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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建筑工程中，我们把因承受建筑物荷载而导致应力状态发生改变的土层称为地基；把将建筑物
荷载传给地基的那部分结构称为基础。
地基与基础是建筑的根基，其勘察、设计和施工质量，直接关系着建筑物的安危。
　　“地基与基础”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它涉及工程地质学、土力学、建筑力学、建筑结构、
建筑材料、施工技术等科学领域。
因此在学习本课程时，既要注意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又要注意紧紧抓住土的应力、强度和变形这一核
心问题。
同时要特别注意理论联系实际，不能盲目生搬硬套理论，要学会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为此，我们根据高等院校土建专业课程的特点，结合当前工程建设领域对地基基础工程的要求，
并针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和地基基础技术发展，组织编写了本教材。
全书共分十章，内容包括土的物理性质及工程分类、地基中的应力计算、土的压缩性与地基沉降计算
、土的抗剪强度与地基承载力、土压力与土坡稳定、建筑场地的工程地质勘察、天然地基上浅基础的
设计、桩基础、软弱地基处理、区域性地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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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主要包括土的物理性质及工程分类、地基中的应力计算、土的压缩性与地基沉降计算、土的抗
剪强度与地基承载力、土压力与土坡稳定、建筑场地的工程地质勘察、天然地基上浅基础的设计、桩
基础、软弱地基处理、区域性地基等内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作为相关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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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一章　土的物理性质及工程分类　第一节　土的构成及其构造　第二节　土的物理性质指标　
第三节　土的物理状态指标　第四节　土的压实性与渗透性　第五节　地基岩土的工程分类　第六节
　岩土的野外鉴别方法第二章　地基中的应力计算　第一节　土体自重应力的计算　第二节　基底压
力的计算　第三节　水平荷载作用下地基中应力的计算　第四节　竖向荷载作用下地基附加应力的计
算第三章　土的压缩性与地基沉降计算  第一节　土的压缩性  第二节　地基最终沉降量的计算  第三节
　地基沉降与时间的关系  第四节　建筑物沉降观测与地基容许变形值第四章　土的抗剪强度与地基
承载力  第一节　土的抗剪强度与极限平衡条件  第二节　土的抗剪强度试验方法  第三节　不同排水条
件下的剪切试验  第四节　地基的临塑荷载与临界荷载  第五节　地基的破坏形式  第六节　深基础地基
的极限承载力第五章　土压力与土坡稳定　第一节　土压力的类型及影响因素　第二节　静止土压力
的计算　第三节　朗肯土压力理论　第四节　库伦土压力理论　第五节　特殊情况下的土压力计算　
第六节　挡土墙的设计　第七节　边坡工程稳定性分析　第八节　（基坑）支护结构第六章　建筑场
地的工程地质勘察　第一节　工程地质勘察概述　第二节　工程勘察的内容　第三节　工程地质测绘
与调查　第四节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第五节　基槽检验与地基局部处理第七章　天然地基上浅基础
的设计　第一节　地基基础设计概述　第二节　浅基础设计的类型　第三节　浅基础设计的原则与步
骤　第四节　基础埋置深度的确定　第五节　无筋扩展基础设计　第六节　扩展基础设计　第七节　
高层建筑筏形基础设计　第八节　减少基础不均匀沉降的措施第八章　桩基础　第一节　桩基础概述
　第二节　单桩竖向承载力的确定　第三节　单桩水平承载力的确定　第四节　群桩基础设计　第五
节　桩基础设计第九章　软弱地基处理第十章　区域性地基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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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土的物理性质及工程分类　　第一节 土的构成及其构造　　一、土的成因　　岩石经过
风化、剥蚀、搬运、沉积等过程后，所形成的各种疏松的沉积物，在建筑工程上都称之为“土”。
这是土的狭义概念。
土的广义概念是将整体岩石也包括在内，但人们一般都使用土的狭义概念。
　　风化作用与气温变化、雨雪、山洪、风、空气、生物活动等（也称为外力地质作用）密切相关，
一般分为物理风化、化学风化和生物风化三种。
由于气温变化，岩石胀缩开裂、崩解为碎块的属于物理风化。
这种风化作用只改变颗粒的大小与形状，不改变矿物成分，形成的土颗粒较大，称为原生矿物。
由于水溶液、大气等因素的影响，使岩石的矿物成分不断溶解水化、氧化、碳酸盐化引起岩石破碎的
属于化学风化。
这种风化作用使岩石的矿物成分发生改变，土的颗粒变得很细，称为次生矿物。
由于动、植物的生长使岩石破碎的属于生物风化，这种风化作用具有物理风化和化学风化的双重作用
。
　　由于成土过程各环节交错反复，成土的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因此，土的类型与性质是千差万
别的。
但是在大致相同的地质年代及相似的沉积条件下形成的堆积物往往在成分及性质上是相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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