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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学校非土木类专业的教材，内容包括绪论，土的物理性质与工程分类，土中应力和地
基沉降，土的抗剪强度，土压力、地基承载力和土坡稳定，岩土工程勘察，天然地基上的浅基础，桩
基础，特殊土地基与地基处理。

　　本书着重阐明土的物理与力学性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对土木工程中所遇到的主要岩土工程
问题的分析方法、设计计算和工程应用的基本要求等有较为充分的论述，侧重于学生对相关学科和工
程问题的整体把握，有利于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并对以后工作和学习打下基础。
本书每章均附有小结和习题。

　　本书也可作为高职院校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工程监理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以及相关专
业设计、施工和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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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8.1 地下水的类型及埋藏条件 地下水按其埋藏条件可分为上层滞水、潜水和承压
水三种类型。
 （1）上层滞水是指埋藏在地表浅处，局部隔水透镜体的上部，且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下水。
它是一种局部的、季节性的或暂时性的地下水，其分布范围和存在时间取决于隔水层的厚度和面积大
小。
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故动态变化极不稳定，受气候因素影响很大。
 （2）潜水是指埋藏在地表以下的第一个连续隔水层上，具有自由水面的地下水。
潜水面的标高称为地下水位，其主要存在于第四纪沉积层及基岩的风化层中。
潜水直接接受大气降水和地表水补给，同时也受气候条件变化的影响。
 潜水常给基础施工带来较多困难。
在潜水位以下开挖基坑时将存在涌水、排水问题；地下结构物则有防水防渗和水压力计算等问题。
 （3）承压水是指充满于两个连续的隔水层之问的含水层中的地下水，其承受一定的静水压力。
当承压水位高于地表高程时，打井时水便在井中上升甚至喷出地表，称为自流井。
由于承压水上下都有隔水层存在，它的埋藏和动态受地表气候、水文等影响较小。
 承压水易被污染，可作为供水水源。
但当基坑开挖遇到承压水时，由于水压力的影响，易使地基隆起甚至破坏。
 1.8.2土的渗透性 土的渗透性一般是指水流通过土中孔隙难易程度的性质，或称透水性，地下水的补给
与排泄条件，以及在土中的渗透速度与土的渗透性有关。
地下水按流线形态划分的流动状态有层流和紊流两种状态。
若水流流动过程中每一水质点都沿一固定的途径流动，其流线互不相交，则称其为层流状态，简称层
流。
一般认为，绝大多数场合下土中水的流动呈现层流状态。
 1856年法国学者达西（H.Darcy）根据实验提出，在层流状态下，土中水的渗透速度与水位差成正比
，与渗流长度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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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土力学与基础工程》也可作为高职院校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
工程监理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用书，以及相关专业设计、施工和科研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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