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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结合现代土木工程的发展，按照土木工程专业培养高级应用型人才的要求，考虑我国湿陷性
黄土区域性的特色编写。
　　湿陷性黄土在我国有广泛的分布，由于其在土力学和工程建设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质，一直
是岩土工程界研究的对象。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西部大开发以来，在黄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工程
建设，极大地推动了黄土力学与工程的发展，取得了众多的成果。
　　湿陷性黄土地基是岩土工程的一个分支，主要阐述这种特殊的区域性土在工程地质、土力学和工
程性质等诸多方面的特点，以解决黄土地区的各种实际工程问题为主要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在具备一般工程地质与土力学知识的基础上，了解湿陷性黄土产生的地质与
环境原因，掌握湿陷性和其他特殊性的内在机理，以及常用的黄土性质的土工测试方法，达到能解决
实际工程问题的目的，具备在黄土地区从事岩土工程设计、勘察、施工和监理等方面的工作的技能。
　　全书共分5章，包括黄土的成因、土层和分布，黄土的基本性质，黄土的湿陷性及其评价，黄土
的动力特征及黄土的震害，湿陷性黄土地基及黄土工程。
本书由冯志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主编，宋战平（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赵治海（西北综合勘察设
计研究院）为副主编，李瑞娥（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赵红玲（洛阳理工学院）参编。
本书编写分工如下：第一章由李瑞娥编写，第二、三章由冯志焱、赵红玲编写，第四章由冯志焱编写
，第五章由冯志焱、宋战平、赵治海编写。
全书由韩晓雷教授（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主审。
　　本书编写参阅的相关资料与文献的名称，均在参考文献中列出，在此向有关作者深表感谢。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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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湿陷性黄土地基》共分5章，包括：黄土的成因、土层和分布；黄土的基本性质；黄土的湿陷
性及其评价；黄土的动力特征及黄土的震害；湿陷性黄土地基及黄土工程等。
《湿陷性黄土地基》按照国家现行规范，遵循理论联系实际，体现科研与实践最新发展的思路编写。
叙述力求由浅入深、突出重点。
　　《湿陷性黄土地基》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师生的教学用书，亦可供土木工程技术人
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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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成说可分为冲积说、坡积说、洪积说等。
比如1903年提出的第四纪沉积的坡积和洪积成因，他主要针对中亚山麓平原一带的黄土中的颗粒，是
暴雨及临时水流从山坡及小冲沟冲刷搬运而来。
它们沿平原分布，呈宽广的覆盖层，其宽度和厚度在短距离内随地形而变化，大的碎屑在斜坡的上部
形成平行山麓的带状沉积，而细粒碎屑则分布很远，一直到水流在平原上所能达到的地区为止，有时
黄土夹有砾砂透镜体。
张伯声1957年提出中国黄土是流水及湖盆中的湖水作用形成的（冲积一湖积成因）。
1956年他从黄土线的存在说明黄河河道的发育过程及黄土的形成。
他认为黄土的分布并不是漫山遍野地散布在任何高度上，而是分布在一定盆地的一定高度上。
在一定高度之上只有残积土和坡积土，而没有黄土。
黄土分布在一定高度的界限叫做黄土线或黄土上限。
水成说认为陕西高原黄土来自上游大小盆地，晚期在新构造运动上升切割形成的河谷中，黄土沉积物
堆积成阶地形状，在大陆性的干旱气候条件下，这些沉积物在风化和成土作用下形成了黄土。
　　3.土壤（残积）说　　土壤（残积）说认为，黄土是经过空气、水和植物强烈改造了冰川尘土而
生成的残积物，这些冰川物质是由冰水带出沉积在宽阔的盆地和河谷中的。
黄土可在原地由各种细土（但必须是含碳酸盐的）及岩石在干燥气候条件下由风化作用和成壤作用的
结果形成的。
该学说提出的“黄土化作用”被普遍接受。
黄土的机械成分以0.01～0.05mm的颗粒占优势，黄土的结构（孔隙性、无层理、松散性、垂直节理）
是特殊的风化及成土作用的结果。
富含钙质是草原与沙漠带土壤的特点。
在被钙及钙饱和的土壤中，胶体被集结成更大的团粒，这种类型的团粒质点，胶结性差，形成易透水
的松散土壤。
因此，黄土的松散性是富含钙质的结果。
黄土的形成仅仅一个富含碳酸钙的岩石风化是不够的，必须要在干燥气候中进行风化，还要有成土过
程即微生物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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