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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土力学与地基基础是高等学校工程管理本科专业的一门必修课。
本教材编写遵循普通高等学校工程管理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全书由浅入深、概念清楚、层次分明、重
点突出，体现引导性思维。
结合新规范，反映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的成熟成果与观点。
针对工程管理专业特点，本书土力学基本理论部分加强了基本理论、基本概念的阐述；淡化了数学推
导，强调各种理论和原理与实际工程的关系；地基基础部分淡化了设计计算，注重实用性内容，内容
精练。
各章还附有习题。
　　本书为高等学校土建学科工程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规划教材。
由南京林业大学邵光辉、福建农林大学吴能森主编，华北科技学院刘彭副主编。
具体编写单位及编写人员分工如下：绪论、第1、9章由南京林业大学邵光辉编写，第2、3章由华北科
技学院刘彭编写，第4章由福建工程学院张丙强编写，第5章由山西大学阎凤翔编写，第6章由南京林业
大学张婷编写，第7、8章由福建农林大学吴能森编写。
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范亚坤协助主编做了许多绘图和校对工作，在此表示感谢。
　　本书承蒙清华大学陈轮审定，为本书提供了许多中肯细致的修改意见，已为编者采纳。
在此深表谢意。
　　限于编者的水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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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学校工程管理专业应用型本科规划教材。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土的基本特性、土力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计算和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介绍了
浅基础、桩基础的类型、构造及设计计算的基本知识，简要介绍了常用的软弱土地基处理技术和托换
技。
本书内容由浅入深、概念清楚、层次分明、重点突出、理论联系实际。
全书内容包括土的物理性质及工程分类、土中应力计算、土的压缩性与地基沉降计算、土的抗剪强度
与地基承载力、土压力与土坡稳定分析、工程地质勘察、天然地基上的浅基础、桩基础、地基处理与
托换技术共九章，每章均附本章概要、小结和习题。
　　本书主要作为普通高等学校工程管理专业、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的教学用书，可作相关专业成人教
育教材，亦可供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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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第1章　土的物理性质及工程分类　1.1　土的相组成及结构构造　1.2　土的三相比例指标　1.3　
粘性土的物理特性　1.4　无粘性土的密实度　1.5　土的渗透性　1.6　土的压实性　1.7　地基土（岩
）的工程分类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练习题　参考文献第2章　土中应力计算　2.1　概述　2.2　土的
自重应力计算　2.3　基础底面的压力分布与计算　2.4　竖向荷载作用下地基附加应力计算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练习题　参考文献第3章　土的压缩与地基沉降计算　3.1　概述　3.2　土的压缩性和压缩
性的指标　3.3　地基最终沉降量计算　3.4　应力历史对地基沉降的影响　3.5　饱和土的有效应力原
理　3.6　饱和土地基沉降与时间的关系　3.7　建筑物的沉降观测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练习题　参考
文献第4章　土的抗剪强度与地基承载力　4.1　土的抗剪强度概述　4.2　土的抗剪强度试验方法　4.3
　地基承载力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练习题　参考文献第5章　土压力与土坡稳定分析　5.1　概述
　5.2　作用在挡土墙上的土压力　5.3　挡土墙简介　5.4　土坡稳定分析　5.5　工程中的土坡稳定问
题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练习题　参考文献第6章　工程地质勘察　6.1　工程地质勘察内容及方法
　6.2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本章小结　思考题　参考文献第7章　天然地基上浅基础　7.1　地基基础
设计原则　7.2　浅基础的类型　7.3　浅基础的设计内容　7.4　钢筋混凝土连续基础简介　7.5　减轻
不均匀沉降危害的措施　本章小结　思考题　练习题　参考文献第8章　桩基础第9章　地基处理与托
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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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现代土力学的发展，是伴随着电子计算机和新计算技术的发展而前进的。
这一时期，研究着重于新的非线性应力一应变关系和应力一应变模型的建立，并以此为基础建立新的
理论。
提出了各种应力应变模型，如邓肯一张模型、剑桥模型等，对土的非线性应力一应变规律进行数学描
述。
同时，现代试验技术的发展，也为土的微观结构及其应力一应变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手段。
土力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
　　土力学的发展为解决工程中的地基基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因此，各种新的基础施工工艺也得到飞速发展，如沉井技术、地下连续墙技术、超大直径钻孔灌注桩
技术等。
近40年来，地基处理方面发展也十分迅速，老方法得到改进，新方法不断涌现。
从如何提高土的抗拉强度这一思路中，发展了土的加筋法；从如何有利于土的排水和加速固结这一基
本观点出发，发展了土工聚合物、砂井预压和塑料排水带；从如何进行深层密实处理的方法考虑，发
展了强夯法和振冲法等。
随着地基处理工程实践和发展，人们在改造土的工程性质的同时，不断丰富了对土的特性研究和认识
，又进一步推动了地基处理技术和方法的更新。
　　1936年第一届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召开以来，从第三届开始以后每四年召开一次，第
十四届改名为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学术会议。
许多国家和地区也都定期地开展各类学术活动，出版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的学术杂志和刊物，交流和总
结本学科新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1957年起设立了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委员会，并于1978年成立了土力学及基础工
程学会。
1962年在天津召开第一届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学术会议以来，已先后召开了九届会议，第八届改名为土
力学及岩土工程学术会议。
除此之外，每年还有许多区域性或专业性的学术会议，这些学术活动也都大大促进了本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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