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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陷性黄土地基基础设计一议  

摘要：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工程的地基与基础设计，在充分利用基土承载力之后，如何对湿陷性处理问题进行安全论证原则下

有针对性的，合理、完善的应对与设防。以降低工程造价，减少施工工期，是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现实问题。...  

湿陷性黄土地基基础设计一议  

冯建荣 18629376604  

（汉棠置业公司710054西安）  

    某建筑工程项目位于渭北塬地，属渭河北岸三级阶地，场地呈黄土高原形态。勘察揭示地下水埋深25米

左右，自然地面10米以下有Ⅲ-Ⅳ级自重湿陷性黄土，湿陷性土层厚度达12～25米，累计湿陷量169～535㎜。

从地面一米以下二层土开始，土的承载力分别为130-180kpa。场地地震加速度值0.15g ,按7度设防。该工程

建筑项目多为二层砖混结构房，在《湿陷性黄土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中划分为三类，地勘报告推荐的地基

基础做法为挤密桩复合地基和开挖灰土换填法。设计确定的工程做法为3：7灰土挤密桩复合地基，仅地基处

理造价即为500元／㎡以上。由于建筑成本偏大，又从新进行了专家论证，研究决定改为基础以下按III～IV

级自重湿陷土分别进行5～6米的2:8灰土开挖换填处理方案。经测算，每平方米地基处理费用仍然达到 260

元。地基处理费用占到工程总造价的 15％左右。整个项目的地基处理费用将超过一个多亿，依然偏大。  

    调查并参照当地的地基土处理做法，大量2、3层民房建筑并未进行湿陷性消除处理。这些房屋已建成数

年，或时间更长。不少房屋的周边即是耕地或菜地，有着大量浇水的使用经历，而尚未听到发生湿陷沉降的

问题。有多层建筑的单位用房曾出现过沉降事故，其中有设计方面的问题，更有使用方面的问题，而室内用

水渗漏是其主要原因。这些大量存在的未经湿陷性处理、且能长期使用的建筑事实，毕竟能为我们带来一些

启示或佐证。分析并参照当地此类建筑的成败经验，在确保工程安全前提下探讨湿陷性土的方案设计，具有

明显的、和现实经济意义。  

    在湿陷性场地进行地基基础设计，首先考虑的是土的承载力以及消除湿陷性。而消除湿陷性的目的只是

为了确保承载力的稳定性不受湿陷因素的破坏性影响。那么，如果能够满足承载力之后，对湿陷性消除问题

进行具体分析，根据成本计算采用不同的方法，只要达到了地基土不发生湿陷的目的，可行不可行呢？或者

说，有没有不须消除湿陷性或者有限消除湿陷性、也能能够确保地基土不发生湿陷的系统做法？  

    湿陷性土只有遇到水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湿陷，如果彻底杜绝了向湿陷土来水的路径，就可以避免湿陷可

能性。向湿陷土层进水的路径无非三点，即上部地面、土层侧面和土层下部。在一般湿陷性黄土地区，都存

在上部非湿陷土层具有相当厚度且又有一定承载力，以及地面降水稀少、地下水埋置较深的特点。而且湿陷

性越严重、湿陷土层越厚，这些特点也更明显。据此，经论证采取系统的针对性措施，是可以做到、也应该

做到这一点的。  

    下面试从几方面对地基土进水的预防措施，来议不做湿陷性消除工作的可能性。以期抛砖引玉，将湿陷

性场地地基基础工程设计引向深入讨论，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工程做法。  

一、做好地面防排水总体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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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来水主要是降雨以及工业与民用给排水，降雨更能影响地下水位升降。这些都是影响工程地质发生

湿陷变形的首要因素。所以从工程方案设计开始就对地面防排水进行综合考虑，是预防湿陷的重要问题。与

此同时，湿陷土地区也有对降雨雨水十分珍视的需要，如开挖设置蓄水池塘、贮水窖等。故此，可以按照项

目区域地形预作引水及贮水设施，对雨水和污水处理后的净水进行再利用，防止其在建筑区域积存造成不利

影响。  

二、认真设置基础周边的防水保护  

    建筑地下部分、地基基础以及湿陷土层的四周外围区域，都是需要进行侧向防水的考虑范围。鉴于侧向

来水的水源无非是地面渗水和附近的水池、水库、河流渗入形成。除了在以上地方的水底岸边做好防渗处

理，以及地面排水之外，在建筑物地下部分的外围或者渗水方向建造诸如地下隔渗墙，对建筑基础做隔渗灰

土回填保护等。  

三、周密考虑可能引起地下水位上升的预防措施  

    湿陷土层下部进水，即地下水位上升，也是引发湿陷沉降的重要因素，西安地区在七十年代就曾出现过

此类事件。引起区域地下水位上升的原因，除了超常规大量降雨之外，附近存在水库河流等长期渗水或突发

渗水是主要因素。地下水的沁渗影响，是高压区向低压区、高含水向低含水方向渗透。如同以上做法，有针

对性的设置特定区域地面防排水系统设施，在水库河流的水底做出针对性处理，如铺设防渗塑料膜、浇筑混

凝土衬贴，以减少贮水的外泄损失和渗水威胁。对控制地下水位变化能够起到一定作用。  

四、仔细划分设置沉降缝和伸缩缝  

    对可能引起的湿陷沉降预作深入分析，按建筑平面在最不利处或变形薄弱处尽量设置伸缩变形缝，适当

缩小建筑体型，提高建筑物应对沉降的变形能力。  

五、严格选用水卫器件及其防渗漏要求  

    室内用水防渗不当引发的地基沉降事故，是多年来工程出现沉降裂缝的主要原因。所以选用能够保证使

用质量和使用年限的合格给排水管道、接头、阀门等器具，做好地面、地沟底层防水施工，确保从材料设备

质量到施工质量，从程序质量控制到质量责任管理明确制度管理和责任追究，是防止工程渗漏的根本。在易

于出现不均匀沉降、造成挫位的工程部位，设置沉降空间以及选用柔性管道连接；对容易出现变形老化的关

键水卫器材，要做为工程移交说明的重要内容，进行定期检查和重点检查，按质量寿命制定定期检查更换的

管理制度。笔者曾加固处理过某学校学生公寓楼因管理不当，几年间连续发生盥洗室渗漏导致楼房严重沉

降、大面积裂缝无法使用的事故危房，教训深刻。  

六、做好防水地沟及检查井抵抗变形破坏的设计  

    在湿陷土地区建造防渗地沟是建筑设计的必须内容。但地沟、检查井因与承重墙发生沉降碰压、车辆重

压、开挖碰撞、地下漏水及局部不均匀沉降等引起的变形破裂，牵连管道开裂漏水问题，也是造成工程渗漏

水的原因之一。笔者曾见识并处理过老旧住宅出现因地沟管道排水受阻、管道开裂，污水经地沟向地基土中

渗漏事故，事故给相邻在建施工造成严重影响。需要研究正视。  

七、制定严格的防渗漏使用、检修及维护制度  

    任何建筑工程虽然经过良好的设计与施工，在漫长的使用期间都不可能保证不会出现渗漏水。地质及地

下水位变化、建筑物不均匀沉降、零配件破损、材料老化等原因，都会造成工程出现渗漏水。所以在工程使

用的漫长时间里，建立严格细致的防渗漏用水管理及检修制度，使人人熟知并认真执行，进行定期检查和重

点检查，按质量寿命制定及时更换的管理制度。是保证防止出现渗漏水，保证工程使用质量、使用安全和使

用年限的基础性工作。要从工程移交后的使用全过程，按照工程部位和渗漏水重点的轻重缓急，落实物业管

理工作。  



    上述防水措施只是提出一点设想，盼能经过讨论得到完善。如果能够做好系统性防水工作，则两层地面

砖混建筑设计即使不进行湿陷土消除工作，也应该能保证工程的正常使用。退一步讲，即使个别工程出现沉

降裂缝，通过及时救治也不是不可以的，并不会给使用造成大的影响。其经济效果显而易见。  

    相关规范主编罗宇生教授认为，根据多年工程实践，说明地面渗水对地基土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甚

微。罗教授并表示在新的规范修编中将对此类问题给予适当涉及。工程理论紧跟实践经验、工程规范紧随理

论研究。为基本建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服务，及时进行有益尝试，把创新发展落实在每一项工程实践之

中。  

    所以，在上述系统防水设计的条件下，我们建议把该两层砖混房的地基处理确定为：基础以下做1米素土

回填和1米2:8灰土回填。可以满足承载力的需要，也能保证防渗要求及其对湿陷土产生的不利影响。  

    此类情况如果可行，进行深入研究之后，或许也能应用于其它类似工程设计。  

(本文来源：陕西省土木建筑学会      文径网络：雷丹 尹维维 编辑     刘真 文径 审核)  

关于 湿陷性 黄土 地基 基础 设计 的相关文章    

·陕西土建学会对经济实体陕西设计研究院改制动员会议 2015-5-21 

·张锦秋星命名仪式西北设计研究院院长熊中元致欢迎辞 2015-5-21 

·混凝土自保温墙体及住宅产业化报告会在西北设计院成功举办 2015-4-29 

·胡文舟2014年高校建筑学专业优秀毕业设计评语 2015-4-8 

·周正2014年高校建筑学专业优秀毕业设计评语 2015-4-8 

·刘佳2014年高校建筑学专业优秀毕业设计评语 2015-4-8 

上一篇： 浅谈后压浆提高钻孔灌注桩承载力的试验研究 

下一篇： 汉中某工程人工挖孔桩地基加固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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