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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学与地基基础》

前言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和《教育部关于以就业
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的精神，加强教材建设，确保教材质量，中国电力教育协
会组织制订了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教材规划。该规划强调适应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院校，满足学
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坚持专业基础课教材与教学急需的专为教材并重、新编与修订相结合。本
书为修订教材。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全国各地高等学校正在
进行专业改革，以拓宽学生的专业知识。由于全国各地高等学校层次不同，就需要不同的课程教材。
本教材适用于土木工程专业建筑工程方向，兼顾相关专业如建筑管理、工程造价等专业的教学需要，
也可作为建筑施工企业、工程咨询部门的工作参考书。教学时各校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选用。　　本
书是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编写，系统介绍了土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础工程设计原理和方法，
注重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实用性。为了便于学生复习与自学，各章还安排了内容提要和大量的思考题
和习题，以加深学生的理解和掌握。本教材第一版发行以来，得到了很多院校的选用，提出了宝贵的
修订意见，该教材是在第一版的基础上，结合使用情况进行修订而成。　　全书由山东建筑大学组织
编写，孔军主编。具体编写人员分工为：孔军、田洪水编写第一章、第七章、第九章，高翔编写第二
章、第三章、第四章，肖俊华编写第五章、第八章，吕丛军、田洪水编写第六章，孙剑平、魏焕卫编
写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全书由石油大学战永亮主审。　　本书在编写工程中参考了大
量的文献资料，在此谨向这些文献的作者表示衷心感谢，由于篇幅有限，文献目录未能全部列出。　
　对本教材第一版发行以来，提出了宝贵的修订意见的同行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鉴于编者水平有
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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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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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地下水的埋藏条件　　通常把透水的地层称为透水层，而相对不透水的地层称为隔水层。地
下水按埋藏条件可分为上层滞水、潜水和承压水三种类型，如图2-10所示。　　（1）上层滞水。上层
滞水指埋藏在地表浅处、局部隔水层（透水体）的上部且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下水。上层滞水的分布范
围有限，其来源主要是大气降水补给，其动态变化与气候等因素有关，只有在融雪后或大量降水时才
能聚集较多的水量。　　（2）潜水。埋藏在地表以下第一个稳定隔水层以上的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下
水称为潜水。其自由水面称为潜水面，此面用高程表示称为潜水位。自地表至潜水面的距离为潜水的
埋藏深度。潜水的分布范围很广，它一般埋藏在第四纪松散沉积层和基岩风化层中。潜水直接由大气
降水、地表江河水流渗入补给，同时也由于蒸发或流入河流而排泄，它的分布区与补给区是一致的。
因此，潜水位的变化直接受气候条件变化的影响。　　（3）承压水。承压水指充满于两个连续的稳
定隔水层之间的含水层中的地下水。它承受一定的静水压力。在地面打井至承压水层时，水便在井中
上升，有时甚至喷出地表，形成自流井，如图2-10所示。由于承压水的上面存在隔水顶板的作用，它
的埋藏区与地表补给区不一致。因此，承压水的动态变化，受局部气候因素影响不明显。　　地下水
的运动有层流和紊流两种形式。地下水在土中孔隙或微小裂隙中以不大的速度连续渗透时属层流运动
；而在岩石的裂隙或空洞中流动时，速度较大，会有紊流发生，其流线有互相交错的现象。　　地下
水含有各种化学成分，当某些成分含量过多时，如硫酸根离子、氢离子以及游离的二氧化碳等，会腐
蚀混凝土、石料及金属管道而造成危害。　　二、土的渗透性　　土是一种三相组成的多孔介质，其
孔隙在空间互相连通。土孔隙中的自由水在重力作用下，只要有水头差就会发生流动。土中水从土体
孔隙中透过的现象称为渗透。土体具有被液体（如土中水）透过的性质称为土的渗透性或透水性。液
体（如地下水、地下石油）在土孔隙或其他透水性介质（如水工建筑物）中的流动问题称为渗流。土
的渗透性同土的强度、变形特性一起，是土力学中的几个主要课题。强度、变形、渗流是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的，土木工程领域内的许多工程实践都与土的渗透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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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挺好的，写的内容不是很多，但是都是重要知识点。
2、是正版的吗
3、教课书教课书教课书教课书。
4、规划教材，编写的不错，有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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