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工程

(1) 基础工程(2学分)

(2)基础工程课程设计(1学分):

   课表集中安排

考试成绩 :期末闭卷考试(80%)

平时成绩:平时成绩（20%）

教学
计划

课堂 32学时

成绩
评定



说明:

上课情况
平时作业
课堂讨论等

平时成绩

课程设计成绩:按设计说明和图
件单独评分



教材:

 第二方案:基础工程,赵明华主编,高等教育
出版社

规范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11）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其他规范：荷载、抗震、混凝土结构

第一方案:基础工程(第3版)，华南理工
大学、浙江大学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2014-03



• §1.1 概述 

• §1.2 基础工程内容

• §1.3 基础工程的发展概况

• §1.4 本课程的特点和学习要求
• 本章重点：基础的类型，基础设计的特
点和要求

• 本章难点：基础设计的特点和要求

第1章      绪论
主要内容：



§1.1 概述

地基基础上部结构

传递给土
层

通过基础
建筑物重量
（荷载）

      地基与基础是保证建筑物安全和满足使用
要求的关键之一

  地基——土力学，工程地质

  基础——结构



    基础承受上部结构传来的所有荷载，并将
这些荷载传递给其下的土层——地基。

地基和基础
所指不同

        基础是在建筑物地面以下，将上部结构所承受
的各种作用力传递到地基上的结构组成部分。基础
的型式将根据上部结构的情况、地基的岩土类别及
施工条件等综合考虑确定，一般低层建筑常用的基
础型式有条型基础和独立基础。

§1.1 概述



基础底下天然的岩土层
称为地基。基坑是为基
础施工而开挖的凹坑，
坑底就是基础底面。基
础的埋置深度是指房屋
首层室内地面＋0.000到
基础底面的深度。埋入
地下的墙称为基础墙，
基础墙与垫层之间做成
阶梯形的砌体称为大放
脚，防潮层是防止地下
水沿墙体向上渗透的一
层防潮材料。

概    述 地 基 及 基 础



基础工程则为在岩土地基上进行工程的技术问题两者
互为理论与应用的整体，所以“基础工程”就是岩土地
层中建筑工程的技术问题。于某一建筑结构而言，在
岩土地层上的工程为上部结构工程，而基础工程则为
下部结构工程。

土力学是学科的理论基础，作为工程载体岩土的特性
及其应力应变、强度、渗流的基本规律； 

概    述 地 基 及 基 础

     英语称之为“Foundation Engineering”，其意义
是指包括地基及基础在内的下部结构工程。 

     “基础工程就是研究下部结构物与岩土相互作用
共同承担上部结构物所产生各种变形与稳定问题。



一般说来，基础可分为两类。

      通常把埋置深度不大（小于或相当于基础底
面宽度，一般认为小于5m)的基础称为浅基础。对
于浅层土质不良，需要利用深层良好地层，采用
专门的施工方法和机具建造的基础称为深基础。

      开挖基坑后可直接修筑基础的地基，称为
天然地基。那些不能满足要求而需要事先进行人
工处理的地基，称为人工地基。





       基础的设计和施工，不仅要考虑上部结构的
具体情况和要求，还要注意地层具体条件。基础
和地基相互关联，基础的设计与施工必须考虑土
层原有状态的变化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地基基础设计时需要综合考虑建筑物的情况
和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并结合施工条件以及工
期、造价等各方面要求，合理选择地基基础方
案，因地制宜，精心设计，以保证基础工程安全
可靠，经济合理。

           在天然地基上直接建造基础，一般施工简
单，经济；人工地基或深基础，往往工期长，造
价也高。因此，在保证建筑物安全可靠的条件
下，应优先选用天然地基上浅基础的设计方案。 



      与岩土工程紧密相关的内容，如基础埋置深
度、地基承载力、地基变形验算，基坑和基础的
稳定分析、地基基础相互作用等，本课程都将进
行讨论。

     本课程主要介绍地基和基础的设计原理．同
时也简要介绍一些必要的施工知识。

     基础工程设计包括基础设计和地基设计两大
部分。

基础工程内容：基础的设计、施工和监测.

1．2    基础工程内容



•     基础设计包括基础形式的选择、基础埋置深
度及基底面积大小、基础内力和断面计算等。如
果地下部分是多层的结构，基础设计还包括地下
结构的计算。

•     地基设计包括地基土的承载力确定、地基变
形计算、地基稳定性计算等。 当地基承载力不足
或压缩性很大而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需要进行
地基处理。

• 基础结构的形式很多。设计时应选择能适应上部
结构、符合使用要求、满足地基基础设计两项基
本要求以及技术合理的基础结构方案。一般而
言，基础常置于地面以下。但诸如半地下室箱形
基础、桥梁基础和码头桩基础等均有部分置于地
表之上。



基础工程设计应符合以下3（4）个原则：p2

2．地基计算变形量小于
建筑物容许变形值

1．基底压力小于或等于
地基的容许承载力

3．水平力作用时应满  
足稳定要求。

强度问题

变形问题

稳定性问题

概    述 基 础 工 程 设 计 基 本 原 则

4．上部结构的其它要求。
基础结构的强度、
刚度及耐久性要
求



• 设计基础时必须掌握足够的资料，这些资
料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地质资料，另
一部分是有关上部结构资料。

•     在分析地质资料时应注意对地基类型进
行判别并考虑可能发生的问题，还要研究
土层的分布，查明地下水及地面水的活动
规律，还应调查拟建建筑物周围及地下的
情况。

•    在分析上部结构时应特别注意建筑物的重
要性、建筑物体型的复杂程度、结构类型、
其传力体系。



• 基础设计应满足的各项稳定性及变形要求：
• 1、埋探应足以防止基础底面下的物质向侧面挤
出，对单独基础及筏形基础尤其重要；

• 2、埋深应在冻融及植物生长引起的季节性体积变
化区以下；

• 3、体系在抗倾覆、转动、滑动或防止土破坏〔抗
剪强度破坏）方面必须是安全的；

• 4、体系对土中的有害物质所引起的锈蚀或腐蚀方
面必须是安全的；

• 5、有重大变化时能便于变更；
• 6、从设置方法的角度看，基础应是经济的；
• 7、地基总沉降量及沉降差应既为基础构件也为上
部结构构件所容许；

• 8、基础及其施工应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



• 基础设计的特点：

• (1) 基础是直接与地基土接触的结构部分，与地
基土的关系比上部结构密切得多。在设计中，除
考虑上部结构传下的荷载、基础的材料和结构形
式外，还必须考虑地基土的强度和变形特性。

• (2)  基础施工有专门的技术和方法，包括基坑开
挖、施工降水、桩基础和其它深基础的专项技术、
各类地基处理技术等。基础施工受自然条件和环
境条件的影响要比上部结构大得多。

• （3） 基础有独特的功能和构造要求。例如地下
室的功能和抗浮防渗要求、抗变形和抗震构造、
特殊土地基上的构造等。



1．3 基础工程的发展概况
•        基础工程既是一项古老的工程技术，又是一门

年轻的应用科学。

•     二千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建造的宫殿楼宇、寺

院教堂、高塔亭台，长城运河、古道石桥、码头、

堤岸等工程，无论是至今完好，还是不复存在，

都凝聚着佚名者和杰出人物的智傲。采用石料修

筑基础、木材做成桩基础、石灰拌土夯成垫层或

浅基础、砂土水撼加密、填土击实等修筑地基基

础的传统方法，目前在某些范围内还在应用。



•     18世纪到19世纪人们在大规模建设中遇到了许多与岩
土工程相关的间题，促进了岩土力学的发展。

•     例如法国科学家C. A.库仑（Coulomb）在1773年提出
了砂土抗剪强度公式和挡土墙土压力的滑楔理论；

•     英国学者W. J. M朗金（Renkine）又从另一途径建立
了土压力理论；

•     法国工程师  H达西（Dsrcy)在1856年提出了层流运
动的达西定律；

•     捷克工程师E.文克勒  (Winkler)在1867年提出了铁
轨下任一点的接触压力与该点土的沉降成正比的假设；

•     法国学者J.布辛奈斯克（Bouseinesq）在1885年提出
了竖向集中荷载作用下半无限弹性体应力和位移的理论解
答。这些先驱者的工作为土力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        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工程学科的建立，则以太沙基

1925年发表第一本比较系统完整的著作《土力学》为标志。

太沙基与R.佩克（Peck）在1948年发表的《工程实用土力

学》中，将理论、测试和工程经验密切结合，推动了土力

学和基础工程学科的发展。

•      “工程实用土力学”的出现，标志着“土力学及基础工

程”真正成为一门工程科学：1936年在美国哈佛召开了第

一届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至今已17届，特别

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把学科推向现代化。在理论上，

从饱和砂土的有效应力原理和线弹性力学为基础的土力

学，逐渐发展至今的考虑土的结构影响的粘弹塑性体的应

力、应变、强度的数学模型，从饱和土为主的理论，发展

到非饱和土，还发展了土的动力特性等等。 



•        在基础工程应用技术上，数百米高的超
高层建筑物，地下有百余米深地下多层基
础工程，大型钢厂的深基础．海洋石油平
台基础，海上大型混凝土储油罐人工岛
（关西机场），条件复杂的高速公路路
基，跨海大桥的桥梁基础等工程技术，使
桩基、墩基、地基处理，不断革新，走向
现代。

•        我国现代建筑和大型工程如三峡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以及高速公路，港口码头
的建设，有效促进基础工程的发展。



       自人工挖孔桩于100年前在美国问世以来，灌注
桩基础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桩型。

单桩承载力可达数千千牛，最大的灌注桩直径可达

数米，深度已超过100m。
      上海金茂大厦的桩基础入土深度达到80m以上。
钢管桩、大型钢桩、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劲性水泥

土搅拌桩等新老桩型也在大量采用，桩基础的设计

理论也得到较大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考虑桩和

土共同承担荷载的复合桩基础设计理论在多高层建

筑中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



•        国内外历史上有名的多次大地震导致了
大量建筑物的破坏，其中有不少是因基础
抗震设计不当所致。经过大量地震震害调
查和理论研究，人们逐渐总结发展出基础
抗震设计的理论和方法。近年的几次地震
又引起了人们对建筑物抗震的更加重视，
对地震区的基础抗震设计提供了更为丰富
的资料。



1．4 本课程的特点和学习要
求

• 本教材共有十章。
•       主要介绍浅基础、连续基础、桩基础、
地基处理、土工合成材料、挡土墙、基坑
工程、特殊土地基以及机器基础等内容。

•       本课程建立在土力学的基础之上，涉及
工程地质学、土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
学、动力学、结构设计和施工等学科领域。
它的内容广泛，综合性强，学习时应该突
出重点，兼顾全面。



• 本课程的工作特点是根据建筑物对基础功能的特
殊要求，首先通过勘探，实验，原位测试等，了

解岩土地层的工程性质，然后结合工程实际，运

用土力学及工程结构的基本原理，分析岩土地层

与基础工程结构物的相互作用及其变形与稳定的

规律，做出合理的基础工程方案和建造技术措

施，确保建筑物的安全与稳定。原则上，是以工

程要求和勘探试验为依据，以岩土与基础共同作

用和变形与稳定分析为核心，以优化基础方案与

建筑技术为灵魂，以解决工程问题确保建筑物安

全与稳定为目的。



•       了解在建筑物设计之前需要进行勘察工作的内
容；

•       掌握地基土野外鉴别能力，学会使用工程地质
勘察报告书；

•         正确合理地解决基础设计和施工问题，要依
赖土力学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实践经验的借鉴，由

于地基土性质的复杂性以及建筑物类型、荷载情

况可能又各不相同，因而在基础工程中不易找到

完全相同的实例。



• 本课程的特点，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紧密联系工
程实际的方法，注意掌握岩土地层工程性质的识

别与应用；充分利用勘探与试验资料，重视基础

工程结构物与岩土地层共同作用的机理及其工程

性状，认真掌握其变形与稳定性的分析方法，以

及各项基础工程和地基处理的技术措施，注重实

际效果的检验及工程经验。

•     学习基础工程重在实践，通过实践，才能理解
理论知识，才能学到基础工程的真义。



学习要求：

• 1、理论联系实际；
• 2、重视基础工程结构物与岩土地层共同作用的机
理及其工程性状；

• 3、认真掌握承载力、变形与稳定性的分析方法；
• 4、熟练掌握浅基础（扩展基础和钢筋混凝土扩展
基础、联合基础）和桩基础的设计方法；

• 5、基本掌握连续基础的设计原理；
• 6、广泛了解其它基础工程的内容，扩大知识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