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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着力体现教学内容的实践性和应用性。
教材前6章主要介绍土力学的基本原理，使读者能够掌握土工试验方法，掌握土体的变形、强度和稳
定性的基本内容和分析方法；后几章则讨论了工程勘察、地基处理、基坑工程、浅基础、桩基础、地
基基础的动力特性等内容，尽量反映我国近年来的工程实践经验和工程案例，以培养读者解决工程实
际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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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1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的重要性 土力学（soil mechanics）与基础工程（foundation
engineerlng）是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王力学）和专业课（基础工程）。
其中土力学是从力学与工程的角度研究土的科学，基础工程则是土力学知识在土木工程中的实际应用
。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课程涉及工程地质学（engineering geology）、力学、工程结构设计和施工等多个学
科，内容极其广泛，有较强的理论性、实践性和综合性。
任何建筑物或构筑物（building and structures）都建造在地层上，受到建筑物及其基础荷载影响的那部
分地层称为地基（subgrade，foundation soil）。
对于埋置深度和平面尺寸不大的基础，受到影响的地层就是地基，其深度大约相当于几倍基础底面宽
度。
地基包括岩石地基和土层地基，作为建筑物地基的土是岩石经风化等作用而形成的。
由于土的形成年代、生成环境及物质成分不同，土可分为碎石土（ stone）、砂土（sand）、粉土（silt
）、粘性土（clay）、杂填土和特殊土等，土的工程特性亦复杂多变。
例如，我国沿海及内陆地区的软土，西北、华北和东北等地区的黄土。
高寒地区的永冻土，以及分布广泛的红粘土、膨胀土和杂填土等，性质各不相同。
在土木工程建设中，天然土层常被用作各种建构筑物的地基。
例如，在土层上建造房屋、桥梁、涵洞和堤坝等；在土层中修筑地下建筑、地下管道、渠道和隧道等
；还可利用土作为土工建筑物的材料，如修筑土堤和土坝。
因此，土是土木工程中应用最广泛的工程材料和介质。
基础（foundation）是建筑物最底下与地基接触的、扩大的那部分结构，通常由砖石、混凝土或钢筋混
凝土等建筑材料建造。
基础的作用是将建筑物的上部结构荷载通过扩散后，使基础底面的应力强度减小，然后传给地基。
地基与基础是建筑物的根本，任何一座建筑物，都必须有牢固扎实的地基和基础。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大量超高层建筑、地下工程等土木建筑的兴建，土力学理论和地基基础技术将
会对建筑物的安全产生更加重要的影响。
工程实践表明，各国发生的土木工程事故中，因地基基础勘察设计或施工不当引起的数量最多。
地基基础工程又属于地下隐蔽工程，一旦发生事故，补救非常困难。
因此，地基基础的勘察、设计与施工质量直接关系着建筑物的安全。
此外，地基基础工程的造价，在建筑物总造价中所占的比例，视建筑物复杂程度、设计、施工的合理
与否，可以变动于百分之几甚至到百分之三四十之间。
所以，本课程是高等院校土木建筑类有关专业的大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一门现代科学。
 拟建建筑物场地一旦确定，人们对其地质条件便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是尽可能的认识它，并合理地
利用或处理它。
为了保证工程安全，地基土体必须满足承载力和稳定性要求，还必须满足其变形（沉降和不均匀沉降
）不超过建（构）筑物的允许值要求。
若不满足上述要求，就可能发生严重的工程事故。
以下列举一些工程案例来说明地基基础工程的重要性。
 苏州虎丘塔建成于北宋公元961年，7层，高47.5 m。
全部砖砌，为仿楼阁式砖混结构塔。
勘察表明塔基下土层可划分为5层，每层的厚度不同，因地基沉降不均导致塔身向东北方向严重倾斜
。
1980年，经测量塔顶偏离中心线2. 32 m。
后来通过在塔四周建造一圈桩排式地下连续墙并 对塔基及周围进行钻孑L注浆和树根桩加固等措施，
有效地控制了塔身的进一步倾斜。
 上海展览中心馆中央大厅为框架结构，箱形基础两层，埋深7. 27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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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基顶面至中央大厅上面的塔尖，总高96. 63 m。
地基为淤泥质土，压缩性很大。
该馆于1954年5月开工，当年年底实测平均沉降量为600 mm。
到1979年9月，该馆累计平均沉降量为1600 mm，逐渐趋向稳定。
建筑 物严重下沉使室内外地坪高差大，行走不便，室外散水倒坡、雨水积聚，尤其是上下水道、照明
、通信、动力电缆内外连接的管网发生折断现象。
 1972年6月，香港下起了特大暴雨，雨量达1658.6 mm。
7月18日晨7点，山坡发生大滑坡，几万立方米土体下滑的巨大冲击力通过一座位于山坡上的高层住宅
——宝城大厦。
顷刻之间，大厦被冲毁，并砸毁邻近大楼一角。
在此居住的银行界人士120人当场死亡，引起全世界极大震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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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可供建筑工程、交通土建工程、岩土与地下工程、城镇建设等大土木及相近专
业本科生教学使用，也可供从事土建工程实际工作的勘察、设计、施工和参加相关国家注册执业资格
考试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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