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章    浅 基 础 

2．3 基础埋置深度的选择

本节重点：基础埋置深度的概念、持力层、
下卧层
本节难点：基础埋置深度的概念



• 基础埋置深度（简称埋深）是指基础底面至天然
地面的距离。

• 　　 基础埋置深，基底两侧的超载大，地基承载
力高，稳定性好；相反，基础埋置浅，工程造价
低，施工期短。确定基础埋深，就是选择较理想
的土层作为持力层，需要认真分析各方面的情
况，处理好安全与经济这一矛盾。

• 原则：在满足地基稳定和变形要求及有关条件的
前提下．基础应尽量浅埋。



2.３.1 　与建筑物有关的条件 

• 确定基础的埋深时，首先要考虑的是建筑物在使用功能和
用途方面的要求，例如必须设置地下室、带有地下设施、
属于半埋式结构物等。

• 对位于土质地基上的高层建筑，为了满足稳定性要求，其
基础埋深应随建筑物高度适当增大。在抗震设防区，筏形
和箱形基础的埋深不宜小于建筑物高度的1/15；桩筏或桩
箱基础的埋深（不计桩长）不宜小于建筑物高度的1/18。

• 　　对位于岩石地基上的高层建筑．基础埋深应满足抗滑
要求。受有上拔力的基础如输电塔基础，也要求有较大的
埋深以满足抗拔要求。烟囱、水塔等高耸结构均应满足抗
倾覆稳定性的要求。



2.３.2 　工程地质条件 

• 直接支承基础的土层称为持力层，其下的各土层称为下卧

层。

• 　　为了满足建筑物对地基承载力和地基变形的要求，基

础应尽可能埋置在良好的持力层上。

• 　　当地基受力层（或沉降计算深度）范围内存在软弱下

卧层时，软弱下卧层的承载力和地基变形也应满足要求。

• 在选择持力层和基础埋深时，应通过工程地质勘察报告详

细了解拟建场地的地层分布、各土层的物理力学性质和地

基承载力等资料。



• 良好土层：坚硬、硬塑或可塑状态的粘性土层；

•        密实或中密状态的砂土层和碎石土层；

• 　　低、中压缩性的其他土层。

• 软弱土层：软塑、流塑状态的粘性土层；

• 　　　　　松散状态的砂土层；

• 　　　　　未经处理的填土；

• 　　　　　其他高压缩性土层。



• 下面针对工程中常遇到的四种土层分布情况，说明基础埋深

的确定原则。

•       
•       （1）在地基受力层范围内，自上而下都是良好土层：这

时基础埋深由其他条择和最小埋深确定。

      （2）自上而下都是软弱士层：对于轻型建筑，仍可考虑

按情况（1)处理。如果地基承载力或地基变形不能滴足要

求，则应考虑采用连续基础、人工地基或深基础方案。哪一

种方案较好，需要从安全可靠、施工难易、造价高低等方面

综合确定。

        （3）上部为软弱土层而下部为良好土层：这时，持力

层的选择取决于上部软弱土层的厚度。一般来说，软弱土层

厚度小于2m者，应选取下部良好土层作为特力层；若软弱

土层较厚．可按情况（2)处理。



•       （4）上部为良好土层而下部为软弱土层：这种情况在

我国沿海地区较为常见，地表普遍存在一层厚度为2一3m
的所谓“硬壳层”，硬壳层以下为孔隙比大、压缩性高、强

度低的软土层。对于一般中小型建筑物，或6层以下的住

宅，宜选择这一硬壳层作为持力层，基础尽量浅埋，即采

用“宽基浅埋”方案，以便加大基底至软弱土层的距离。此

时，最好采用钢筋混砚土基础（基础截面高度较小）。

• 当地基持力层顶面倾斜时，同一建筑物的基础可以采用不

同的埋深。为保证基础的整体性，墙下无筋基础应沿倾斜

方向做成台阶形，并由深到浅逐渐过渡。台阶的做法见图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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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３.３ 　水文地质条件

• 有地下水存在时，基础应尽量埋置在地下水位以

上以避免地下水对基坑开挖、基础施工和使用期

间的影响。对底面低于地下水位的基础，应考虑

施工期间的基坑降水、坑壁围护、是否可能产生

流砂、涌土等问题，并采取保护地基土不受扰动

的措施。对于具有浸蚀性的地下水，应采用抗侵

蚀的水泥品种和相应的措施（详见有关勘察规

范）。此外，设计时还应该考虑由于地下水的浮

托力而引起的基础底板内力的变化、地下室或地

下贮罐上浮的可能性以及地下室的防渗间题。 



• 当持力层下埋藏有承压含水层时，为防止
坑底土被承压水冲破（即流土），要求坑
底土的总覆盖压力大于承压含水层顶部的
静水压力（图2-13），即 

•                    h＞ whw                     （2-1）
       式中：  ——土的重度，对潜水位以下
的土取饱和重度；

•                    w——水的重度；
                  h——基坑底面至承压含水层顶
面的距离；
                  hw——承压水位。



• 如式(2-1)无法得到满足，则应设法降低承压水头或减小基础埋深。
对于平面尺寸较大的基础，在满足式（2.1)的要求时，还应有不
小于1.1的安全系数 。



2.３.4 　地基冻融条件

maxmin hzd d 

土的冻胀性对埋深的影响 (P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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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３.5 　场地环境条件 
在满足承载力的条件下尽量浅埋。省工省时省
料，但是有如下基本要求：
(1) D大于50cm,(表土扰动，植物，冻融，冲

蚀)
(2)基础顶距离表土大于10cm，(保护)
(3)桥梁基础要求在冲刷深度以下.

D
大于10cm



(4)
•  靠近原有建筑物修建新羞础时，如基坑深度超过原有基础

的埋深，则可能引起原有荃础下沉或倾斜。因此，新基础

的埋深不宜超过原有基础的底面，否则新、旧基础间应保

持一定的净距，其值不宜小于两基础底面高差的1一2倍
（土质好时可取低值），如图2-14所示。如不能满足这一

要求，则在基础施工期间应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邻近原有

建筑物的安全。例如：新建条形基础分段开挖修筑；基坑

壁设临时加固支撑；事先打人板桩或设置其他挡土结构；

对原有建筑物地基进行加固，等等。——基坑支护





2．4      浅基础的地基承载
力

本节重点：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地基承
载力特征值的确定、地基变形的种类.
本节难点：地基承载力特征值的确定.



2.4.1 　地基承载力概念

• 地基承载力是指地基承受荷载的能力。

•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characteristic value of 
subgrade bearing capacity）：   指由载荷

试验测定的地基土压力变形曲线线性变形

内规定的变形所对应的压力值,其最大值为

比例界限值，以fak 表示。

• fak =a•Pu/K 　　　（２－３）



取决条件：

      第一，要有一定的强度安
全储备;

      第二，地基变形不应大于
相应的允许值。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fak是允
许沉降sa的函数。 sa愈大，fak
就愈大；如果不允许地基产生
沉降（ sa =0 )，那么地基承载
力将为零。

      地基承载力的大小是由地
基变形允许值控制的。



2.4.2 　地基承载力值的确定

• 影响承载力的因素主要有：土的成因及堆积年代；土的物

理力学性质；基础埋深；基底尺寸；上部结构形式。

• 确定承载力特征值的方法有：

• 　　（１）根据土的强度理论公式确定

• 　　（２）按载荷试验确定； 

• 　　（3 ）按动力、静力触探等方法确定； （？？？）

• 　　（ 4 ）经验法确定，可用于次要的小型建筑物或为

参考性数据。 



１. 根据土的强度理论公式确定承载力特征值

• （1） 地基极限承载力理论公式

• 根据建筑物地基等级、荷载性质、抗剪强
度指标的可靠程度以及地基条件等因素，
可取临塑荷载 P cr 作为承载力值，也可用
汉森、太沙基等极限荷载 P u 除以安全系
数，得到承载力值特征值。 

• fa=pu/K                           (2-4)



（2）规范推荐的理论公式
•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7—2011 ）规定，当

基底偏心距 e≤l/30 （ l 为基础荷载偏心方向的边长）

时，根据土的抗剪强度指标确定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可按

下式计算： 
• 　　　　　 fa=Mbb+Md  md+Mcck 　　     　　(２-5) 

• 式中： b— 基础底面宽度，大于 6m 按 6m 考虑，对于砂

土，小于 3m 时按 3m 考虑； 
• 　　　M b 、 M d 、 M c —承载力系数，按 k 值查表 2-

3； 
• 　　　m— 基底以上土的加权平均重度，地下水位以下取

有效重度。 
•  k 、 c k—基底下一倍基宽深度内土的内摩擦角标准值、

粘聚力标准值。 



• 事实上，公式（ ２-5 ）相当于临界荷载 P 1/4 ，只
不过规范对  k ≥24° 的 M b 值结合载荷试验数据
予以提高。另外，对偏心距的限制，主要是避免基
底压力分布很不均匀的情况出现。使用土的强度理
论公式确定承载力特征值时，应进行地基变形验算。 



承载力系数 M b 、 M d 、 M c 表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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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抗剪强度指标确定地基承载力

抗剪强度指标标准值ck、k

a.根据室内n组三轴试验结
果，计算土性指标的平均值、
标准差和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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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计算内摩擦角和粘聚力的
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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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载荷试验确定承载力特征值 
• 载荷试验主要有浅层平板载荷试验和深层平板载

荷试验。浅层平板载荷试验的承压板面积不应小

于 0.25m2 ，对于软土不应小于 0.5 m2 ，可测定

浅部地基土层在承压板下应力主要影响范围内的

承载力。深层载荷试验的承压板一般采用直径为 
0.8m 的刚性板，紧靠承压板周围外侧的土层高度

应不少于 80cm ，可测定深部地基土层在承压板

下应力主要影响范围内的承载力。 



• 地基载荷试验法 

pu p
0

s

千斤顶

荷载板

平衡架

拉锚

由拐点得地基极限承
载力pu，除以安全系
数k得承载力特征值fa



• 载荷试验都是按分级加荷，逐级稳定，直到破坏的试验步骤
进行，最后得到 P ～ S 曲线，具体的试验要点和土层压坏
标准见《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7—2011 ），
据P ～ S 曲线（图 3—13 ），确定承载力特征值 f ak 的规定

如下： 

(a) 低压缩性土 　　　　　(b) 高压缩性土 

图 3-13 按载荷试验成果确定地基承载力标准值 



据P ～ S 曲线(图 3—13),确定承载力特征值 f ak 的规定如下：

•        ⑴  当 P ～ S 曲线上有比例界限时，取该比例界限所

对应的荷载值； 
• 　　⑵当极限荷载小于比例界限荷载值的 2 倍时，取其极

限荷载值的一半； 
• 　　⑶ 当不能按以上方法确定时，可取 s/d=0.01 ～ 0.015 

所对应的荷载值，但其值不应大于最大加载量的一半。 
• 　　⑷ 同一土层参加统计的试验点不应少于三点，当试验

实测值的极差不超过其平均值的 30% 时，取其平均值作

为该土层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 ak 。 



３. 按动力、静力触探等方法确定承载力特征值 *

•         原位测试方法除载荷试验外，还有动力触探、静力触

探、十字板剪切试验和旁压试验等方法。

• 　　  动力触探有轻型（ N10 ）、重型（ N63.5 ）和超重

型（ N120 ）之分，静力触探有单桥探头和双桥探头之

分，各地应以载荷试验数据为基础，积累和建立相应的测

试数据与土承载力的相关关系。这种相关关系具有地区性、

经验性，对于大量建设的丙级地基基础是非常适用、经济

和迅速的，对于设计等级为甲、乙级的地基基础应按确定

承载力特征值的多种方法综合确定。 



4.  按规范承载力表确定*
• 　　我国各地区规范给出了按野外鉴别结果、室内物理、

力学指标，或现场动力 触探试脸锤击数查取地基承载力特

征值几的表格．这些表格是将各地区载荷试 验资料经回归

分析并结合经验编制的。表2-4给出的是砂土按标准贯人

试验锤击 数N查取承载力特征值的表格。 



• 按照载荷试验或触探等原位测试、经验值等方法确定的

承载力特征值，在地基基础设计中，应考虑基础埋深

（超载）和基底尺寸的效应，《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 GB5007—2011 ）规定，对基础宽度大于 3m 或埋置

深度大于 0.5m 时，尚应按下式进行修正： 

)142()3()5.0( aka  bdff bmd 

式中： f a — 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 ak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η b 、 η d —基础宽度和埋深的地基承载力修正系
数，查表 2-5 ； 

        —基底持力层土的天然重度，地下水位以下取有效
重度  ′； 

　　　b— 基础底面宽度，当 b ＜ 3m 按 3m 计，当 b ＞ 
6m 按 6m 计；



d  — 基础埋置深度，当 d  ＜ 0.5m 按 0.5m 

计。一般自室外地面标高算起。在填方整平

地区，可自填土地面标高算起，但填土在上

部结构施工后完成时，应从天然地面标高算

起。对于地下室，如采用整体的箱形基础或

筏基时，基础埋置深度自室外地面标高算

起，当采用独立基础或条形基础时，应从室

内地面标高算起。 



承载力修正系数          表 2-5 

4.4 3.0 

3.0 2.0 

1.6 0.3 e 或 I L 均小于 0.85 的粘性土 
粉砂、细砂（不包括很湿与饱和时的稍密状态） 
中砂、粗砂、砾砂和碎石土 

1.5 
2.0 

0.3 
0.5 

粘粒含量 c ≥ 10% 的粉土 
粘粒含量 c < 10% 的粉土 粉土 

1.5 
2.0 

0 
0 

压实系数大于 0.95 、粘粒含量  c ≥10% 
的粉土 最大干密度大于 2.1t/m 3 的级配

砂石 

大面积 
压实填
土 

1.4 0.15 
1.2 0 

  
含水比 α w ＞ 0.8 
含水比 α w ≤ 0.8 红粘土 

1.0 0 
人工填土 ;
e 或 I L 大于等于 0.85 的粘性土 

1.0 0 淤泥和淤泥质土 

η d η b 土的类别 



5 .   按建筑经验确定 

• 在拟建场地附近，常有不同时期建造的工程，根
据这些工程的结构类型，基础形式，地基条件和
使用情况，可作为次要的小型建筑物或为参考性
数据。



2.４.３ 　地基变形验算

•        按前述方法确定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虽然已可保证建

筑物在防止地基剪切破坏方面具有足够的安全度。 但地基

承载力特征值与地基变形有关。

•        所以满足地基承载力要求不一定能保证地基变形满足

要求 。
•        如果地基变形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就必须降低地基承

载力特征值，以保证建筑物的正常使用和安全可靠。

• 在常规设计中，一般的步骤是先确定持力层的承载力特征

值，然后按要求选定基础底面尺寸（保证地基承载力要

求），最后（必要时）验算地基变形。



• 地基变形验算的要求是：建筑物的地基变形计算值△应不

大于地基变形允许值[△]，即要求满足下列条件：

• △ [△]                             （2-15）
• 地基变形按其特征可分为四种：

        沉降量—独立羞础中心点的沉降值或整幢建筑物基础

的平均沉降值；

    　沉降差—相邻两个柱基的沉降量之差；

    　倾斜—基础倾斜方向两端点的沉降差与其距离的比值

    　局部倾斜—砌体承重结构沿纵向6-10m内基础两点的

沉降差与其距离的比值。



• 规范[第5.3.3条]    在计算地基变形时，应符合下

列规定： 
    1、由于建筑地基不均匀、荷载差异很大、体型

复杂等因素引起的地基变形，(1) 对于砌体承重结

构应由局部倾斜控制；(2) 对于框架结构和单层排

架结构应由相邻柱基的沉降差控制；(3)  对于多

层或高层建筑和高耸结构应由倾斜值控制； 



•  2.、在必要情况下，需要分别预估建筑物在施工

期间和使用期间的地基变形值，以便预留建筑物

有关部分之间的净空，考虑连接方法和施工顺序。

此时，一般建筑物在施工期间完成的沉降量，对

于砂土可认为其最终沉降量已基本完成80%以

上，对于低压缩粘性土可认为已完成最终沉降量

的50%-80%，对于中压缩粘性土可认为已完成

20%-50%,对于高压缩粘性土可认为已完成5%-
20%。



• [第5.3.4条]    建筑物的地基变形允许值，
可按表[5.3.4]规定采用。对表中未包括的其
他建筑物的地基变形允许值，可根据上部
结构对地基变形的适应能力和使用上的要
求确定。



建筑物的地基变形允许值                    [5.3.4]                                  

0.004 
0.003 
0.0025 
0.002 

多层和高层建筑基础的倾斜 H g ≤24 
　24 <H g≤60 
　60 <H g≤100 
　Hg>100 </H</H 

0.004 
0.003 

桥式吊车轨面的倾斜 ( 按不调整轨道考
虑 ) 
　纵向 
　横向 

200 (120) 
单层排架结构 ( 柱距为 6m ) 柱基的沉

降量 (mm) 

0.003l 
0.001l 
0.005l 

0.002l 
0.0007l 
0.005l 

工业与民用建筑相邻柱基的沉降差 
　(1) 框架结构 
　(2) 砖石墙填充的边排柱 
　(3) 当基础不均匀沉降时不产生附加
应力的结构 

0.003 0.002 砌体承重结构基础的局部倾斜 

高压缩性土 中、低压缩性土 

地基土类别 
变形特征 



建筑物的地基变形允许值               [5.3.4]                                  

注： 
　　1. 本表数值为建筑地基实际最终变形允许值 ; 
　　2. 有括号者仅适用于中压缩性土； 
　　3.l 为相邻柱基的中心距离 (mm) ； H g 为自室外地面起算的建筑物高度 
(m); 

400 
300 
200 

高耸结构基础的沉降量 (mm)H g ≤100 
　100 <H g≤200 
　200 <H g≤250 </H</H 

0.008 
0.003 
0.006 
0.005 
0.004 
0.002 

高耸结构基础的倾斜 H g ≤20 
　20 <H g≤50 
　50 <H g≤100 
　100 <H g≤150 
　150 <H g≤200 
　200 <H g≤250 

200 
体型简单的高层建筑基础的平均沉降量 
(mm) 

高压缩性土 中、低压缩性土 

地基土类别 
变形特征 



• 一般来说，如果建筑物均匀下沉，那么即使沉降

量较大，也不会对结构本身造成损坏，但可能会

影响到建筑物的正常使用，或使邻近建筑物倾

斜，或导致与建筑物有联系的其他设施的损坏。

例如，单层排架结构的沉降量过大会造成桥式吊

车净空不够而影响使用；高耸结构（如烟囱、水

塔等）沉降量过大会将烟道（或管道）拉裂。砌

休承重结构对地基的不均匀沉降是很敏感的，其

损坏主要是由于墙体挠曲引起局部出现斜裂缝，

故砌体承重结构的地基变形由局部倾斜控制。 



•  框架结构和单层排架结构主要因相邻柱基的沉降差使构件受

剪扭曲而损坏，因此其地荃变形由沉降差控制。

• 高耸结构和高层建筑的整体刚度很大．可近似视为刚性结

构，其地基变形应由建筑物的整体倾斜控制，必要时应控制

平均沉降量。

• 地基土层的不均匀分布以及邻近建筑物的影响是高耸结构和

高层建筑产生倾科的重要原因。这类结构物的重心高，基础

倾斜使重心侧向移动引起的偏心矩荷载，不仅使基底边缘压

力增加而影响倾植稳定性，还会产生附加弯矩。因此，倾斜

允许值应随结构高度的增加而递减。



• 高层建筑横向整体倾斜允许值主要取决于人们视

觉的敏感程度，倾斜值到达明显可见的程度时大

致为1/250（0.004），而结构损坏则大致当倾斜达

到1/150时开始。

• 目前的地基沉降计算方法还比较粗，因此，对于

重要的或体型复杂的建筑物，或使用上对不均匀

沉降有严格要求的建筑物，应进行系统的地基沉

降观测。通过对观测结果的分析，一方面可以对

计算方法进行验证，修正土的参数取值；另一方

面可以预侧沉降发展的趋势，如果最终沉降可能

超出允许范围，则应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2．5 基础底面尺寸的确定
本节重点：轴心受压基础、偏心受压基础、下卧

层验算
本节难点：下卧层验算

2.５.1 　按持力层承载力确定基底尺寸
１.轴心受压基础 

　　作用在基底形心的荷载

只有竖向荷载，没有力矩荷

载存在的情况，为轴心受压

基础（右图）。 



• 在轴心荷载作用下，要求基底压力小于或
等于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即： 

• Pk≤f a　　　（２－１６）

• 式中：f a ——修正后的地基持力层承载力
特征值；
　　　Pk ——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基基组
合时，基础底面处的平均压力值，按下式
计算：

• Pk＝（Fk+Gk)/A 　（２-１７ ）



• 式中 　Fk ——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
时，上部结构传至基础顶面的竖向荷力值； 

• 　　Gk ——基础及基础上填土的平均土
重，一般取Gk =GAd (G  为基础及回填土的
平均重度，可G =20kN/m3 计算，在地下水
下取

• G = G Ad- w Ahw

• 　　d — 基础平均埋置深度；

•         A —基础底面积。 
• 基础底面积计算公式：

• A≥Fk/（f a  - G d＋ w hw）　　(２-１８)



如果采用方形基础，则A＝bb，有：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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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墙下条形基础，可沿基础长方向取单位长度1m进
行计算，荷载也为相应的线荷载（kN／m)．则条形基础宽
度为：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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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的计算中，一般先要对地基承载力特征值fak进行深
度修正，然后按计算得到的基底宽度b，再考虑是否需要对fak
进行宽度修正。如需要，修正后重新计算基底宽度，如此反
复计算一二次即可。最后确定的基底尺寸 b 和 l 均应为100
的倍数。



２.偏心荷载作用

• 对偏心荷载作用下的基础，除应满足式（２-１６）

的要求外，尚应满是以下附加条件：

•             Pkmax≤1. 2fa                   (2-21）

式中，Pkmax  — 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按直

线分布假设计算的基底边缘处的最大压力值；

    　fa — 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对常见的单向偏心矩形基础，当偏心距 e≤l/6时，
基底最大压力可按下式计算:

• 式中：l — 偏心方向的基础边长，一般为基础长边边长；

•             b —垂宜于偏心方向的基础边长，一般为基础短边
边长;

•            Mk —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基础所有荷载
对基底形心的合力矩；

•           e — 偏心距．e=Mk／(Fk＋Gk）；

•        其余符号愈义同前。

)23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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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证基础不致过分倾斜，通常还要求偏心距 e 应满足

下列条件：

• e≤l/6                                      (2-24)

• 　　一般认为，在中、高压缩性地基上的基础，或有吊车

的厂房柱基础，e 不宜大于 l/6；对低压缩性地羞上的基

础，当考虑短暂作用的偏心荷载时，e 可放宽至 l/4。
• 确定矩形基础底面尺寸时，为了同时满足式(2-16)、(2-21)

和（2-24)的条件，一般可按下述步致进行：

     （1） 进行深度修正，初步确定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

征值。



•  (2) 根据荷载偏心情况，将按轴心荷载作用计算得到

的基底面积增大10%-40%，即取

)253()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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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取

一般的比值与短边选取基底长边

(4）考虑是否应对地基承载力进行宽度修正。如需要．在

承载力修正后，重复上述(2)、(3)两个步骤，使所取宽

度前后一致。



•       （5）计算谊心距e 和基底最大压力Pkmax，并验

算是否满足式(2-21)和(2-24）的要求。

    (6)  若 b、l 取值不适当（太大或太小）,可

调整尺寸再行验算，如此反复一二次，使可定出合

适的尺寸。



2.5.2   地基软弱下卧层承载力验算

• 当地基受力层范围内存在承载力显著低于持力层的软弱

下卧层时，还必须对软弱下卧层进行承载力验算。要求

作用在软弱下卧层顶面处的总压力不超过它经深度修正

后的承载力特征值，即 

)282(  azczz f
• 式中 　σz— 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软弱下卧层顶面处的附加压

力值； 
• 　　    σcz—软弱下卧层顶面处土的自重压力值； 
•             faz —软弱下卧层顶面处经深度修正后的承载力特征值。 
• 　　关于 σz的计算，《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07-2002 通

过试验研究并参照双层地基理论解，提出按压力扩散角的简化计算方
法（图 2-17 ）。 



图2-17    软弱下卧层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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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基础

条形基础

式中　 b — 矩形基础和条形基础底边的宽度； 

　　l —矩形基础底边的长度； 

　　P c —基础底面处土的自重压力标准值； 

　　z — 基础底面至软弱下卧层顶面的距离；

      θ—压力扩散角，按表（ 2-7 ）采用.



地基压力扩散角θ 表 2-7

30° 20° 10 

25° 10° 5 

23° 6° 3 

12 ° 4 ° 1 

z/b=0.50 z/b=0.25 Es1/Es2

注：（ 1 ） Es1 为上层土压缩模量； Es2 为下层土压缩模量； 
　　（ 2 ）当 z/b ＜ 0.25 时，一般取 θ =0° ，必要时由试验确
定；
                   z/b＞ 0.5 时， θ 值不变。 



2.５.３ 　按允许沉降差调整基础底面尺寸(自学)

• 2.５.４ 　地基稳定性验算

• 对于经常承受水平荷载作用的高层建筑、高耸结构，以及

建造在斜坡上或 边坡附近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应对地基进

行稳定性验算。

• 在水平荷载和竖向荷载的共同作用下，基础可能和深层土

层一起发生整体滑动破坏。这种地基破坏通常采用圆弧滑

动面法进行验算要求最危险的滑动面上诸力对滑动圆弧的

圆心所产生的抗滑力矩Mr与滑动力矩Ms之比应符合下式

要求：

                                K=Mr/Ms≥1.2                        (2-42)



)432(tan/   dba

      对修建于坡高和坡角不太大的稳定土坡坡顶的基础
（图2-18)，当垂直于坡顶边缘线的基础底面边长b≤3m
时，如基础底面外缘至坡顶边缘的水平距离a 不小于
2.5m，且符合下式要求：

      则土坡坡面附近由基础
所引起的附加压力不影响
土坡的稳定性。

     式中β为土坡坡角，d为
基础埋深，系数ξ取3.5
（对条形基础）或2.5（对
矩形基础和圆形基础）。 



• 当式(2-43)的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可以根据基

底平均压力按圆弧滑动面法进行土坡稳定验算，

以确定基础距坡顶边缘的距离和基础埋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