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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前言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是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是根据高职高专土建类房屋建筑工程专业教
学的基本要求并结合目前教学改革发展的需要以及在实际工程中专业的最新动态编写的。　　《土力
学与地基基础》共分十一章，主要内容包括土的物理性质与工程分类、土中应力计算、地基变形计算
、土的抗剪强度与地基承载力、土压力及边坡稳定、地基勘察、天然地基上的浅基础设计、桩基础、
基坑工程与其他深基础、地基处理、特殊土地基及山区地基。《土力学与地基基础》采用了最新修订
的《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以及其他岩土工程新规范、新规程和新标准，结合高职高专教育的特点
，突出应用性和针对性。在编写过程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应用，同时编入了较多的新技术和新
方法。另外，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土质区域性强，为了照顾各地区特点，对膨胀土地基、
红粘土地基、湿陷性黄土地基、山区地基做了必要的介绍，授课时可结合本地区特点合理取舍。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由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张力霆主编，张力霆编写绪论、第一、二、三、
六章；连云港化工高等专科学校樊华编写第四、十章；西南交通大学峨眉分校陈伟庆编写第五、十一
章，长春工程学院吴景华编写第七、八、九章。全书由张力霆统稿。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由天
津大学杨进良教授主审，在编写过程中还得到了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秦植海教授的大力支持，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在编写过程中正值岩土工程专业基本规范《建筑地基
基础设计规范》修订之际，《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的一些内容引用了该规范（征求意见稿）的有关规
定，其他相关内容则采用现行规范规定，在使用《土力学与地基基础》时应注意规范内容的交替与衔
接。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带x的章节，教师和学生可根据专业、学时等具体情况决定取舍。由
于作者的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有限，《土力学与地基基础》错误及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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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内容概要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是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全书内容共分十一章，包括土的物理性质与工程
分类、土中应力计算、地基变形计算、土的抗剪强度与地基承载力、土压力及土坡稳定、地基勘察、
天然地基上的浅基础设计、桩基础及其他深基础、基坑工程、地基处理、特殊土地基及山区地基。每
章正文之前有学习目标，正文之后有小结、思考题、习题。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参照我国最新修订的（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和其他岩土工程新规范、新标
准，精选内容，突出了应用性和针对性。《土力学与地基基础》可作为高等职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
、成人高校以及本科院校举办的二级职业技术学院的土建类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教材，
也可作为土建类相关专业的课程教材，同时可供土建类专业勘察、设计和施工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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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书籍目录

绪论0.1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课程简介0.2 正确处理土力学与地基基础问题的重要性0.3 本课程的特点和学
习要求第一章 土的物理性质与工程分类学习目标1.1 土的概念与基本特征1.2 土的生成1.3 土的组成1.4 
土的三相量比例指标1.5 无粘性土的密实度1.6 粘性土的稠度1.7 土的压实原理1.8 地基土（岩）的工程
分类小结思考题习题第二章 土中应力计算学习目标2.1 土中应力形式2.2 土中自重应力2.3 基底压力2.4 
土中附加应力小结思考题习题第三章 地基变形计算学习目标3.1 土的压缩性3。2 地基最终变形计算3.3 
土的渗透性与渗透变形3.4 饱和粘性土的单向渗透固结理论3.5 建筑物沉降观测与地基变形容许值3.6 渗
透固结的多维问题简介小结思考题习题第四章 土的抗剪强度与地基承载力学习目标4.1 土的抗剪强度
与极限平衡理论4.2 土的剪切试验4.3 土的剪切特性4.4 地基破坏过程及按塑性区发展范围确定地基承载
力4.5 按极限荷载确定地基承载力小结思考题习题第五章 土压力及土坡稳定学习目标5.1 挡土墙的作用
与土坡的划分5.2 挡土墙的土压力类型5.3 朗肯土压力理论5.4 库仑土压力理论5.5 特殊情况下的土压力
计算方法5.6 挡土墙的设计5.7 土坡稳定分析小结思考题习题第六章 地基勘察学习目标6.1 地基勘察的基
本概念6.2 地基勘察方法6.3 地基勘察报告书6.4 验槽小结思考题习题第七章 天然地基上的浅基础设计学
习目标7.1 基础的划分7.2 基础材料7.3 浅基础的类型及构造7.4 基础埋置深度的选择7.5 地基承载力的确
定7.6 浅基础的设计与计算7.7 上部结构、基础和地基共同作用的概念7.8 减轻不均匀沉降的措施小结思
考题习题第八章 桩基础及其他深基础学习目标8.1 桩基础的应用范围8.2 桩的类型8.3 单桩竖向承载力的
确定8.4 群桩承载力计算8.5 单桩水平承载力8.6 桩及桩承台的设计与计算8.7 其他深基础小结思考题习
题第九章 基坑工程学习目标9.1 基坑支护结构的作用和类型9.2 基坑工程的计算与设计9.3 地下连续墙与
逆作法9.4 施工与检测小结思考题习题第十章 地基处理学习目标10.1 地基处理的基本概念10.2 换填
法10.3 预压法10.4 强夯法10.5 挤密桩法10.6 化学加固法10.7 加筋法10.8 托换法小结思考题习题第十一章 
特殊土地基及山区地基学习目标11.1 膨胀土地基11.2 红粘土地基11.3 湿陷性黄土地基11.4 山区地基小结
思考题习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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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章节摘录

　　现由粗到细的变化，但由于搬运距离短，颗粒棱角仍较明显。由于靠近山地的洪积土颗粒较粗，
承载力一般较高，属于良好的天然地基；离山较远的地段所形成的洪积土颗粒较细，成分均匀，厚度
较大，这部分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因受到周期性干旱的影响，土质较为密实，是良好的天然地基；
另一种由于场地环境影响，地下水溢出地表，造成沼泽地带，因此承载力较低。　　4。冲积土　　
冲积土是流水的作用力将河岸基岩及上部覆盖的坡积土、洪积土剥蚀后搬运、沉积在河道坡度较平缓
的地带形成的。随着水流的急、缓、消失重复出现，冲积土呈现出明显的层理构造。由于搬运过程长
，搬运作用显著，棱角颗粒经碰撞、滚磨逐渐形成亚圆形或圆形的颗粒。搬运距离越长，沉积的颗粒
越细。 5。其他沉积土 除上述几种沉积土之外，还有海洋沉积土、湖泊沉积土、冰川沉积土、海陆交
互相沉积土和风积土。它们分别由海洋、湖泊、冰川及风的地质作用而形成。下面仅介绍湖泊沉积土
。　　湖泊沉积土主要由湖浪冲击湖岸，破坏岸壁形成的碎屑组成。近岸带沉积的主要为粗颗粒，远
岸带沉积的是细颗粒。近岸带有较高的承载能力，远岸带则差些。湖心沉积物是由河流和湖流夹带的
细小颗粒到达湖心后沉积形成的，主要是粘土和淤泥，常夹有细砂、粉砂薄层，称为带状土。这种土
压缩性高，强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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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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