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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C_9F_E5_B7_A5_E7_c63_644151.htm 强夯法：是在极短的

时间内对地基土体施加一个巨大的冲击能量，这种突然释放

的巨大能量将使土体发生一系列的物理变化；如土体结构破

坏或液化；排水固结压密；触变恢复等。其作用结果使一定

范围内地基强度提高、孔隙挤密、消除湿陷性。强夯过程影

响地基土的状态如图4.1-1所示中，可分为四个区，即I区膨胀

区，II区压密区，III区效果减弱区，IV区未加固区；其中强度

提高较明显的区段是Ⅱ区，压密区深度即是加固深度。解释

强夯效应，目前有两种理论即Menard的动力固结理论和冲击

破坏压缩理论。Menard根据饱和黏土受到强夯后产生的一系

列物理现象提出了动力固结模型，用以解释荷载与沉降关系

的滞后效应；饱和土的可压缩性；土骨架的压缩模量的改变

和渗透系数的变化等现象。冲击破坏压缩理论是针对粗粒土

地基而提出的，用以解释夯击过程中地面大量沉陷，密实度

及强度提高等现象。 强夯法虽然在工程实践中已被证实是地

基处理有效方法之一，但目前还没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和设计

计算方法，所以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现场试验与测试表明，

强夯过程和静置期间，夯击能、土体变形、孔隙水压力以及

强度特征等随时间的变化存在一定关系。地基土强度增长与

土中孔隙水压力消散有关。夯击初始阶段，由于土体发生液

化或结构破坏，土的强度降低到很小，其后，随着孔隙水压

力逐渐消散，土的强度也相应增长，最后阶段为土触变恢复

阶段。另外，还观察到：夯击时，夯击坑周围产生竖向裂隙



，夯坑出现冒气冒水现象，随着孔隙水压力逐渐消散，土颗

粒重新组合，裂隙闭合，地基土的强度也逐渐增长。另外，

研究工作表明，强夯作用所导致的砂土液化，能够降低地基

在未来地震作用下的液化势。 强夯置换法 强夯置换除在土中

形成墩体外，当加固土层为深厚饱和粉土、粉砂时，还对墩

间土和墩底端以下土有挤密作用，因此，强夯置换的加固深

度应包括墩体置换深度和墩下加密范围。同时，墩体本身也

是一个特大直径排水体，有利于加快土层固结。因此，强夯

置换墩的加固原理，相当于强夯(加密)、碎石墩、特大直径

排水井三者之和。 对粉土，形成的强夯置换墩可按与墩间土

形成复合地基考虑，但在淤泥和其他流塑状态黏性土中，宜

按单墩载荷试验确定的单墩承载力除以单墩加固面积作为加

固后的地基承载力，不考虑墩间土的承载力，基础传来的荷

载全部由墩承担。 把岩土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