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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地基、基础 一、地基、基础概述(熟悉) 基础是建筑

物的组成部分，它与土层直接接触，承受房屋墙、柱传来的

荷载，连同自重传给土层。基础下面承受建筑物全部荷载的

土层称为地基。 基础是房屋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基是

地球的一部分，但却相互作用，共同保证房屋的坚固、耐久

与安全。 (一)天然地基 凡是天然土层具有足够的承载力，不

需经过人工加固，可直接在其上建造房屋的地基称天然地基

。天然地基就是由岩石风化破碎成松散颗粒的土层或是呈连

续整体状的岩层。地基土一般分为六大类。 1.岩石类：是整

体或具有节理裂缝的岩层。 2.碎石土：粒径大于2mm的颗粒

含量超过了50%的土。 3.砂土：是粒径大于2mm的颗粒含量

不超过全重50%，粒径大于0.075mm的颗粒超过全重50%的土

。 4.粘性土：主要由粒径小于0.05mm的颗粒所组成，且其中

粒径小于0.005mm的颗粒超过全重的3%-6%的土，叫粘性土。

粘性土的含水量对其工程性质有重要影响。对于同一种粘性

土，随着含水量的增加依次呈现(1)坚硬的固态或半固态，强

度很大(2)粘结力减弱，呈可塑状态(3)含水量增大到饱和则不

再具有塑性，而开始至流动状，力学强度急剧下降，甚至完

全丧失。 5.粉土：粉土是性质介于粘性土和砂土之间的一种

土。粉土的允许承载力与其孔隙比及含水量有关。孔隙比小

和天然含水量小的粉土承载力高，反之承载力低。 6.人工填

土：是经人工搬动后，又重新推填而形成的土。土层分布不



规律、不均匀，压缩性高、浸水后湿陷，其承载力较低。人

工填土分素填土、杂填土、冲填土三种。 来源：考试大的美

女编辑们百考试题论坛来源：考试大 温陷性黄土&lt.又称大

孔土)，东北的季节性冻土、东南沿海的软粘土，广西、湖南

、安徽等地的膨胀土等等，这类土统称为特殊土。 (二)人工

地基 当土层的承载力差，缺乏足够的坚固性和稳定性，必须

经过人工处理使其提高承载力后才能承受房屋全部荷载的地

基，称为人工地基。 人工加固地基的方法通常有压实法、换

土法、打桩等。 (三)建筑物对地基的要求主要有： 1.地基应

有足够的强度，即足够的承载力.其次，地基应满足变形的要

求，即在建筑物荷载作用下，地基发生下沉，其总沉降量和

不均匀沉降量要限定在规定范围内，以保证建筑物的正常使

用。 2.对于基础，则主要要求其能承受上部的全部荷载，并

把它均匀地传到地基上去.同时应有较强的防潮、防冻能力和

耐腐蚀性能，使其与上部建筑的耐久性等级相适应。 二、基

础设计原理(熟悉) 基础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在地基状况(承载力

、地下水位、冻土深度)一定的条件下，选择合理的基础底面

积、埋置深度，使之满足建筑物地基承载力与变形的要求。 (

一)基础底面积大小的确定 房屋荷载一定的情况下，基础底面

积的大小，取决于地基承载力。保证基底单位面积压力小于

地基承载力是确定基础底面积的根本原则。 (二)基础断面形

式 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来源：考试

大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基础断面形式取决于

基础所用材料本身的性能。 砖、石、混凝土这一类材料具有

抗压强度高而抗拉强度很低的特性，当基础扩大时，为了保

证基础底面不受拉，必须保证基础放大部分在压力传递角。(



又称刚性角)。因此，工程中把凡是采用砖、石、混凝土等抗

压能力高，抗拉、抗剪能力差的材料构筑的基础，也即受刚

性角限制的基础称为刚性基础。 由于刚性基础受刚性角限制

，势必要相应加大基础的埋置深度，这样就要增加基础用料

和开挖土方的工程量，同时基础埋置深度的增加，还会给施

工带来困难。如果在混凝土基础中配置钢筋(钢筋是抗拉能力

很强的一种材料)，利用钢筋来承受拉力，基础就能够承受弯

曲，就可以不受刚性角的限制，所以，钢筋混凝土基础又称

柔性基础。 在基础底宽相同的情况下，钢筋混凝工基础相对

混凝土等刚性基础可以减小基础的高度和埋置深度。 (三)基

础埋深的确定 由室外设计地面到基础底面的垂直距离，称为

基础的埋置深度。在满足地基稳定和变形要求的前提下，基

础宜浅埋。当上层地基的承载力大于下层土时，宜利用上层

土作持力层。除岩石地基外，基础埋深不宜小于0.5m。 1.基

础埋深的确定条件。基础的埋置深度应按下列条件确定： (1)

建筑物的用途，有无地下室、设备基础和地下设施，基础的

型式和构造. (2)作用在地基上的荷载大小和性质. (3)工程地质

和水文地质条件. (4)相邻建筑物的基础埋深. (5)地基土冻胀和

融陷的影响。 2.筏形和箱形基础埋深的确定。高层建筑筏形

和箱形基础的埋置深度应满足地基承载力、变形和稳定性要

求。在抗震设防区，除岩石地基外，天然地基上的箱形和筏

形基础的埋置深度不宜小于建筑物高度的1/15.桩箱或桩筏基

础的埋置深度(不计桩长)不宜小于建筑物高度的1/181/20。位

于岩石地基上的高层建筑，其基础埋深应满足抗滑要求。 3.

有相邻建筑物时基础埋深的确定。当存在相邻建筑物时，新

建建筑物的基础埋深不宜大于原有建筑基础。当埋深大于原



有建筑基础时，两基础间应保持一定净距，其数值应根据原

有建筑荷载大小、基础形式和土质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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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