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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程设计中的地基处理 

景霞 

（霍城县自然资源局   新疆霍城  835200）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在一栋房屋建筑的建造过程中，对地基的处理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

节，将这一工作切实地做好，才能够让整个建筑工程的质量得到保证。所以说，研究如何增强建筑工程中地基的牢固性是极

其有必要的。故本文就建筑工程设计中地基处理的分析及对策进行深入地讨论与研究，希望给未来建筑工程的地基处理提供

一些借鉴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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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城市改造进

程也在逐步加快，我国土地资源日趋紧缺，从而城市用地十

分紧张，因此可用地资源与迅速增长的房屋需求之间的矛盾

越发凸显出来。为了充分利用既有土地资源，建筑模式转向

立体空间发展，大量地基土层需要经过加强处理方能满足承

载力需求。作为结构设计人员，应对事故隐患具有足够的前

瞻性；应采取慎重的态度、稳妥的措施，同时兼顾业主的使

用要求和对工程造价的控制要求，合理选择基础形式；应重

视对地基处理技术的研究优化设计方案，注意工程经验的积

累和总结。与此同时，为了尽可能的降低开发成本，对于设

计成果的质量要求中，“经济”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项指

标。在这种形势下，如何科学、经济地拟定基础方案，兼顾

安全性与经济性、可实施性，成为了基础方案选型的重要内

容。本文通过对某工程实例的基础方案的比较论证，对上述

问题的解决思路进行的探讨。 

1 关于湿陷性黄土的相关信息 

黄土又可细分为黄土（原生黄土）和黄土状土（次生黄

土）；前者是由风力搬运沉积而成，后者则是由其它成因形

成。黄土从地质年代的角度来讲，是一种“年轻的”地质土

层。它以粉土颗粒为主，富含碳酸盐、硫酸钙等，具有肉眼

可见的大孔隙和垂直节理（过去又称“大孔土”），以黄色为

基本色调。黄土之所以产生湿陷性，是由于其在形成过程中

遇气候干燥，土中所含碳酸盐、硫酸钙等析出时与毛细水或

粘着水共同形成具有较好粘性的胶结物，好似形成一道屏

障，使土在自重下形成的空隙得不到固结，始终处于欠固结

状态。因此黄土虽然在天然干燥的状态下，具有较大的承载

力，但是受水浸湿后，在自重或一定荷重的作用下，黄土结

构迅速破坏，从而发生显著的附加沉降，致使其上部的建筑

物遭到损坏，这种损坏不仅可能发生在建筑物的建造过程

中，还可能发生在建筑物的使用过程中。我国湿陷性黄土主

要分布在山西、陕西、甘肃的大部分地区，河南西部和宁夏、

青海、河北的部分地区，面积达 44 万 km2。此外，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山东、辽宁、黑龙江等省的局

部地区亦分布有湿陷性黄土。济南市的部分地区也有湿陷性

黄土分布。因为湿陷性黄土是一种非饱和的欠压密土，具有

大孔和垂直节理，在天然湿度下，其压缩性较低，强度较高，

但遇水浸湿时，土的强度显著降低，在附加压力或在附加压

力与上覆土的自重压力下，引起的湿陷变形是一种下沉量

大、下沉速度快的失稳性变形，对建筑物危害性大。  

2 地基设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原因 

2.1 地基设计不合理 

建筑工程施工过程中，地基经常会出现土坡滑动与地下

渗水等问题，同时也会出现地基变形或地基不稳等情况。一

旦出现这些问题，设计人员应对地下水的流动情况进行分

析，并对其产生的冲击力进行判断，以分析产生上述问题的

原因。设计过程中，如果设计人员未充分考虑到地下渗水问

题，就会导致土坡滑动现象的发生。一旦滑动现象较为严重，

将会使地基出现倾斜或变形，进而破坏地基的稳定性，这将

对建筑工程的施工产生极大的影响，不仅会破坏建筑工程的

安全性与使用年限，还会延长建筑施工工期。在地基设计过

程中，如施工现场的地形较为特殊，将极易出现地基加固不

稳的情况。由于地质环境复杂多变，地形地貌的差异会导致

地基设计工作的难度增加，尤其是南方部分地区邻近海洋，

其土质较为松软，设计人员对此土质进行建筑工程设计时，

必须加强对地基的加固处理，之后才可以进行具体的建筑施

工工作。 

2.2 地面上的水渗入地下 

地表的水资源丰富，地表水的来源主要是雨雪天气时的

降水。地表降水渗入地下，增加了黄土的湿润度，使黄土变

得湿润，然后建筑物地基发生塌陷，建筑物也随之受损，塌

陷。除了地表雨雪天气的降水之外，还有山体洪水，建筑物

内水管损坏漏水等状况。 

3 建筑工程地基处理的实践要点 

3.1 强夯型地基 

强夯型地基与其他地基处理方式不同，各类建筑工程都

可以采用此方法进行地基处理。此方法利用了力学知识，以

动力固结方法为有力的理论支撑，处理工程投入费用较少，

处理效果较为理想，得到了相关领域的一致认可与应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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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方法应用过程中，多次使用重锤进行地基夯实，对重锤下

达高度有严格明确的规定，因此，可以有效提升土壤的固结

速率，可以实现高效、快速的地基稳固，对建筑工程施工质

量有明显的提升效果。同时，在低饱合度的土壤或沙地等施

工场所也可应用此方式。在施工前应设计出饱和性土壤的排

水方案，以免由于水分积存过多而破坏地基的承载能力。 

3.2 墙体的节能设计 

在设计建筑项目的墙体过程中，不只是实现墙体的保温

效果，同时还需要在对建筑物全方位设计时，需要全面的分

析建筑项目。第一，需要针对建设项目墙体的全面结构进行

一体化的设计，使构成其承重墙的部分设计能够符合构造的

受力特性。并且还需要最大程度的保证墙体的整洁度，使其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自身的牢固性，从而可以在最短的时

间内实现墙体保温效果的建设。第二，在对建筑项目檐口结

构进行全面设计过程中，首先要对建筑物的檐口结构进行全

面考虑。其中檐口可以当作是外墙和屋面进行连接的桥梁，

在对檐口设计过程中，需要充分的考虑檐口的可靠性与合理

性，降低房屋顶部出现排水系统不通畅的几率。第三，在设

计建设项目屋面的保温隔热过程中，通常情况下都是把原材

料当作基础，如：保温砂浆、保温板等，接着铺放在相应的

墙面上，避免其具有的热量出现传播与流失的情况，从而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保证在建设项目中不会出现较大的温差。如

此一来，能够更好实现取暖与保温过程中原材料的最大化使

用，从而还可以节约一定的资金预算，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 

结语 

综上所述，在整个建筑工程中，可以说对地基的处理是

最为核心的一个环节，要是在一环节上出了差错，会让建筑

工程的质量安全大大折扣，而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所以对

地基进行合理的处理与设计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在实际工

程中，还要针对不同地质的地基，灵活运用各种地基处理方

法，从而加强地基的压力承载能力，让建筑工程质量更有保

障。 

参考文献 

[1]刘丽平.建筑工程设计中地基处理的分析及对策[J].中

国住宅设施，2016. 

[2]徐民彦.建筑工程设计中地基处理的分析及对策[J].科

技信息，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