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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软质岩石地基承载力的一点新认识

向志群
(遵义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　遵义　563002)

摘要 　岩石地基承载力的确定不能简单的运用查表法或经验类比法 ,而应通过多种测试手段取得评价依据 ,充分挖掘

岩石地基的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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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 ,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

大 ,越来越多的高层建筑物对地基的要求也越来越

高 ,即使利用岩石作建筑地基 ,也存在充分挖掘地基

承载力潜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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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岩石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Table 2 　Standard value of bearing capacity for rock

foundation kPa

岩石类别 强 风 化 中 风 化 微 风 化

硬质岩石 500～1 000 1 500～2 500 ≥4 000

软质岩石 200～500 700～1 200 1 500～2 000

在该工程中 , 中等风化砂质泥岩属软质岩石 ,

其地基承载力标准值为 700～1 200 kPa。

3 . 2 　饱和岩样单轴抗压强度试验

现场采集中等风化砂质泥岩样 25 个 ,并做饱和

单轴抗压强度试验。通过数据分析 , 在剔除异常数

据后的岩样为 18 个。根据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 GBJ 7289)中岩石地基承载力设计值的确定方法 , 可

得表 3。

表 3 　岩样数据分析及其承载力设计值

Table 3 　Designing values of bearing capacity for

rock foundation

岩石
类别

样品数
/ 个

平均值
μf r

/ kPa

标准差
σf r

/ kPa

变异
系数
δ

回归
修正系数

ψf

抗压强度
标准值
f rk / kPa

承载力
设计值
f / kPa

中风化
泥岩

18 26. 31 8. 91 0. 338 0. 761 5 11 650 2 912

3 . 3 　现场载荷试验

本次试验采用现场开挖直径 3. 5 m , 深 9. 4 m 的

竖井作试验坑 , 在井内现浇足够刚度和强度的十字

板 , 试验条件尚好 , 共在砂质泥岩中风化层进行了 3

点载荷试验 , 试验结果见测点 1 , 2 , 3 的 P2S 曲线

(图 1 ～ 3) 。

从 3 条曲线分析 , 测点 1的 P2S 曲线岩体变形特

征不明显 , 测点 2 , 3 的P2S曲线岩体变形特征较明

图 1 　测点 1 的 P2S 曲线

Fig. 1 　 P2S curve of point 1 #

图 2 　测点 2 的 P2S 曲线

Fig. 2 　 P2S curve of point 2 #

图 3 　测点 3 的 P2S 曲线

Fig. 3 　 P2S curve of point 3 #

显 。从测点 2的 P2S 曲线来看 , 当压力加到 11 MPa

时 , 曲线的直线段出现一转折点 , 此值可作为测点 2

的 P2S 曲线的比例界限。从测点 3 的 P2S 曲线来看 ,

当压力加到 13 MPa 时 , 曲线的直线段出现一转折

点 , 此值可作为测点 3 的比例界限。据建筑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 ( GBJ 7289) 规定 : 对微风化岩及强风化岩 ,

安全系数取 3。对中等风化岩需根据岩石裂隙发育情

况确定。这里中风化层安全系数也取 3。从测点 2 的

P2S 曲线确定承载力标准值为 3 500 kPa , 从测点 3的

P2S 曲线确定承载力标准值为 4 000 kPa。对比二值 ,

选择较低值 3 500 kPa 作为现场载荷试验确定的中风

化砂质泥岩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从以上 3 种方法确定的承载力可以看出 , 查表

法得出的承载力偏低 , 现场载荷试验值与饱和单轴

抗压强度试验值接近。由于用载荷试验法确定地基

承载力是最直接、最可靠的方法 , 本文采用载荷试

验确定的承载力标准值为 3 500 kPa。

4 　软质岩石地基承载力较高的原因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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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分析软质岩石地基承载力较高的原

因 , 采集岩石样品作岩矿鉴定 , 从微观分析岩石的

强度 , 进而对软质岩石地基承载力有了新的认识。

从岩矿鉴定资料可知 , 该砂质泥岩为中等风化

紫红色夹灰绿色砂质泥岩 , 其含砂量为 28. 25 %～

49. 29 %。岩石由显微鳞片状的水云母粘土、显微粒

状的粉砂石英、铁质、方解石等矿物组成。

水云母 : 含量为 50 %～75 % , 细小鳞片状 , 多

数粒径 < 0. 015 mm , 水云母在岩石中分布不均匀 ,

多数水云母片与石英相混合 , 少量水云母相互集结

呈带状 (水云母带) , 带中其他矿物含量极少。

石英 : 含量为 15 %～40 % , 粒状 , 粒径为 0. 015

～0. 025 mm , 石英矿物在岩石中含量也不均匀 , 除

与水云母相混合的石英外 , 部分石英中水云母含量

少 , 石英颗粒由铁质、方解石颗粒胶结。

铁质等 : 含量约为 10 % , 主要以铁质为主 , 细

小碎屑状 , 多呈侵染状、点滴状分布于粘土矿物和

石英颗粒之间 , 起胶结作用。

方解石 : 细小粒状 , 不均匀分散在粘土矿物和

石英间 , 起胶结作用。

绿泥石 : 少量 , 绿色 , 干涉色异常 , 分布不均

匀。

由以上岩矿鉴定结果可知 , 该层砂质泥岩的含

砂量较高 (28. 25 %～49. 29 %) , 特别是矿物成份中

石英的含量较大 (15 %～40 %) , 再加上铁质和方解

石作为粘土矿物和石英颗粒的胶结物 , 从而使岩石

地基承载力标准值大大提高。

当然 , 从宏观分析 , 场地中风化粉砂质泥岩完

整性较好 , 声波波速测试值为 2 800～4 000 m/ s , 且

场地无断层、崩塌、滑坡及泥石流等不良工程地质

现象 , 稳定性能较好。这些因素也是使岩石地基承

载力提高的原因。

5 　结　语

“中心大楼”为一高 18 层、总高度为 77. 2 m、单

桩荷载最大达20 100 kN 的高层建筑 , 由于采用多种

勘探测试手段 , 提出了中风化粉砂质泥岩地基承载

力标准值为 3 500 kPa , 设计部门采用此承载力 , 将

基础设计为桩基础 , 与原拟设计的箱型基础相比 ,

节约投资约 200 万元。目前该大楼已全面完工 , 运行

情况良好。

工程勘察是基本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 它直接

关系到工程建设的经济效益。对于岩石地基承载力

的确定 , 只有通过多种勘探测试手段 , 并作深入细

致的研究 ,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 才能充分挖掘岩石

地基的承载力。

本文所述的对软质岩石地基承载力的认识 , 仅

仅是抛砖引玉 , 有待同行们在工程实践中去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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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VIEW ON BEARING CAPACITY OF

SOFT ROCK FOUNDATION

Xiang Zhiqun
( Designing and S urvey Institute of Irrigation and Hydropower of Zunyi City , 　Zunyi 　563002 　China)

Abstract 　It is not reasonable to determine the bearing capacity of rock foundation only by checking tables or expe2
rience comparision. 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of the bearing capacity on the basis of variety of measurements for

rock foundation. Taking the rock foundation of a high building as an example , many tests were made in site , based

on which available bearing capacity of the foundation was ob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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