述横向梁上

的纵向梁，焊接于横向梁与纵向梁交界处的交叉梁组成。

[0006] 作为优选，所述横向梁至少设置两根，所述纵向梁至少设置两根；所述纵向梁的一

端焊接于一根所述横向梁的上表面，另一端焊接于另一根所述横向梁的上表面；所述交叉

梁的一端焊接于一根纵向梁与一根横向梁的交界处，另一端焊接于另一根纵向梁与另一根

横向梁的交界处，所述交叉梁和所述纵向梁形成的平面支撑所述塔吊底部。

[0007] 作为优选，所述支撑框架由水平向的钢管和竖直向的钢管搭建而成，所述牛腿固

定于支撑框架的竖直向的钢管的侧面。

[0008] 作为优选，所述钢管内含有混凝土。

[000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的有益效果是：

[0010] 本实用新型提供了一种塔吊基础结构，用于承载塔吊，包括支撑框架和钢箱梁组，

所述钢箱梁组由所述支撑框架的牛腿支撑，所述塔吊由所述钢箱梁组支撑，所述支撑框架

从高层建筑的地下室底板下方贯穿所述地下室底板至所述地下室底板上方。本实用新型通

过将钢箱梁组搁置在支撑框架侧面的牛腿上，减少了支撑框架的水平位移，从而减小了安

全隐患。

附图说明

[0011] 图1为本实用新型提供的支撑框架的牛腿节点处横截面示意图；

[0012] 图2为牛腿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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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图3为图1中A-A处截面图；

[0014] 图4为图1中B-B处截面图。

[0015] 图中：111-第一柱、112-第二柱、113-第三柱、114-第四柱、115-  第五柱、116-横向

钢管、117-工字钢、13-牛腿，131-主筋预留孔，132-  混凝土溢浆孔，20-钢箱梁组、21-横向

梁、22-纵向梁、23-交叉梁、  30-塔吊柱脚、40-底板、50-核心筒墙体。

具体实施方式

[0016]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

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

[0017] 请参照图1，本实用新型提供一种塔吊基础结构，用于支撑塔吊，使得塔吊在该塔

吊基础上承建并工作。

[0018] 具体地，所述塔吊基础结构从下至上依次包括设置在自地下室的底板40下方贯穿

底板40至底板40上方的支撑框架、设置于所述支撑框架内且位于底板40上方的钢箱梁组

20，所述塔吊(未图示)则设置于所述钢箱梁组20上。本实用新型中的上方以图4中箭头a所

指的方向为准，该图中与之相反的方向则定义为下方。

[0019] 所述支撑框架为由横向钢管116和竖直向钢管搭建而成的长方体，为方便描述，以

长方体的长度方向作为纵向，宽度方向作为横向，垂直于纵向某一直线与横向某一直线形

成的平面的方向为平行于图4  中箭头a的竖直方向，该长方体包括四个相交形成四条侧棱

的四个侧面，分别为两个相对的长侧面、两个相对的短侧面，每个长侧面沿着纵向各等距分

布五个竖直向钢管，两个长侧面共计十个竖直向钢管，其中四个竖直向钢管作为长方体的

四个侧棱，每个长侧面的五个竖直向钢管沿着纵向依次定义为第一柱111、第二柱112、第三

柱113、第四柱114和第五柱115，两个长侧面上的第一柱111、第二柱112设置于一个核心筒

墙体50中，两个长侧面上的第三柱113、第四柱114  和第五柱115皆设置于另一个核心筒墙

体50中，一个长侧面上第一柱111和另一个长侧面上的第一柱111之间使用横向钢管116连

接，且该横向钢管116由至少两根工字钢117在竖直方向作支撑，至少两根工字钢117位于上

述两个第一柱111之间并横向等距设置，按照上述同样的方式，一个长侧面上的第四柱114

和另一个长侧面之间的第四柱114之间使用横向钢管116连接，该横向钢管116也由至少两

个工字钢117在竖直方向作支撑。

[0020] 较佳地，构成支撑框架的竖直向钢管和横向钢管116内皆浇筑混凝土，以增强自身

强度从而增大支撑强度。

[0021] 每个长侧面上的第二柱112和第三柱113的侧面设置有牛腿13，使得支撑框架具有

四个牛腿13，两个长侧面对应的牛腿13的正投影形成的形状为横向且相向延伸，所述钢箱

梁组20则固定于上述四个牛腿13之上。请参照图2，每个牛腿13上形成有八个排列成两列的

主筋预留孔131和位于两列主筋预留孔131之间的一个混凝土溢浆孔  132，列的方向平行于

纵向，主筋预留孔131和混凝土溢浆孔132皆从牛腿13的最顶端面贯穿至最底端面，且上述

两种孔的轴向皆为竖直方向，主筋预留孔131是为后期钢管的外包混凝土柱的钢筋穿绕作

预留，混凝土溢浆孔132是为了后期钢管外包混凝土浇筑时能够浇筑密实。

[0022] 请参照图2和图3，所述钢箱梁组20设置于支撑框架的两个长侧面之间，由两根焊

接于所述牛腿13上的横向梁21和两根焊接于所述横向梁21上的纵向梁22、焊接于两根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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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22之间的交叉梁23 组成，一根所述横向梁21一端焊接于一个长侧面的第二柱112的牛腿

13上，另一端焊接于另一个长侧面的第二柱112的牛腿13上，另一根所述横向梁21一端焊接

于一个长侧面的第三柱113的牛腿13上，另一端焊接于另一个长侧面的第三柱113的牛腿13

上；每根纵向梁  22的一端焊接于一根横向梁21的上表面，另一端焊接于另一根横向梁21的

上表面，两根纵向梁22相互平行；一根交叉梁23的一端焊接于一根纵向梁22与一根横向梁

21的交界处，另一端焊接于另一根纵向梁22与另一根横向梁21的交界处，两根交叉梁23的

长度方向交叉。

[0023] 较佳地，上述横向梁21、纵向梁22和交叉梁23皆为工字钢。

[0024] 自此，塔吊基础结构形成，施工时，塔吊柱脚30则固定于纵向梁22与交叉梁23构成

的平面上进行工作。

[0025] 显然，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实用新型进行各种改动和变型而不脱离本实用新

型的精神和范围，倘若本实用新型的这些修改和变型属于本实用新型权利要求及其等同技

术的范围之内，则本实用新型也意图包括这些改动和变型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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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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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说　明　书　附　图 2/2 页

7

CN 210712904 U

7


	BIB
	BIB00001

	CLA
	CLA00002

	DES
	DES00003
	DES00004
	DES00005

	DRA
	DRA00006
	DRA00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