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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1月，温家宝总理在常州科教城高职教育园区视察时深情地说：“国家非常重视职业教育，
我们也许对职业教育偏心，去年（2008年）当把全国助学金从18亿增加到200亿的时候，把相当大的部
分都给了职业教育。
职业学校孩子的助学金比例，或者说是覆盖面达到90％以上，全国平均1500元到1600元，这就是国家
的态度！
国家把职业学校、职业教育放在了一个重要位置，要大力发展。
在当前应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其实我们面临两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又互相关联，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而不发生大的波动，第二就是如何保证群众的就业而不致造成大批的
失业，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根本是靠发展，因此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
但是，我们还要解决就业问题，这就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培训，培养适用人才，提高他们的
技能，适应当前国际激烈的产业竞争和企业竞争，在这个方面，职业院校就承担着重要任务。
”　　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一大批具有必备专业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适应生产、建
设、管理、服务岗位等第一线需要的高等职业应用型专门人才，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大决策。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的专业设置、教学内容体系、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安排均应突出社会职业岗位的需
要、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应用型的教学特色。
其中，教材建设是基础和关键。
　　《高职高专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系列教材》是根据最新颁布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按照高等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建设的总体要求、课程的教学要求和大纲，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组织全
国部分有多年高等职业教育教学体会与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编写而成。
　　本套教材是按照三年制（总学时1600～1800）、兼顾二年制（总学时11。
。
～1200）的高职高专教学计划和经反复修订的各门课程大纲编写的。
共计11个分册，主要包括：《建筑材料与检测》、《建筑识图与构造》、《建筑力学》、《建筑结构
》、《地基与基础》、《建筑施工技术》、《建筑工程测量》、《建筑施工组织》、《高层建筑施工
》、《建筑工程计量与计价》、《工程项目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基础理论课程以应用为目的，以必需、够用为尺度，以讲清概念、强化应用为重点；专业课程以最新
颁布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规范为依据。
反映国内外先进的工程技术和教学经验，加强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注意形象教学、实验教学
和现代教学手段的应用，加强典型工程实例分析。
　　本套教材适用范围广泛，努力做到一书多用。
既可作为高职高专教材，又可作为电大、职大、业大和函大的教学用书，同时，也便于自学。
本套教材在内容安排和体系上，各教材之间既是有机联系和相互关联的，又具有独立性和完整性。
因此，各地区、各院校可根据自身的教学特点择优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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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是根据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地基与基础》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并结合比较成熟的新理论、
新工艺、新标准编写，内容包括土的物理性质与工程分类、土中应力计算、土的压缩性与最终沉降量
计算、土的抗剪强度和地基承载力、土压力和土坡稳定分析、工程地质勘察、天然地基上浅基础设计
、桩基础和其他深基础简介、软弱地基处理以及土力学试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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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挖填　　即挖除溶洞或土洞中的软弱充填物，回填以碎石、块石或混凝土等并分层夯实，
以达到改良地基的目的。
在土洞回填的碎石上应设置反滤层以防潜蚀发生。
　　（2）跨盖　　当洞埋藏较深或洞顶板不稳定时，可采用跨盖方案，如采用长梁式基础或行架式
基础或刚性大平板等跨越。
梁板的支承点必须放置在较完整的岩石上或可靠的持力层上，并注意其承载能力和稳定性。
　　（3）灌注　　当溶洞或土洞埋藏较深，不可能采用挖填和跨盖方法处理时，对于溶洞，可采用
水泥或水泥黏土混合灌浆于岩溶裂隙中；对于土洞，可在洞体范围内的顶板打孔灌砂或砂砾，应注意
灌满和密实。
　　，　　（4）排导　　洞中水的活动可使洞壁和洞顶溶蚀、冲刷或潜蚀，造成裂隙和洞体扩大或
洞顶坍塌，因而应防止自然降雨和生产用水下渗，采用截排水措施，将水引导至他处排出。
　　（5）打桩　　土洞埋深较大时，可用桩基处理，如采用混凝土桩、木桩、砂桩或爆破桩等，其
目的除提高支承能力外，还具有靠桩来挤压挤紧上层和改变地下水渗流条件的功效。
对打在岩溶持力层中的桩基，要注意其持力层的稳定性。
6.5.5 地震　　1.地震及其产生的原因　　地震是由于地球的内力作用而产生的一种地壳振动现象，主
要发生于近代造山运动区和地球的大断裂带上，即形成于地壳板块的边缘地带。
这是由于在板块边缘处，可能因上地幔的对流运动引起地壳的缓慢位移，岩石内的差动位移引起弹性
应变和应力，当应力增大超过岩石的强度时就会产生断层。
发生断层时，岩石释放的弹性能以振波的形式传播到周围岩石上，引起相邻岩石的振动，称为地震。
在地球内部，因岩石破裂产生地壳振动的发源地称为震源，震源在地表上的垂直投影称为震中（见
图6-16），震源与震中之间的距离称为震源深度。
　　在地震的时候，最初地面在短时间内不断地产生微振动，称为前震；接着便发生剧烈振动，称为
主震；主震之后继续发生的大量小地震称为余震。
　　地震可按成因分为四类：构造地震、火山地震、陷落地震和人工触发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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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地基与基础》是“万丈高楼平地起”的关键，也是“建筑物”与“大地”之间密切关系的体现
。
这门课程，将向我们详细阐述地基与基础的理论知识，并介绍解决实际工程中相关技术问题的方法。
人们看不见的地基与基础，它的神秘面纱即将由引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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