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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地质历史及物质成分都有很大差异，从东到西，从南到北
分布着不同类型的特殊土质，如：软弱土、湿陷性黄土、膨胀性黏土、红土、冻土、地震液化土。
这些土的工程性质差异很大，如果处理不当会对工程造成极大的危害。
在以往的工程实践中，由于对特殊土的性质认识不足，建在这些特殊土地基上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常
常由于不良的地质病害，造成开裂、滑移、倾倒、塌陷等诸多工程质量问题，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
巨大的损失。
　　近十几年来，我国的土木工程建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水平快速发展，&ldquo;西气东输&rdquo;
、&ldquo;南水北调&rdquo;、&ldquo;青藏铁路&rdquo;和&ldquo;三峡水利水电工程&rdquo;等大型工程
建设以及&ldquo;十一五&rdquo;期间即将上马的跨越南北东西的&ldquo;四纵四横&rdquo;高速铁路，其
建设场地遍及我国的各个角落，工程技术人员常常面临许多棘手的不同性质的特殊土工程问题。
如&ldquo;青藏铁路&rdquo;创世界高原冻土建设之最，&ldquo;南水北调&rdquo;沿线分布有大量的膨胀
土，&ldquo;京沪高速铁路&rdquo;将穿越广大的软土地区。
　　为打破工程技术人员对特殊土知识匮乏的局面，加强对特殊土知识全面、系统的学习，在读者已
具备土力学、地基基础等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参照国家最新颁布的相关规范：《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21-2001）、《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02）、《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GJ 79-2002）、《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6）、《湿陷性黄土地基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2004）、《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01）、《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CB 50010一-2002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一-2001）、{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2003）、《铁
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TB10002.5-2005），及近年来国家、部委和地方所颁布的相关规范：《
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GBJ 112－87）、《铁路工程地质膨胀土勘测规则）（TB 10042&mdash;95
）、《上海地基基础设计规范》（DGJ 08－11－1999）、《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J 024
－85）、《软土地区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GJ 83－91）、《冻土地区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JcJ
118－98）等几十本现行规范和规程编写本书，以使读者通过本书的学习，掌握与特殊土有关的内容，
特别是新规范增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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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涉及软土、黄土、膨胀土、冻土、红黏土及地震地区的液化土等相关内容，重点介绍各种特
殊土的基本知识、特有工程性质、分布、成因、类别，工程勘察要求、病害、工程设计与工程中的应
对措施及主要的处理方法。
作者在本书中力求反映本学科国内外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和新发展，以期对工程技术
人员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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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节 软土地基的评价　　一、建筑场地条件　　1.稳定性评价　　软土地基上常用的稳定性分
析方法一般有：简单条分法、毕肖普法、宫川法、简布普遍条分法、复式圆弧法等。
　　在建筑物场地内，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地基的稳定性分析。
　　（1）当建筑物离池塘、河岸、边坡较近时，应判定软土侧向塑性挤出或滑移产生的危险程度；
　　（2）当地基土受力范围内有基岩或硬土层，且表面起伏倾斜时，应分析判定该面以上的地基土
沿此倾斜面产生滑移或不均匀变形的可能性；　　（3）对含有浅层沼气带的地基，应分析判定沼气
逸出对地基稳定性和变形的影响；　　（4）评定地下水位的变化幅度、水力梯度和承压水头等水文
地质条件对软土地基稳定性和变形的影响；　　（5）在沿海滩地一带含盐的软土，受到地表雨水、
淡水河流排泄、渗流作用，致使土层强度降低、灵敏度增大，为此应注意分析、评价地基土力学性质
变化对工程的影响。
　　2.强震区的场地和地基的稳定性评价　　在强震区对场地和地基应进行稳定性评价，根据工程需
要综合考虑地震活动、地质、地貌、地下水埋藏等条件，评定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划分对建筑物
抗震有利地段、不利地段及危险地段；作出震陷和液化稳定性分析。
　　（1）场地抗震地段划分　　有利地段：地形平坦或地貌单一的平缓坡地和地层较均一、地下水
埋藏较深、下伏基岩面较平缓、无断裂带通过的地段。
　　不利地段：多种地貌交接部位，断层河谷交叉处，河岸或边坡边缘处；地基持力层在平面上分布
有软弱不均地段（如古河道、暗塘暗浜、半挖半填地段等）；存在较厚的可液化土层；有较大基岩断
层带通过地段；地下水埋藏很浅而且有承压性地段。
　　危险地段：活动基岩断裂或发震断裂带地段；地震时可能滑坡、崩塌、地裂或地陷地段。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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