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二章 房屋建筑与构筑物岩土工程勘察

随着城市建设的迅速发展，各种工业与民用建筑物的数量
越来越多，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为了保证这类建筑物的安全、
经济、正常使用，有必要对建筑物地区进行准确的工程地质勘
察，为建筑物选择适宜的建筑场地和结构类型，制定合理的配
置方案和施工方法等，提供必要的地质资料。

任何一种建筑物都是由上部

结构和基础组成的，其全部荷载
均由其下面的地基来承担。

上部结构

地面

基础 D

B

地基
•建筑物的规模、结构类型、工作条件及作
用于地基上的荷载形式和大小不同，对工

程地质环境的适应性也就有所不同。地质环境的优良或不利制约
着工程建设。工程建筑对地质环境又有反作用。

第一节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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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物安全等级

根据地基损坏造成建筑物破坏后果（危及人的生命、造成经济

损失和社会影响及修复的可能）的严重性，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

础设计规范》中将建筑物分为三个安全等级。

安全等级 破坏后果 建筑类型

一级 很严重 重要的工民建；20层以上的高层；体形复

杂的14层以上高层建筑；对地基变形有特

殊要求的建筑；单桩承荷4000kN以上建筑

二级 严重 一般的工业与民用建筑

三级 不严重 次要的建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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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基、基础的概念

1、地基：建筑物荷载引起的应力状态变化的岩土体。它承受了建
筑物全部荷载。

•地基又分为持力层及下卧层，直接与基础接触的岩土体叫持力层。
持力层下部的岩土体叫下卧层。

•地基可分为天然地基和人工地基。

2、基础：建筑物的基础也可叫建筑物的下部结构，是建筑物在地面

以下的那一部分。它的作用是承受整个建筑物的重量及作用在建筑
物上的所有荷载，并将它们传递给地基。

•基础按砌置深度（地面至基础底面的距离）可分为浅基础和深基础。

•浅基础（砌置深度小于5m）—单独基础、条形基础、筏片基础、箱
形基础、大块基础和壳体基础等。

•深基础（砌置深度大于5m）—沉井、沉箱、桩基础和地下连续墙。

•天然地基上浅基础，最为经济。



第二节 城市规划岩土工程勘察

一、概述

（一）城市的定义及发展

•城市是由相对密集的大量非农业人口和工业、民用建筑物组成的，
具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和商品交换功能，并统一在一个确定的行政边
界内。

•城市的发生和发展是生产力的发展，商品交换、科学文化的进步与
人口增长和高度集中的结果。

•城市的形成和发展要求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如空间（建设场地和
发展用）、建筑材料、能源、水源，以及具有避免遭受地质灾害的
能力。

•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非农业人口比例增长较快，城市化
的速度也快。我国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目前世界上
非农业人口占33%以上，到2080年达到95%。甚至认为到2025年达
到96%。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新城镇大量出现，城市规模日益扩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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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过程称之为城市化过程。

•我国城市规模按人口划分的标准是：

<20万 小型、 20-50万 中型、 50-100万 大型、 >100万特大城市

•城市将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场所，这种趋势为城市建设提出新的
课题，新城市规划和旧城市扩建与改造。

•城市规划不仅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准上，而且要求特别重视自
然环境保护、资源需求和防止自然灾害的冲击。

•城市的发展，环境地质学、工程地质学负有重要使命。

（二）城市规划的主要内容

1、城市规划的原则

•按照国家、地区经济发展的需求，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城市发展
方向、规模和布局，使其具有发展的潜力和社会经济效益，并注意
保护和改善城市环境。



2、城市规划的基本内容

（1）功能分区 按城市建设总方针，将城市划分为若干功能区，

如行政、工业、商业、住宅、文教、风景绿化区等。各功能区在
建筑形式、规模和对自然条件的要求各具特殊性。

大型城市尚有市区、郊区、卫星城之分。

（2）建筑物分带 按建筑高度分：低层、多层、高层建筑带，

不宜混建，并应合理配置和注意城市风貌。不同地带对地质条件
的要求不同。

（3）交通网络 合理布置市内及对外的交通系统，包括交通干

线、支线、街道网以及地下铁道、桥梁、高速公路、交叉工程等。
交通网络的规划应考虑交通安全、方便和人口密集区的短时疏散。

（4）交通枢纽 机场、车站、码头。

（5）绿地系统 公园、林区、防风林区、街道绿化。

（6）供水系统 水源地及卫生防护带、水塔、泵站及管线。

（7）动力系统 供电、供热（包括地热开采及输送）、煤气。



（8）卫生工程系统 给、排水系统、三废处理系统、污水处理
厂、固体垃圾处理场、环境保护工程。

（9）风景名胜 文化古迹、名胜的保护与规划。

（三）城市规划的程序

1、区域规划 （全区性总体规划、前期规划）确定区域经济发展
的总体布局，确定城市结构、规模、远景发展方向。

2、城市总体规划 （规划阶段）确定城市的性质、发展方向和规

模，安排城市用地的功能分区、建筑分带、交通网络，拟订实施计
划。总体规划期限一般20年，近期规划5年。

3、详细规划 （实施阶段）布置近期规划区的详细布局，并确定
第一期规划小区中，各建筑物位置，确定工程指标。

二、城市规划的自然依据

•指导思想是合理利用自然环境，适当改造使之适于人类生存，并
达到环境协调与平衡。



•城市规划必须依据自然条件，合理利用地域，使城市规划与自然
条件相适宜。因此，自然条件、地质环境是城市规划的基本依据。

（一）自然地理条件

1、气候条件 气温、降雨量、蒸发量、风向、风力、日照时间、
冻结深度。

2、水文条件

城市规划应充分考虑利用地表水资源为供水源、水运、环境
保护（调节气候、净化环境）的调剂。

罗姆塔泽建议的区域淹没评价标准：

（1）适宜的——不会被百年一遇洪水（洪水频率1%）淹没；

（2）适宜，但有限制——会被25-100年一遇洪水（1-4%）淹没；

（3）不适宜——可被低于25年一遇洪水（大于4%）淹没。



（二）工程地质条件

1、地形条件（地貌） 是场地选择的重要依据之一，地形坡度1-

5%是最适宜条件。

罗姆塔泽建议的地形条件分类标准：

适宜性 地形坡度 垂直切割程度 水平切割程度

（%） 相对高差（m） 沟谷间距（Km）

适宜 0.5-10%（5.7°） <10                   >2-5（微弱切割）

适宜但 平原：<0.5%或10-20%        10-25             0.5-2（中等切割）

有限制 山区：30%（16.7°）

不适宜 平原：>20%                         >25                  <0.5（强烈切割）

山区：>30%



2、岩土类型及其工程性质

•关系到砌置深度、基础形式及布局，不适于建筑场地的岩土类型：

（1）低承载力地层、饱水松散土层、高压缩性土层；

（2）湿陷性黄土；

（3）胀缩土；

（4）非均质残、坡积土；

（5）人工堆填土、及抗震性差、可能有不均匀沉陷的地基土。

3、地质结构

（1）岩土均一、工程地质性质良好，坚硬、半坚硬岩类，密实砂
砾土、低压缩性粘土，适于一般标准基础。

（2）岩土成分有差异，工程性质欠佳或均一性较差，松散沙砾土、
饱和砂、特殊土。利用时需人工改良。

（3）岩土均一性差，工程性质不良，厚度不稳定，产生强烈不均
匀沉陷或变形量超过允许值。采用时必须特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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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下水条件 除地下水资源可利用性外，主要考虑地下水埋
藏条件对基础设置的影响。（h-地下水埋深、D-砌置深度）

•（1）干燥场地 h>D,D=3-5m, 无上层滞水。

•（2）过湿场地 h<D, 需降低水位，疏干、隔水、防侵蚀。

•（3）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场地 h<D，h变化大，有上层滞水，需
采取复杂的专门防水措施。

5、动力地质作用 影响区域稳定性（地震、地面沉降、冻融作

用）；影响地区稳定性（滑坡、岩溶塌陷、河流侵蚀和淤积、泥石
流）。按下列标准划分场地适宜性：

（1）适宜 不需采用专门措施防治地质灾害；

（2）较适宜 要求采用专门措施防治地质灾害；

（3）不适宜 要求采用复杂措施防治地质灾害。

6、自然资源和天然建材

按工程地质条件对城市建设的适宜程度进行工程地质分区评价，
并作出建筑适宜程度分区图，为城址选择方案比较提供地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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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市规划的工程地质问题

•以城市选址的工程地质论证为核心，考虑以下问题：

（一）区域稳定性

•是城市选址、规划中首要论证的问题，包括地震、砂土液化、地
面沉降等。最重要的是地震问题。

•对城市规划区地震问题的研究包括：震源断层活动性、断裂监测、
建筑场地地震效应、场地基本烈度、场地烈度小区划、场地地震加
速度分区、建筑物设计烈度值。

（二）地基稳定性

•地基岩土体的强度和变形。

•根据城市规划的功能分区及建筑分带的意图，对规划区内各类场
地地基稳定性进行评价，提出各场地地基允许承载力的基本值，以
及有关基础设计方案的工程地质论证。

（三）供水源地及水资源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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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供水是城市规划中的重要项目之一，包括工业、生活及农业
用水。城市供水水源应同时考虑地表水和地下水，一般常以地表
水为主。一个城市需有二个以上的水源地及供水方案，就供水源
的质量而言，地下水优于地表水，其水质良好，水温稳定，但必
须考虑水资源保护与管理。

（四）城市地质环境的合理利用及保护

•环境保护不应局限于地面上的空气、水等，必须涉及到地面以下
地质环境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研究的问题有：

（1）可能给城市环境带来威胁或危害的各种自然地质灾害或地质

作用（地震、火山活动、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震液化、海岸
侵蚀、胀缩土等）。

（2）与城市规划和建设有关的人类工程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和破

坏。（如城市附近大型水库的修建所带来的环境水文地质条件的
变化：地下水位上升、地基软化、斜坡失稳、黄土湿陷；矿山城
市，地下采空引起地面塌陷、变形，废矿渣堆填引起水土污染，
露天开采引起地面形态的破坏；城市过量抽汲地下水引起地面沉
降、水资源枯竭等。）



（3）由于城市兴建导致多源污染，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引起水、

土、大气质量单向衰变、恶化；核电站废料引起的长期放射性污染；
城市热岛效应或温室效应对大气产生的影响，可能形成长期灾害。

四、城市规划岩土工程勘察要点

1、城市选址阶段勘察

踏勘、小比例尺区域工程地质调查，航卫片研究、区域稳定性
评价、重大环境地质问题研究。

2、初步勘察

为总体规划提供资料，城址区工程地质条件研究，主要工程地

质问题评价，中比例尺工程地质测绘、物探、勘探，穿越全区的几
条工程地质剖面并有相应的勘探、试验等。

3、详细勘察

为详细规划提供资料，大比例尺工程地质测绘，勘探工作针对
主要工程地质问题。全面评价地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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