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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土工程勘察与地基施工处理技术分析
郝 玮

九方安达工程技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 要】岩土工程勘察是工程建设的重要的环节，是指按照建设要求对施工现场的地质、环境、岩土条件等

进行查明、分析、评价，然后编制勘察文件，用于施工前准备阶段中的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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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岩土工程勘察

1.1.勘察任务

根据调查反馈基础数据，得到不良地质现象成因、

不良地质类型分布、危害程度等，并给出相应治理对策。

取得建筑物平面结构，以标示坐标及地势。地震多发区，

应按不同类型进行分类，在抗震设防超过 7 度时进行液

化指标测量与计算，从而实现对施工现场及基础地震影

响全面评估。并根据土地类型进行地震影响评估。在施

工基坑排水设计中，如果不能完全确定水位变化，就需

要进行基础调查，通过对周围水及土壤进行检测，确定

地下水对建筑材料特别是金属材料腐蚀作用，了解建筑

物地下水类型、地下水埋藏深度、地下水动态、化学组

成等，并采取相应治理措施。本次勘察任务为建筑深基

坑开挖提供一个准确计算及技术参数，从而为周围环境

分析及评估，为工程承载能力及变形量计算提出建议。

1.2.勘察方法

根据勘察目的、要求及内容，依据《城市轨道交通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A50307-2012），采用大量探井、

钻探、物探（电阻率测试、钻孔电视、地温测试）、原

位测试（标准贯入测试（N）、波速测试、重型动力触探

（N63.5））等。为防止地下管道损坏，采用手工方法，

开挖到原始土壤时用机器进行钻探。勘察组接到设计院

任务后开始施工，首先是外业及内业，外业负责实地勘

察等环境比较艰苦工作，考虑到环境、体力等因素基本

上由男同志去完成，内业工作负责收集资料、数据处理、

土工试验等，工作环境相对比较好，交给有经验人来做。

根据工作进行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可行性研究、初步

勘察及详细勘察阶段，本次勘察采用探井、钻探、物探，

电阻率测试、钻孔电视、地温测试）、原位测试（标准

贯入测试、波速测试、重型动力触探（N63.5））等。

1.3.地层岩性、岩土物理力学性质

1.3.1.地层岩性

通过工程地质勘探及钻井揭示，该区域地层表层为

第四系素充土 Q4m1，第四系红粘土 Q4el+dl，第四系冲

洪积层砂岩（Q4al+pl）；下伏基岩为娄山关群中、上世

白云质灰岩，由新到旧分类如下：

表层素填土（Q4m1）通常是由砂、泥岩碎块、粉

质粘土等构成，硬度为 9∶1～6∶4，颗粒直径为 20～
500mm，略湿润、疏松，厚度在 0.6～10.0m 之间。红粘

土（Q4el+d1）通常是棕黄或灰黄色，主要由粉粒及黏粒

等组成，微光，不发生晃动，中等韧性，干强度适中，

可塑型及硬塑型，在田间表现为软塑型－流塑型，在河

流中则是流塑型。在边坡及斜坡地段，土层厚度较高地

段，夹杂着石屑及石块，该地区则以红粘土为主要成分

加有植物根及腐殖质，该层厚度通常为 0.60～19.70m。

砂质（Q4al+pl））通常呈灰黄色，为冲洪积成因，质地

疏松，质地湿润，由长石、石英等矿物组成，其含量为

35%～65%，其厚度通常为 1.20～5.00m，砂粒直径为 3～
15mm。

下卧式基岩为娄山关群白云质灰岩，呈淡灰色或灰

白色，以方解石及白云石为主，具有细隐晶结构及厚层

状结构，部分含白石石英脉。在强风化带中岩心破碎，

质地柔软，块状，部分为短圆柱；中度风化带岩心结构

较为破碎或完整，以软性为主，局部坚硬，岩心呈柱状、

块状，节长 3～18cm，最长 30cm，在某些地段，该岩

层溶蚀状况比较好，局部岩心有蜂窝状溶解迹象，在钻

井中没有见到溶洞，判断建设线路区域溶蚀条件比较好。

1.3.2.岩土物理力学性质

（1）土石工程分级

根据《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JC20.2011；土石

方工程分级如下：从 K0+230－K0+450，K0+950－K1+160，
K1+550－K1+650-650 段为可塑性粘土，土为一般土，土

为Ⅱ级土；其他部分红壤是松质土，具有较强压缩能力，

属于一类土石类；强风化素填土及强风化基岩属于硬土，

土及石质三级；中风化基岩类型为次坚岩，而土石型为

V。

（2）岩土物理力学参数

岩土物性参数取值应遵循以下原则：①以土壤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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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结果平均为基准。②以室内土工试验结果、参照地

标、区域经验综合确定红粘土基础承载力基本允许值。

③岩体自然容重可根据地标、区域经验综合确定岩土自

然容重。④根据《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JTGD63.2007，岩体地基承载力基本允许值是按照岩层硬

度及节理裂缝发展的状况确定。

2.勘察过程中地基施工技术要点

2.1.地基施工的目的

避免地基剪切破坏、提高地基土承载力。地基所呈

现的剪切破坏多是由于承载力不足引起的，当地基承载

力较小时，受荷载或侧向土壤压力的影响，地基结构很

可能出现失稳。在填土和建筑物的影响下，邻近地基可

能隆起，边坡失稳又会导致坑底隆起，以上均是导致地

基不稳的主要因素。为了避免施工过程中地基被剪切破

坏，需对地基土的抗剪强度进行有效提高。

避免地基沉降、减轻地基土的压缩性。由于建筑物

的沉降、差异沉降较大，受土的压缩性、压缩模量影响，

地基土可能呈压缩性特征，为避免地基沉降造成建筑物

沉降，需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地基土的压缩性。

避免地基渗漏、改善地基土的渗水特质。在实际施

工中，地下水运动可能导致地基内的薄层粉砂或粉土因

管涌而流砂，为最大程度上减小动水压力对建筑物的影

响，需有效改善地基土的渗水特质。

减轻振动影响、改善地基动力特性。施工过程中，

交通荷载、打桩可能导致地基产生震动，即地基土的动

力特性，改善此特性、避免震动过大产生的不良影响也

是地基处理的重要目标。

2.2.地基处理的技术要点

地基处理前，选择持力层时，对于不同软弱土层应

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以淤泥质土为例，一般会选择上

覆较好的土层作为持力层；若上覆土层较薄，在施工中

应尽量避免对持力层造成土扰动。

在地基处理时，应当先结合上部结构、基础地基的

协同作用，强化上部结构刚度、强度的同时，也应适当

增加建筑物应对地基不均匀变形的适应能力。在确定地

基处理方法时，应充分结合建筑物的地基基础设计等级。

对代表性场地进行现场测试也是检验设计参数、加固效

果及保证最终施工质量的有效措施。

3.结束语

地基处理对整个建筑项目的施工质量及后期顺利

投入使用均有重要意义，而要做好地基处理工作，需对

施工区域的岩土进行有效勘察。目前岩土勘察作业中的

问题主要体现在勘察计划不完善、勘察方法有欠缺等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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