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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B7_E6_80_A7_E9_c63_535228.htm ［摘 要］本文通过湿

陷性黄土地基的湿陷性以及湿陷机理分析，对湿陷类别和等

级的判别，提出对湿陷性黄土地基处理的方法及质量检测与

控制在施工中的建议。 ［关键词］湿陷性黄土；湿陷机理；

地基处理；质量控制 1．前言 湿陷性黄土泛指饱和的结构不

稳定的黄色土，在自重压力或自重压力与附加压力作用下，

受水浸湿后，土的结构迅速破坏，发生显着下沉的现象。它

的这种特性，会对结构物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使路基及结

构物大幅度沉降、折裂、倾斜，严重影响其安全和使用。 2

．黄土的湿陷机理 湿陷性黄土按其湿陷机理可分为高可溶盐

的湿陷性黄土和高空隙率的湿陷性黄土，由于这两类湿陷性

黄土的湿陷性机理不同，因此应对湿陷性黄土地基有可靠的

鉴定和正确的认识，并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防止或消除它的

湿陷性。 湿陷性黄土除了具备黄土的一般特征外，粒度成份

以粉土颗粒为主，约占50%以上，具有肉眼可见的孔隙，它

呈松散、多孔结构状态，孔隙比很大，天然剖面上具有垂直

节理，含可溶盐(碳酸盐、硫酸盐类等)较多。垂直大孔性、

松散多孔结构和遇水即降低或消失的土颗粒间的加固凝聚力

是它发生湿陷的内部因素，而压力及水是外部条件。关于黄

土湿陷性的鉴别，地基湿陷程度的判别，可以室内压缩实验

为主，并以此提出工程上评价湿陷性的定量指标 式中：h0-土

样的原始高度(m)； hp-土样在无侧向膨胀条件下，在规定实

验压力P的作用下压缩稳定后的高度(m)； hp′-对在压力作



用下的土样进行浸水到达湿陷稳定后的土样高度(m)。 湿陷

系数δs为单位厚度土层由于浸水在规定压力产生的湿陷量，

它定量地表示了土样所代表黄土层的湿陷程度，所以规范规

定，在一定压力作用下，δs≥0.015时应定为湿陷性黄土，否

则应定为非湿陷性黄土。另外，黄土的湿陷性与所受的压力

大小有关，使黄土产生湿陷临界压力称为湿陷起始压力Ps不

同的黄土其Ps不同。若Ps小于上覆土的饱和自重时，则该土

层在上覆土层自重压力的作用下受水即刻发生湿陷，称为自

重湿陷性黄土。如果土的Ps大于上覆土的饱和自重，则土层

在上覆土自重压力作用下，并不发生湿陷，称为非自重湿陷

性黄土。自重湿陷性黄土受水浸湿后，湿陷现象比较明显且

严重，在自重湿陷地区发生的结构物事故较多，特别是我省

陇东、陇西地区。 为了正确反映湿陷性黄土地层的湿陷程度

，并联系结构物和地基实际，合理地采用有效的防护措施，

可用地基内各土层的湿陷系数，求得地基的计算湿陷量△s。 

△s＝∑δsi：ihi 式中：δsi：i-地基内第I层湿陷性黄土的湿陷

系数； hi-第I层湿陷性黄土的厚度(m) 级地基的计算湿陷

量(m) 湿陷等级 0.05＜△s≤0.15 Ⅰ 0.15＜△s≤0.35 Ⅱ △s

＞0.35 Ⅲ △s只是湿陷性黄土地基的定性指标，它并不代表地

基的真实湿陷量。由于我国黄土上部土层的湿陷性比下部土

层大，而地基上部土层受水浸湿的可能性又较大，因此在上

式中地基的计算湿陷土层厚度一般定为从基底算起至其下5m

为止。由于被地下水浸泡的那部分黄土层一般不具有湿陷性

，当5m内已见地下水，则算至平均年地下水位为至。在5m深

度内如有非湿陷性黄土层，则不将此层土的湿陷量累计在内

。湿陷性黄土地基的湿陷等级越高浸水后可能产生的湿陷量



就越大，对结构物的危害也越大，因此设计措施要求也越高

。 另外，我国建筑规范还规定当基底下面土层包含有自重湿

陷性黄土，可按下式判别是否属自重湿陷性地基。 △zs＝∑

δ2sihi 式中：△zs-地基的计算自重湿陷量(m)； si-第I层土在

上覆土的饱和自重压力下，测得自重湿陷系数； hi-第I层土

的厚度(m)。 上式计算深度可自基础底面算至基下10m为止。

但其中△zss＜0.015的土层不累计。 根据大量的室内外试验对

比确定，当△zs≤0.07m时可定为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

△zs＞0.11m时为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zs为0.07-0.11m时，

可结合当地实践经验确定。 在黄土地区修建结构物，应首先

考虑选用非湿陷性黄土地基，它较经济可靠，如确定基础位

于湿陷性黄土上，则应尽量利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因

为这种地基的处理与自重湿陷性黄土地基相比，要求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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