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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注册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专业考试规范汇编编委会主编的《注册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专业考试规范
汇编(共5册)》收录了“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专业考试参考书目”中规定必备的公路、铁路、
水运类15种最新版规范，为注册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专业考试必备用书，《注册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
专业考试规范汇编(共5册)》还可作为勘察设计工程师的案头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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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3.2.2岩体完整程度的划分目前尚无统一规定，多数规范根据结构面的发育程度和结构面的
性状进行划分。
本规范对岩体完整程度的划分与《公路隧道设计规范》（JTG D70—2004）、《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GB 50218—94）一致，有利于隧道围岩分级和岩体力学参数评价。
 3.2.7节理发育程度是评价岩石地基承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本规范岩体节理发育程度的划分与《公路
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2007）基本一致，考虑到节理发育间距存在小于20mm的这一
实际情况，增加了d≤20mm一档。
需要说明的是：在使用表3.2.7时应注意，表中的节理在本规范中泛指各种分割岩体的结构面。
 3.3 土的分类 3.3.3液塑限在土类划分、土体状态判别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但国内外对液塑限测试采用的方法目前尚不统一。
常用的液限试验方法有4种：①76g圆锥仪，锥角30°，沉入土中10mm；②76g圆锥仪，锥角30°，沉
人土中17mm；③100g圆锥仪，锥角30°，沉人土中20mm；④卡氏碟式仪法。
而塑限试验方法有3种：①76g圆锥仪，沉入土中2mm；②100g圆锥仪，沉入土中hp（hp根据土体液限
按经验公式确定）；③搓条法。
不同的方法分别被各国的行业规范所采用。
例如，对于土的液限，我国《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2002）采用76g平衡锥，入土深度10mm测定，《公路土工试验规程》（JTG E40—2007）
采用100g平衡锥，入土深度17mm测定，而国外则多采用卡氏碟式仪法测定。
不同的试验方法得到的结果与土体“真实”的液塑限存在差异。
 根据土力学定义，液限是土体由可塑状态转化为流动状态时的界限含水率，处于液限状态的土体，其
力学特征应为剪切强度趋于零而非零的临界状态。
因此，各测量液限的方法应以能够标示出土体强度尽可能小而非零的状态为佳。
我国原水电部在修订液限塑限联合测定的过程中，曾组织全国13个单位对各地16种土（从低液限到高
液限）用光电式液限仪进行液限塑限对比试验。
从对比试验的结果来看，采用卡氏碟式仪，76g锥入土深度17mm，100g锥人土深度20mm的方法测试处
于液限状态的土体，其抗剪强度基本一致，均在1.9kPa左右，而采用76g锥人土深度10mm的方法测试
处于液限的土体，其抗剪强度则达5.3kPa（表3—1）。
表明采用76g锥人土深度10mm的方法测试土体的液限其结果与实际情况偏差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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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注册岩土工程师执业资格专业考试规范汇编(套装共5册)》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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