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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是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技术基础课程，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
水利、港口等工程领域。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超高层建筑与重型设备厂房的增多，土力学理论与基础工程技术显得更为
重要。
因此，本课程是各有关专业的大学生和工程技术人员必须掌握的一门专业课程。
本书是根据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教学要求，结合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的实际情
况编写的。
为了加强学生对土力学与基础工程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的理解和应用，进一步培养和训练
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每章均设置有一定量的例题、思考题与习题。
全书共分12章，由河南理工大学王有凯担任主编，河南理工大学陈昌禄、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万凤
鸣担任副主编。
具体编写分工如下：河南理工大学王有凯（第l、6章）、河南理工大学王辉（第2、10章）、河南理工
大学陈昌禄（第3、7章）、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凌平平（第4章）、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万凤鸣（
第5、12章）、河南理工大学冯文娲（第8、11章）、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侯琴（第9章）。
全书由陈昌禄负责统稿审核。
本书的编写借鉴了诸多前辈的成果和智慧，融汇了编者多年的教学经验，也吸取了同类教材的优点，
在内容取舍、编写顺序等方面做了精心的安排。
对书中所引用文献和研究成果的诸多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对在编写过程中各作者及作者单位的大力
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和批评指正，以便再版时
加以修改、充实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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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培养要求和目标，结合土力
学与基础工程学科近年来国内外的发展以及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学的实际情况而编写的。
本书系统阐述了土力学的基本理论，介绍了地基基础的基本原理。
全书共分12章，包括绪论、土的物理性质及工程分类、土的渗透性及渗流、土中应力、土的压缩性及
地基沉降量计算、土的抗剪强度、土压力理论、地基承载力、土坡稳定性分析、浅基础设计、桩基础
及其他深基础、地基处理。
本书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图文并茂，在强调基本原理的应用的同时，加强分析与处理具体问题
的能力。

　　本书除可作为各类应用型本科院校土建、交通、地质、冶金、石油、农业、林业等相关专业的教
材或教学参考书外.还可供其他相关专业和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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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5.3.2 渗透破坏产生的条件土的渗透变形的发生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三个原因，即：几何条件、
水力条件和渗流的溢出条件。
（1）几何条件土体颗粒在渗流条件下产生松动和悬浮，必须克服土颗粒之间的黏聚力和内摩擦力，
土的黏聚力和内摩擦力与土颗粒的组成和结构有密切关系。
渗透变形产生的几何条件是指土颗粒的组成和结构等特征。
例如，对于管涌来说，只有当土中粗颗粒所构成的孔隙直径大于细颗粒的直径，才可能让细颗粒在其
中移动，这是管涌发生的必要条件之一。
对于不均匀系数Cu10的土，发生流土和管涌的可能性都存在，这主要取决于土的级配情况和细粒含量
。
试验结果表明，当细粒含量小于25％时，细颗粒填不满粗颗粒所形成的孔隙时，渗透变形属于管涌；
而当细粒含量大于35％时，则可能产生流土。
（2）水力条件产生渗透变形的水力条件指的是作用在土体上渗透力的大小，这是产生渗透变形的外
部因素和主动条件。
土体要产生渗透变形，只有在渗流水头作用下的渗透力即水力坡降大到足以克服土颗粒之间的黏聚力
和内摩擦力时，也就是说水力坡降大于临界水力坡降时，才可以发生渗透变形。
应该指出的是，对于流土和管涌来说，渗透力具有不同的意义。
对于流土来说，渗透力指的是作用在单位土体上的渗透力，是属于层流范围内的概念；而对于管涌来
说，渗透力则指的是作用在单个土颗粒上的渗透力，已经超出了层流的界限。
（3）渗流的溢出条件渗流溢出处有无适当的保护对渗透变形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当溢出处直接临空，此处的水力坡降是最大的，同时水流方向也有利于土的松动和悬浮，这种溢出处
条件最易产生渗透变形，所以工程上一般在渗流溢出处设置反滤层以降低渗流溢出速度和水力坡降。
3.5.3.3 渗透破坏的防治措施（1）可以采取降低水头或增加渗径的办法减小水力坡降。
（2）在向上渗流溢出处用透水材料覆盖压重，以防止土体被渗透力所悬浮。
（3）在渗流溢出处部位铺设层间关系满足要求的反滤层，以保护土体不被细颗粒带走，同时具有较
大的透水性，使渗流可以畅通。
（4）堤坝下游挖减压沟或打减压井，贯穿渗透性较小的黏性土层，以降低作用在黏性土层底面的渗
透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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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高等学校土建类专业应用型本科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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