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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地区典型土层地基承载力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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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宁波轨道交通１号线和２号线一期工程的静力触探、标准贯入、扁铲和十字板等原位试验数据，采用已有的经验
公式预测了宁波地区各典型土层的地基承载力。然后，根据Ｋ－Ｓ检验法提出了各经验公式预测结果的分布概型及数字特征。
在此基础上，通过与宁波地区地基承载力经验值对比，提出宁波地区典型土层地基承载力的建议值。研究结果可对宁波地区

岩土工程勘察设计中地基承载力的确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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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程概况

近年来，随着宁波都市经济区大规模建设发展，

对岩土工程勘察所提供的各项物理力学指标准确度

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尤其是地基土承载力的大小，对

工程造价影响极大。因此，合理确定地基的承载力，

使位于地基上的各种工程设施具有足够的安全储

备，确保地基不至于因承载力不足而发生整体剪切

破坏，保证工程在使用期内能正常、安全地发挥应有

的功能，具有重要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目前，确定地基承载力的试验方法主要包括静

力载荷试验法、静力触探试验法、标准贯入试验法、

十字板剪切试验法以及扁铲试验法等。其中，通过

静力载荷试验获得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是最直接、

最准确的方法［１，２］，但该法费时、费力，不易进行大

面积推广。原位测试技术能够测定“原状土”的物

理力学性质，反映岩土的宏观结构对岩土力学性质

的影响。近年来，该项技术在岩土工程勘察工作中

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关于原位测试与地基承载力

之间的相关分析研究，国内学者已开展了一定工作，

提出了诸如静力触探、标准贯入试验击数、十字板剪

切试验等与地基承载力之间的经验公式［３～１２］，但上

述经验公式均具有一定的区域性，能否应用于宁波

地区仍须进一步验证。

宁波市轨道交通１、２号线一期工程分４个标段
进行勘察，勘察共计３８７５个有效钻孔，其中原位参
数有扁铲 ８８个、十字板 １８３个、静探 ７８３个、标贯
１２６９个。本文根据宁波轨道交通１、２号线的原位
试验数据，通过经验公式来推算宁波地区典型土层

（①２０黏土～⑥２０粉质黏土层）的地基承载力，提出

相应的分布概型，通过对比分析提出宁波地区各典

型土层地基承载力的建议值。

２　地基承载力确定方法

由概率论有关知识可知：可采用 Ｋｏｌｍｏｇｏｒｏｖ
Ｓｍｉｒｎｏｖ拟合检验法（Ｋ－Ｓ检验）检验经验分布与总
体分布是否吻合。如果Ｋ－Ｓ统计量的概率ＫＳ值小
于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则应拒绝零假设，认为样
本来自的总体与指定的分布有显著差异；如果Ｋ－Ｓ
统计量的概率ＫＳ值大于显著性水平α（＝００５），则
不能拒绝零假设，认为样本来自的总体与指定的分

布无差异［１３］。下文将根据不同的原位测试数据，拟

合本地区土层承载力经验公式，提出相应的分布模

型，并通过Ｋ－Ｓ法检验它们是否与总体吻合。

２１　静力触探试验

对于黏性土、砂土和粉土地基，利用静力触探确

定其承载力的经验公式如下［１４］：

（１）黏性土：
ｆａｋ０＝１０４ｐｓ＋２６９ （１）

　　（２）粉土：
ｆａｋ０＝３６ｐｓ＋４４６ （２）

　　（３）粉砂：
ｆａｋ０＝２０ｐｓ＋５９５ （３）

其中，ｐｓ为侧摩阻力（ＭＰａ）；ｆａｋ０为地基承载力特征
值（ＭＰａ）。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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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可知：
（１）各土层的Ｋ－Ｓ统计量的概率 ＫＳ值大于显

著性水平α（＝００５），且①２０黏土和③１０粉土层地基

承载力呈对数正态分布，其余土层的地基承载力均

呈正态分布；

（２）③１０粉土层地基承载力的变异系数最大

（δｍａｘ＝０５３４），②２１淤泥层地基承载力的变异系数

最小（δｍｉｎ＝０１３５），其余土层地基承载力的变异系
数多介于０１～０５之间；

（３）由于静力触探数据量大，且预测的地基承
载力变异系数适中。因此，采用静力触探参数预测

的宁波地区地基承载力可靠度较高。

２２　标准贯入确定地基承载力

本节根据宁波轨道交通１、２号线的标贯原位试
验数据，通过相应经验公式来推算地基承载力的情

况。标贯试验共１２６９个孔、１１６９０条记录，经过数
据筛选后，针对标贯试验数据量较多的黏性土、粉

土、砂土进行计算。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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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可知，对于同一种土层可
以有多种地基承载力经验预测公式［１４］。为检验各

公式对宁波地区地基承载力的预测精度，现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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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中的不同公式来预测相应土层的地基承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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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表５）其中公式①、②、③、④均引自文献［１４］。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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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可知：
（１）各土层的Ｋ－Ｓ统计量的概率 ＫＳ值大于显

著性水平α（＝００５），除②１０黏土层、②３０淤泥质粉

质黏土层和④１０淤泥质粉质黏土层服从对数正态分

布外，其余土层的地基承载力呈正态分布规律；

（２）②１０黏土层地基承载力的变异系数最大

（δｍａｘ＝０８０７），③１２粉质黏土层地基承载力的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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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静力触探经验公式确定的地基承载力ｆａｋ０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ｆａｋ０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ｃｃｏｎｅ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

土层 样本量Ｎ 均值μ／ｋＰａ 标准差σ／ｋＰａ 变异系数δ ＫＳ 分布概型

①２０黏土 ４９６１ １０８９８ ４７７５ ０４３８ ０９６３ 对数正态

①３０淤泥质黏土 １７７５７ ５８３１０ １１５７０ ０１９８ ０３１２ 正态

②１０黏土 ５３８２ ８２６４ １５３２ ０１８５ ０９２１ 正态

②１１粉土 １３０４ １０９８６ ４３８４ ０３９９ ０３８２ 正态

②２１淤泥 １２９９７ ６４１３２ ８６３７ ０１３５ ０１８０ 正态

②２２淤泥质黏土 ２３８０９ ７１６８９ １３２８２ ０１８５ ０７１５ 正态

②３０淤泥质粉质黏土 １６６５２ ９３４３６ ２５５２４ ０２７３ ０９４５ 正态

②４０淤泥质黏土 ４２０９ ９３４５９ ２２８５９ ０２４５ ０６７７ 正态

③１０粉土 ９０３７ １５０４６ ８０３７ ０５３４ ０５３８ 对数正态

③１２粉质黏土 １７４８ １５７２３ ５０４６ ０３２１ ０３１１ 正态

③２０粉质黏土 １３４７２ １２４６７ ４０４４ ０３２４ ０２７３ 正态

④１２粉质黏土 ６２０９ １２６１８ ２５６９ ０２０４ ０８０２ 正态

④２０黏土 ２６８６１ １４４１３ ３０２３ ０２１０ ０７８８ 正态

④３０粉质黏土 ４２９９ １８２５５ ５１４３ ０２８２ ０５９５ 正态

⑤１０黏土 ２９４４１ ３３６８７ ８６３５ ０２５６ ０２５９ 正态

⑤２０粉质黏土 ２５７４５ ３２６０８ １００９５ ０３１０ ０２６２ 正态

⑤３０黏质粉土 １２６０４ ２７８４６ １１６９６ ０４２０ ０４０７ 正态

⑤３１粉砂 ６８８ ４９２１６ ２０９４７ ０４２６ ０１４７ 正态

⑤４０粉质黏土 １６７４６ ２３８８０ ６１２６ ０２５７ ０１５４ 正态

⑤５０粉土 ２６０２ ３７６１５ １５５２８ ０４１３ ０２３８ 正态

⑥１０黏土 １２１８４ ３７０１７ １０７６８ ０２９１ ０５５４ 正态

⑥２０粉质黏土 １９５０１ ２３７４０ ６４３５ ０２７１ ０４２７ 正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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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标准贯入试验确定的地基承载力经验公式
Ｔａｂｌｅ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序号 经验公式 适用范围 公式研究者

１ ｆａｋ１＝２３３Ｎ 黏性土 公式①［１４］

２
ｆａｋ２＝８０＋２０２Ｎ
（Ｎ＝３～１８）

黏性土、粉土 公式②［１４］

３
ｆａｋ２＝１５２６＋１７４８Ｎ
（Ｎ＝１８～２２）

黏性土、粉土 公式③［１４］

４

ｆａｋ３＝７２＋９４Ｎ１２ 粉土

公式④［１４］ｆａｋ３＝－２１２＋２２２Ｎ０８ 粉细砂

ｆａｋ３＝－８０３＋８５０Ｎ０１ 中、粗砂

系数最小（δｍｉｎ＝０２６９），其余土层地基承载力变异
系数多介于０３～０８之间，离散性比较大。因此，
标贯经验公式①所预测的宁波地区地基承载力的可
靠度不高。

由

书书书

表４可知：
（１）各土层的Ｋ－Ｓ统计量的概率 ＫＳ值大于显

著性水平α（＝００５），除②１０黏土层服从对数正态

分布外，其余土层的地基承载力呈正态分布规律；

（２）③２０粉质黏土层地基承载力的变异系数最

大（δｍａｘ＝０３０８），③１２粉质黏土层地基承载力的变

异系数最小（δｍｉｎ＝０１５５），其余土层地基承载力的
变异系数多介于０１～０３之间；

（３）与经验公式①相比，标贯经验公式②的预
测结果的离散性显著降低，可靠度高。因此，经验公

式②比较适用于预测宁波地区的地基承载力。
由

书书书

表５知：
（１）各土层的Ｋ－Ｓ统计量的概率 ＫＳ值大于显

著性水平α（＝００５），除⑤５０粉土层服从对数正态

分布外，其余土层的地基承载力呈正态分布规律；

（２）⑤３０黏质粉土层地基承载力的变异系数最

大（δｍａｘ＝０４８４），⑤３１粉砂土层地基承载力的变异

系数最小（δｍｉｎ＝０１２５），其余土层地基承载力变异
系数多均介于 ０２～０５之间，离散性比较大。因
此，经验公式③所预测的宁波地区地基承载力的可
靠度不高。

由

书书书

表６可知：
（１）

书书书

表６所列各土层的 Ｋ－Ｓ统计量的概率 ＫＳ
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５），且地基承载力均

５９４２１（４）　陈　斌等：宁波地区典型土层地基承载力确定



书书书

表３　标贯经验公式①确定的ｆａｋ１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ａｋ１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①

土层 样本量Ｎ 均值μ／ｋＰａ 标准差σ／ｋＰａ 变异系数δ ＫＳ 分布概型

①２０黏土 ２６ ９３６５ ４８０３ ０５１３ ０６４６ 正态

②１０黏土 ４３ ５８５２ ４７２５ ０８０７ ０２８４ 对数正态

②１１粉土 ５１ １５６７０ ５４９６ ０３５１ ０６５５ 正态

②３０淤泥质粉质黏土 １９３ ５８９１４ ４３８０４ ０７４４ ０３５５ 对数正态

③１０粉土 １２３８ ２２８９３ ９７６３ ０４２６ ０３５０ 正态

③１２粉质黏土 ３９ １２４８６ ３３５９ ０２６９ ０８１２ 正态

③２０粉质黏土 ４７３ １２１７２ ６５８３ ０５４１ ０１９４ 正态

④１０淤泥质粉质黏土 １００ ６８５０２ ４８１９９ ０７０４ ０２５２ 对数正态

④１１淤泥质粉质黏土 １１７ ７５６７５ ３５００４ ０４６３ ０７１０ 正态

④１２粉质黏土 ５３ １１８７０ ５１７５ ０４３６ ０２０５ 正态

④２０黏土 ３５８ １０９４４ ５３６３ ０４９０ ０１６８ 正态

④３０粉质黏土 ３７ １２９０９ ４３１０ ０３３４ ０７８３ 正态

⑤１０黏土 ４３６ ３５９６０ １２０９０ ０３３６ ０９５１ 正态

⑤２０粉质黏土 ３２８ ３７１０２ １１７３１ ０３１６ ０２４６ 正态

⑤３０黏质粉土 ５６３ ４６９８９ １６７１４ ０３５６ ０６１２ 正态

⑤４０粉质黏土 ２７３ ２５３８２ ９６０５ ０３７８ ０７４１ 正态

⑥１０黏土 １７２ ４０３８２ １２２７３ ０３０４ ０４７９ 正态

⑥２０粉质黏土 ２４３ ２７６４４ １２３７１ ０４４８ ００３７ 正态

书书书

表４　标贯经验公式②确定的ｆａｋ２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ａｋ２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②

　　土层 样本量

Ｎ
均值

μ／ｋＰａ
标准差

σ／ｋＰａ
变异系数

δ
ＫＳ

分布

概型

①２０黏土 ２２ １７１３６ ３４６８ ０２０２ ０１０２ 正态

②１０黏土 １６ １７２１６ ４０３８ ０２３５ ０７１１对数正态

②１１粉土 ５０ ２１８１７ ４５１４ ０２０７ ０３３２ 正态

③１０粉土 １２２７ ２７６３３ ８１６５ ０２９５ ０２６８ 正态

③１２粉质黏土 ３９ １８８２５ ２９１２ ０１５５ ０２７８ 正态

③２０粉质黏土 ４７３ １８５５３ ５７０８ ０３０８ ０７９８ 正态

④２０黏土 ３５８ １７４８８ ４６４９ ０２６６ ０６５５ 正态

④３０粉质黏土 ３５ １９６０１ ３４０６ ０１７４ ０６４４ 正态

⑤１０黏土 ３９４ ３７１４０ ８３６５ ０２２５ ０３８９ 正态

⑤２０粉质黏土 ２８６ ３７５４８ ７４８６ ０１９９ ０６１３ 正态

⑤３０黏质粉土 ３７３ ４０７２８ ８０３５ ０１９７ ０７００ 正态

⑤４０粉质黏土 ２６６ ２９３２４ ７２０１ ０２４６ ０３３８ 正态

⑥１０黏土 １４４ ４０１６６ ８４８８ ０２１１ ０９６４ 正态

⑥２０粉质黏土 ２２８ ３００７１ ７８５３ ０２６１ ０２０８ 正态

呈正态分布规律；

（２）标贯经验公式④所预测的宁波地区地基承
载力的离散性小（δｍａｘ＝０１５４），可靠度高，比较适用
于预测宁波地区的地基承载力。

书书书

表５　标贯经验公式③确定的ｆａｋ３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ａｋ３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③

　　土层 样本量

Ｎ
均值

μ／ｋＰａ
标准差

σ／ｋＰａ
变异系数

δ
ＫＳ

分布

概型

③１０粉土 １２３８ ２１９８７ ７５１７ ０３４２ ０６４２ 正态

③１１粉砂 ３１ ２４５１１ ４７３６ ０１９３ ０５６４ 正态

④１２粉质黏土 ５３ １８２９１ ４４８７ ０２４５ ０４６７ 正态

⑤３０黏质粉土 ５４３ ３９９８５ １９３４２ ０４８４ ０４５１ 正态

⑤３１粉砂 ８４ ４２５１２ ５２９７ ０１２５ ０２１５ 正态

⑤５０粉土 ２０６ ４７２９０ ２１３３５ ０４５１ ０２４８对数正态

书书书

表６　标贯经验公式④确定的ｆａｋ４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６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ａｋ４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④

　　土层 样本量

Ｎ
均值

μ／ｋＰａ
标准差

σ／ｋＰａ
变异系数

δ
ＫＳ

分布

概型

③１０粉土 １２５５ ２０９９６ ３２２９ ０１５４ ００６０ 正态

⑤３０黏质粉土 ５６３ ２５６０２ ２００９ ００７８ ０４５４ 正态

⑤５０粉土 ２０６ ２５８３１ ２４１６ ００９４ ０９２１ 正态

综上，在采用标准贯入试验参数预测宁波地区

地基承载力时，标贯经验公式①和③预测结果的离
散性大、可靠度不高；而标贯经验公式②和④预测

６９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　工程地质学报　２０１３



书书书

表７　十字板经验公式确定的ｆａｋ５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７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ａｋ５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ｔｈｅｖａｎｅｓｈｅａｒｔｅｓｔ

　　土层 样本量

Ｎ
均值

μ／ｋＰａ
标准差

σ／ｋＰａ
变异系

数δ
ＫＳ

分布

概型

①２０黏土 １３９ １３５０４ ３８２６ ０２８３０９２４正态

①３０淤泥质黏土 ７３４ １２７５６８４３１３３ ０３３８０４２２正态

②１０黏土 ２２５ １５３９１ ２７４９ ０１７９０８３９正态

②２１淤泥 ３６４ １９８３８３３９７４６ ０２０００８９２正态

②２２淤泥质黏土 ４５８ ２４３７８４６１０８４ ０２５１０１２５正态

②３０淤泥质粉质黏土 ６１２ １９３２６１６５２１７ ０３３７０３３６正态

②４０淤泥质黏土 ２０５ ２５５０２０６４６８６ ０２５４０８７５正态

③１０粉土 １０３ ４２４４３ ６１５６ ０１４５０６４７正态

③２０粉质黏土 １３８ ３７４８５ ６０６２ ０１６２０９２６正态

④１０淤泥质粉质黏土 ２１９ ３２３０４２７７３６５ ０２３９０１０６正态

④１１淤泥质粉质黏土 ３８ ３７６６５１３１３３９ ００８３０６２０正态

④１２粉质黏土 ２７ ４４５１３ ４７８６ ０１０８０８４１正态

④２０黏土 ８９ ４９６３９ ５１７８ ０１０４０９９７正态

⑤１０黏土 １１４ ５８２７１ １０９０５ ０１８７０９３８正态

⑤２０粉质黏土 ７ ６２０２１ ８４８４ ０１３７０９３０正态

书书书

表８　扁铲经验公式确定的ｆａｋ６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ｆａｋ６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ｔｈｅｆｌａｔｄｉｌａｔｏｍｅｔｅｒｔｅｓｔ

　　土层 样本量

Ｎ
均值

μ／ｋＰａ
标准差

σ／ｋＰａ
变异系

数δ
ＫＳ

分布

概型

①２０黏土 ２１５ １２６７９ ８５１６ ０６７２ ０４６１对数正态

①３０淤泥质黏土 ９５４ ５１１６０ ２６１９９ ０５１２ ０８８７ 正态

②１０黏土 ２８５ １０６６６ ５５８５ ０５２４ ０１０３ 正态

③１ｂ粉质黏土 １１１ １７０４４ １２６３７ ０７４１ ０１０７对数正态

②２１淤泥 ４１７ ６０６６７ １８６３９ ０３０７ ０８４７ 正态

②２２淤泥质黏土 １０４５８８５９８ ３９０６９ ０４４１ ０１９６ 正态

②３０淤泥质粉质黏土 ５７９１０５１５０６７９８９ ０６４７ ０４３５ 正态

②４０淤泥质黏土 ２６４１０７５６８７０５４６ ０６５６ ００８５ 正态

③２０粉质黏土 ８２４ ８８８２ ５０２４ ０５６６ ０４２０对数正态

④１２粉质黏土 ２６４ １０１７４ ３１５３ ０３１０ ０５２９对数正态

④２０黏土 ９９３ ２１０６９ ６９８６ ０３３２ ０３２４对数正态

⑤１０黏土 １３１８４７３３２ １８５５４ ０３９２ ００５６ 正态

⑤２０粉质黏土 ３６９ ４０２８２ １８２６０ ０４５３ ０１６５ 正态

⑤４０粉质黏土 ２０６ ２２３５２ ６３７４ ０２８５ ０１１１ 正态

结果的离散性小、可靠度高，可在宁波地区推广使

用。

２３　十字板剪切试验确定地基承载力

十字板剪切试验可用来预测淤泥土、淤泥质土、

湿陷性黄土等的地基承载力，相关经验公式如

下［１４］：

ｆａｋ５＝２Ｃｕ＋γｈ （４）
式中，ｆａｋ５为十字板剪切试验确定的地基承载力特征
值（ｋＰａ）；γ为土的重度（ｋＮ·ｍ－３）；Ｃｕ为修正后的
十字板抗剪强度（ｋＰａ）；ｈ为基础埋置深度（ｍ）。

收集宁波轨道交通１、２号线的十字板原位试验
数据，根据经验公式（４）推算地基承载力的情况。
其中，十字板试验共８８个孔、３７０１条记录，经过数
据筛选后，针对十字板试验的主要及数据量较多的

黏性土和粉质黏土层进行计算 （

书书书

表７）。
根据

书书书

表７所示十字板剪切试验确定的地基承载
力统计结果可以发现：

（１）

书书书

表７所列各土层的 Ｋ－Ｓ统计量的概率 ＫＳ
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５），且地基承载力均
符合正态分布规律；

（２）②３０淤泥质粉质黏土层地基承载力的变异

系数最大（但 δｍａｘ仅有０３３７），④２０黏土层地基承

载力的变异系数最小（δｍｉｎ＝０１０４），其余土层地基
承载力变异系数多均介于０１～０２；

（３）与其他原位试验预测地基承载力相比，十
字板剪切试验预测结果离散性小，可靠度高。但由

于十字板剪切试验数据量偏小，因此，可以结合静力

触探试验共同确定地基承载力。

２４　扁铲试验确定地基承载力

扁铲试验主要可以预测黏性土和粉质黏土层的

地基承载力，经验公式为［１４］：

ｆａｋ６＝ｎΔｐ （５）
式中，ｆａｋ６为扁铲试验确定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ｋＰａ）；ｎ为经验修正系数，对于黏性土 ｎ＝１１４，
粉质黏土ｎ＝０８６；Δｐ为钢膜中心外移１１０ｍｍ与
中心无外移时修正压力的差值。

本文根据宁波轨道交通１、２号线的扁铲试验数
据（扁铲试验共８８个孔、１１０８０条记录），通过相应
参数来推算地基承载力的情况。经过数据筛选后，

针对扁铲试验主要数据量较多的黏性土和粉质黏土

层采用公式（５）进行计算 （

书书书

表８）。
根据

书书书

表８所示扁铲试验确定的地基承载力统计
结果可以发现：

（１）

书书书

表８所列各土层的 Ｋ－Ｓ统计量的概率 ＫＳ
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 α（＝００５），且②１０黏土、⑤１０

黏土、⑤２０粉质黏土和⑤４０粉质黏土层的地基承载

力呈正态分布，而①２０黏土、③１ｂ粉质黏土、③２０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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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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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０

／ｋ
Ｐａ

Ｎ
δ

ｆ ａ
ｋ６

／ｋ
Ｐａ

Ｎ
δ

ｆ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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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黏土、④１２粉质黏土层的地基承载力符合对数正

态分布规律；

（２）③１ｂ粉质黏土层地基承载力的变异系数最

大（δｍａｘ＝０７４１），⑤４０粉质黏土层地基承载力的变

异系数最小（δｍｉｎ＝０２８５），其余土层地基承载力变
异系数多均介于０３～０７；

（３）与采用静力触探试验预测地基承载力相
比，扁铲试验数据量小，且预测的地基承载力离散性

大，因此，扁铲试验参数所预测的地基承载力的可靠

度低于静力触探参数预测结果。

３　原位参数确定地基承载力对比分析

在采用原位试验数据估算宁波地区土层承载力

时可选用不同的经验公式。由前述分析可知，对于

同一土层，不同经验公式预测结果的离散程度存在

差异，可靠度有高有低。因此，有必要将上述统计结

果进行对比分析，进而提出宁波地区各典型土层的

地基承载力。汇总

书书书

表１～表８的地基承载力统计结
果，根据样本量、变异系数、安全性等指标与经验值

ｆａｋ７进行对比分析，可得如

书书书

表９所示的宁波地区地基
承载力推荐值ｆａｋ。其中，ｆａｋ的取值主要依据样本量
大、可靠性高的静力触探的统计结果，并参考扁铲试

验、标贯经验公式②和④。
由

书书书

表９可知：
（１）由于静力触探试验样本量大且对应的地基

承载力变异系数适中，预测的地基承载力比较可靠；

（２）十字板剪切试验样本量偏小，虽然变异系
数最小，但预测值明显高于其他经验公式预测的地

基承载力（如：④２０黏土层的 ｆａｋ５为４９６ｋＰａ远高于
推荐值１０９ｋＰａ和经验值７５～８０ｋＰａ），因此不建议
采用此法预测宁波地区地基承载力；

（３）扁铲试验样本量及对应的地基承载力变异
系数适中，但部分土层的预测值偏高（如：⑤１０黏土

的ｆａｋ６为４７３ｋＰａ，高于推荐值３３７ｋＰａ和经验值１８０
～２００ｋＰａ）；
（４）标贯经验公式①和③预测结果的离散性

大、可靠性不高；而标贯经验公式②和④预测结果
的离散性小、可靠性高；

（５）与原位试验相比，经验值所预测的地基承
载力过于保守，明显低于基于原位试验数据的经验

公式所预测的宁波地区的地基承载力，建议采用

书书书

表

９所推荐的宁波地区各典型土层的地基承载力。

４　结　论

根据宁波轨道交通１、２号线的静力触探、十字
板、扁铲和标贯原位试验数据，拟合了不同的经验公

式来推算宁波地区各土层的地基承载力。在此基础

上，对不同试验数据的统计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结

果发现：

（１）十字板剪切试验经验公式预测值偏高，标
贯经验公式①和③预测结果的离散性大、可靠度不
高；因此不推荐使用上述３种经验公式预测宁波地
区各典型土层的地基承载力。

（２）静力触探试验、扁铲试验以及标贯经验公
式②和④所预测的地基承载力变异系数适中，因此
推荐选用上述３种经验公式预测宁波地区各典型土
层的地基承载力。

（３）结合地区经验并综合对比分析各经验公式
的预测结果，提出了宁波地区各典型土层的地基承

载力的推荐值，所得结果可为宁波轨道交通后续工

程勘察、设计及施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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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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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殷跃平、张永双教授等著的《汶川地震工程地质与地质灾害》，在“５·１２”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５周年之
际，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对汶川 ＭＳ８０级地震区的地震工程地质和地质灾害进行了系统研究，涉
及汶川地震区域地质构造、地震工程地质、斜坡地震动监测与试验方法、地震地质灾害等关键科学问题。

全书共４篇１８章。第１篇介绍了龙门山活动构造带现场调查、深部大地电磁测深、地震前后 ＧＰＳ长期
观测和构造应力场演化研究成果。第２篇介绍了汶川地震的同震地表
破裂分布、地震工程地质特征和地震滑坡的地震断裂控制效应。第３
篇介绍了汶川地震后建立的斜坡地震动和斜坡地脉动原位观测最新

成果，以及地震滑坡大型振动台试验和斜坡岩体地震稳定性评价新方

法。第４篇介绍了汶川地震触发滑坡机理、高速远程滑坡—碎屑流运
动学和动力学效应、以及已有滑坡抗滑桩防治工程的动力响应特征，

并介绍了对地震触发的体积最大滑坡—大光包巨型滑坡、震后高位泥

石流和地震地质灾害快速评估与编图等研究成果。

本书是研究汶川地震工程地质与地质灾害较为系统的一本专著，

图文并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供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地震地质、工

程地质、岩土工程、城镇建设等领域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也可

供有关院校教师和研究生参考使用。

全书约８０万字。定价：２６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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