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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根据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要求，为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的需要而编写。
 “土质学与土力学”是土木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在土木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中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特别是近20多年以来，随着我国道路交通事业的大发展以及土力学计算理论和工程实践的不断深入，
土质学与土力学的分析计算理论与应用技术发展越来越快，相应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积累了许多宝
贵的资料。
 1925年美国土力学家太沙基(Terzaghi)发表第一部土力学专著，使土力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其后，由于世界各地工程建设的推动，土力学发展迅速，其相关资料浩瀚。
本书作为大学本科的系列教材之一，不宜包罗万象，而应选用那些成熟的理论与典型的经验，使其内
容少而精。
同时考虑到为使学生开阔视野、掌握本学科发展等要求，书中结合相关内简要介绍了实际工程的应用
现状和发展前景。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力图做到叙述简明、重点突出、文字简练、便于自学，并密切联系工程实际，适当
反映近代土质学与土力学的新成果。
本书各章编写分工如下：绪论、第五章、第十章由北京工业大学张钦喜编写；第一章、第九章由昆明
理工大学赵党书编写；第二至四章、第八章由兰州理工大学李萍编写；第六章、第七章由北京工业大
学高华东编写。
本书由张钦喜统稿。
 为便于读者复习和练习，书中各章均附有思考题与习题。
 在统稿过程中，研究生朱绪平、潘旭亮协助主编做了大量的文字和图件处理工作，在此特向他们表示
感谢。
 编者还特别要向兵器工业部勘察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化建新教授表示感谢，他在
百忙之中对本书原稿进行了仔细认真的审查，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对提高本书的质量和水
平起到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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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土质学与土力学》系统地介绍了土质学与土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土工问题的分析计算
方法，内容包括土的物理性质和工程分类、土粒骨架与水溶液的相互作用、土中水的运动规律、土中
应力计算、地基沉降计算、土的抗剪强度、土压力理论、土坡稳定分析、地基承载力、土在动荷载作
用下的力学性质。
全书共10章，每章均附有较全面、详细的例题以及习题和思考题。
　　《土质学与土力学》主要作为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的教学用书，也可供其他专业师生及科技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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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2．4影响土的渗透性的因素影响土的渗透性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
（1）土的粒度成分及矿物成分土的颗粒大小、形状及级配，影响土中孔隙大小及其形状，因而影响
土的渗透性。
土颗粒越粗、越浑圆、越均匀时，渗透性就大。
砂土中含有较多粉土及黏土颗粒时，其渗透系数就大大降低。
土的矿物成分对于卵石、砂土和粉土的渗透性影响不大，但对于黏性土的渗透性影响较大。
黏性土中含有亲水性较大的黏土矿物（如蒙脱石）或有机质时，由于它们具有很大的膨胀性，就大大
降低土的渗透性。
含有大量有机质的淤泥几乎是不透水的。
（2）结合水膜厚度黏性土中若土粒的结合水膜厚度较厚时，会阻塞土的孔隙，降低土的渗透性。
如钠黏土，由于钠离子的存在，使黏土颗粒的扩散层厚度增加，所以透水性很低。
又如在黏土中加入高价离子的电解质（如Al、Fe等）会使土粒扩散层厚度减薄，黏土颗粒会凝聚成粒
团，土的孔隙因而增大，这也将使土的渗透性增大。
（3）土的结构构造天然土层通常不是各向同性的，在渗透性方面往往也是如此。
如黄土具有竖直方向的大孔隙，所以竖直方向的渗透系数要比水平方向大得多。
层状黏土常夹有薄的粉砂层，它在水平方向的渗透系数要比竖直方向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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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质学与土力学》为全国普通高等院校土木工程类实用创新型系列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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