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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贫 与姗 ,

怎样编写工程勘察报告

鲍
,

忠厚

化工部福 建工程地质勘察公 司

近年地质市场的广泛开拓
,

原来做矿产资源勘探的施工单位
,

有不

少承接了工程地质勘察任务
。

由于工作对象和 目标的改变
,

难免出现

因业务生疏造成的报告不合规范化
。

为此
,

本文介绍了工程勘察最基

本的要求
,

以及作者编
、

审勘察报告的实践经验
,

供参考
。

关扭询 工程地质勘察 , 勘察报告

勘 察 施 工

工程地质勘察

的主要任务

调查勘察场地的

地形
、

地貌特征及其成 因

类型和地貌单元的划分
。

对于岩土
,

要查明其地层成层条件

及性质
、

成 因类型
、

时代
、

厚度及分布范围
、

风化程度和地层的接触关系 对于土层
,

应

着重区分新近沉积粘性土
、

特殊性土的分布

范围及其工程地质特征
。

调查岩层 褶曲类型
、

裂隙性质
、

产

状
、

数量
、

充填胶结情况
、

断层位置
、

断距
、

破碎带宽度等
,

以及挽近地质时代构造活动

的形迹
。

水文地质调 查
,

应查明洪水淹没范

围
、

河流水位和地表径流条件 对地下水
,

要查明其类型
、

补给来源
、

排泄条件
、

埋藏

深度
、

水位变化幅度
、

化学成分 及 污 染 情

况
。

判断场地有无滑坡
、

崩坍
、

岩溶
、

塌陷
、

冲沟
、

泥石流
、

岸边冲刷
、

故河道及

地震史等不良地质现象
,

并提 出其对场地或

地基 的危害程度
。

对地基土的物理力学指 标 进 行 测

试
,

并提 出准确可靠的数据
,

如 天然容量

丫 、

含水量
、

比重
、

可 塑 性

。厂 , , , 、

压缩系数 一 、

压缩 模 量
、

抗剪强度
,

以及它们在建筑物施工

和使用期间可能发生的性质变化
。

对勘察报告编制的

基本要求

编制前须充分收集整个勘察工程的

第一手数据
、

资料
。

如钻探班报表
、

野外岩

土分层鉴定记录
、

水位测定记录
、

标贯记录

等
,

并严格审查
、

核对
,

对有疑义部分
,

更

须复查修订
。

严格按照建设
、

设计部门工程地质

勘察任务委托书 表 的要求
,

编制勘察纲

要
,

然后按勘察程序施工和管理
。

认真负责地进行地质编录
,

保证每

层土要有一定数量的土工试验指标
,

取样要

按规范进行
。

对野外土质描述
、

土层划分要

确切
。

原始资料 包括表报 必须齐全
,

作

业及编录人 员都要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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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件和报告必须符合规范
,

且按时

提交报告
。

图表
、

报告的初稿应由负责施工

项 目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核对
、

初审
,

然后

呈报审批管理部门的责任工程师审定
。

工程勘察报告的

主要内容

建筑场地的地形
、

地貌
,

按工程地

质图阐明不 同地貌单元的工程特征
。

拟建建筑物下的土层分布和成 因
。

各层土的物理 力学性质
。

对于大块碎石或砂土类
,

应阐明土

的颗粒组成
、

天然容重
、

干容重 ‘ 、

天然含水量 附
、

休止角
、

密实性等
。

对于粘土类
,

应阐明天然含水量
、

天然容重
、

孔隙比
、

液 限 乙 、

塑 限

附
, 、

内康擦角 甲
、

内聚 力
、

压

缩系数 一 、

压缩模量 ,
等

。

对软土地基
,

要说明淤泥层的加热

损失和做软弱层的压缩试验 表
。

黄土地区
,

要阐明湿陷性黄土的分

布
、

相对沉陷系数
、

湿陷性的等级
。

土的最大冻结深度
。

对地基基础设计的建议 ①地基容

许承载力值 表 ②地基持力层及基础埋

深 ③地下水的腐蚀程度等
。

对地展烈度在 级以上的建筑物
,

应判定场地与地基的地震效应
。

工程地质勘 察报告应有以 下 图
、

表 ①场地地形图 山区应有等高 线 图

②勘探点平面布置图
,

工程地质剖面和典型

柱状图 ③土的压缩曲线图 图 ④静力

触探成果图及文字说明 ⑤土工试验成果总

表及土层室内试验主 要 物 理 力 学 计 算 值

表 ⑥各土层标堆贯人记录 ⑦地震液

化判别计算数值 表
。

动力基础
、

人防工程
、

地下工程等的建

造
,

对岩土的工程性能有特殊要求
,

故应提

二 二 盆 尸 》

困 土的 一 压绪曲线图

一 , 一 一 了 ,

式中
’一 ’

由压缩系数 。 , 一 判别土的压缩性大小

供岩土的动力参数
、

抗爆能力参数
、

热物理

参数等
,

必要时应附有数据统 计和 计 算 说

明
。



软 土 地 甚 勘 寮 工 理 地 质 评 价 内 容 衰 里

点

地荃土的均匀性及作为天然地

基的适宜性

选择基础埋置深度 或 持 力 层

时
,

应考虑的各种因素

当地基主要受力层范围内有倾料的基岩面或其他软硬地层接触面
,

且坡度大于

时
,

应判定地基会产生滑移或不均匀变形的可能性

① 当地表有较密实的土层时
,

对一般建筑物应充分利用其作为天然地基的持

力层 , ② 当地基主要受力层中
,

有薄的砂夹层或软土与砂土互层时
,

应根据其

固结排水条件 , 判定其对地基变形的影响 , 以充分挖掘地 基潜力 , 合理选择地荃

方案 , 匆 按抗剪强度计算地基土的容许承载力时
, 一般采用不排水抗剪强度指

标或固结不排水抗剪强度指标 , ④ 对地下水位的变化程度
、

水力坡度或承压水

头等水文地质条件影响软土地基稳定性和变形的评定 , ⑤ 对含有浅层沼气带的

地基
,

应尽量判定沼气逸 出对地基的稳定性和变形的影响

土层容许承旅力 〕及
、

了位推称衰 裹

推一

⋯
一

⋯
一土 层 性 质 容许承载力 〕 桩尖容许承载力 桩周容许承载力 荐 值

成因及层次 土层名称
按物理性

质指标

按
。

一 般

值 确 定

夕
〔 〕

桩尖人土深

按 确定
确定〔 〕

〔 〕

⋯
一比尸

土层宜内试脸主要钧理力学指标计葬位衰 裹

天然含
水 盆

天然容重 孔隙比 液 限 塑 限 塑性指数 液性指数
层

抗剪强度
固结快剪 压 缩 性

内摩擦角
压缩系数 压缩模

引土层名称

次 ,

乙 尸

尸
几一 ,

一 ’

地 , 液 化 到 别 衰 裹
层位编号

测试孔深 水 位
标贯点编号

标贯击数

修正后

饱和轻亚粘土液化判别哲行炭定的判别式

产 二 〔
。

一 一
。 二

一 一
。 。 一

。
液化临界标贯值

液化势程度
液 化 指 数

液化势等级

石



勘察报告的结论

与建议

勘察报告的结论与建议十分重要
,

故须严肃负责
,

对分层编录
、

原始记录
、

计

算公式及推导过程
、

经验数据等
,

均应一一

核实或验证
,

分析研究
,

尽可能选取最科学

的结论
,

并据以作出最优化的建议
。

对建筑地基的地层建造和岩土的物

理力学性质
,

取得的参数必须完全可靠
,

评

价要确切
,

不能模棱两可 对与场地稳定性

密切相关的构造地质与物理地质作用现状应

有明确的说明
。

对建筑场地含水地层的构造特点
、

层位与埋藏条件
、

地下水储量
、

渗流速度和

流向
、

水质和水位变化幅度等
,

均应作出可

供生活用水
、

结构防水
、

施工降水依据的评

价
。

结论与建议中
,

对不良地质现象发

育程度
,

可能危及建筑物的膨胀土地区
,

或

地震墓本烈度较高的发震断裂带和强震液化

区等潜在威胁
,

应说明不宜选作场址
。

特别要强调对地基土容许承载力的

确定
,

最好综合考虑地基土
、

基础类型
、

上

部结构状况
、

理论和建筑经验
。

决不宜用一

个公式或一个试验解决问题
,

单纯用计算方

法往往不可靠
。

必须按规范要求
,

用 以 下

种方法求得容许承载力数值
,

进行综合分析

提值
。

现场载荷试验法

由载荷试验
、

触探试验
、

旁压试验等原

位测试直接测定
。

现场载荷试验的实践证明
,

所取得 的数据虽然比较可靠
,

但 由于它的局

限性
,

难以普追采用
。

目前
,

采用较多的还

是静力触探
、

动力触探及旁压仪测试
。

它们

的优点是测试速度快
,

并能直接测定较深土

层的容许承载力
。

按公式确定容许承载力〔 〕

① 在满足变形要求并允许地基内出现

局部塑性变形时
,

可由室内外力学试验测得

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后
,

按极限平衡理论计算

方 法确定
。

我国地基规范
了一

中推 荐

的承载力公式是

” , 丫 下户 小

式中
, 、

为地基土的承 载力
,

此时

允许地基内出现局部塑性变形 为基础底

面宽度
,

当宽度 时
,

按 考虑

为基础埋置深度 丫为基础底面 以下

土的天然容重 地下水位以上取水的浮重
,

丫 , 为基础底 面以上土的加 权平 均 容

重 地下水位以下取水的 浮 重
, , 、

。 、 。
为承载力系数

,

根据内摩擦角甲值

采用 表
。

承旅力系橄衰 砚

内摩擦角甲

度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一

。

。

。

。

。

一

。

。

一

。

。

。

一

。

。

。

摘

。

。

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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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按修正法确定容许承载力〔 〕

由于有些表列地基土承载力数值仅适用

于基础宽度 〔
、

基础埋深 〔 的条 件
,

当两者大于上述数值时
,

应按下式修正法确



定容许承载 力

三 〔 〕 。丫 一

阴 。 , 一

式中
,

为修正后地基土容许承 载 力 ,

〔 〕为按表查取的地基土容许承载 力 ,

。 、
, 。分别为基础宽度和埋深的承载 力 系

数 表 为基础底面总 长 度

为基础埋置深度
,

一般 自室 外 地 面算

起 包括箱形基础
,

在填土整平地区
,

可从

填土地面算起
,

但如填土是在上部结构施工

后完成的
,

应从天然地面算起
。

谷础宽度和埋澡的承旅力修

正系傲肚
、

机 衰

白白 心 心 今 石石

几软肠土层

日 附加压力在‘地中扩依

即下卧层顶面的附加 压 力尸 可 按 下 式 验

算
。

条形基础
淤泥和淤泥质土

新近沉积粘性土

红色粘土

人工填土

及 均 。 的一 般性粘土

尸
一

。

矩形基础

一琳一

一

。

一

且 尸 一 尸 。

才 , 号一一 , , 二 , 二丁一 一二

乙 以八 刀 十 艺 夕

式中
, 尸为基底接触压力

’ 尸 为

基底土 自重压 力
、

分 别 为

矩形基础底边的长度及宽度 为基础

底面至软弱下卧层顶面的距离 为 地

基压力扩散角
。

下卧层顶 面以上的土层厚 度 〔 基 础

宽度时
,

可按
。 ,

一般取
。 “

。

当土层为密实的碎石或砾砂
、

中砂以及

老粘性土时
,

取
。 。 。

如果下卧层压力计算出的数值大于下卧

层地基土容许承载力〔 〕时
,

应按下卧层地

基土〔 〕作为控制值
。

另外
,

规范中所给的容许承载力的安全

系数
,

大部分为乡
。

为此
,

凡符合规范中所

列 甲类地基的计算条件并用承载 力表 中的容

许值时
,

只要满足容许承载力要求
,

就能满

足地基变形的要求
,

可不必再进 行 变 形 验

口﹄

⋯
八‘

老的粘性土和一般性粘土
粘 土

亚粘土

粉砂
、

细砂 不包括很湿的与饱和状态

的稍密粉细砂

中砂
、

粗砂
、

砾砂和碎石土

对于地下室的内墙
、

内柱基础
,

其埋深

从室内地面算起
,

地下室外墙的基础埋深可

按下式确定

式中
, , 为室内地面起算基础埋 深

为室外设计地面起算的基础 埋深
。

在软弱地基土上 作地基容许承载力修正

计算时
,

不宜考虑宽度修正
,

而应按下式计

算

〔 〕 夕 , 一

③ 下卧层地基土确之容许承载力的验
算

地基土压缩层范围内有软弱粘性土下卧

层时
,

假定压力按其某一 角度向下扩散 图
,

在此范围内
,

压力在水平面上均匀分布
,



算
,

只需验算基地强度即可
。

按经验法计算容许承载力

根据大量的室内外试验和实 际 建 筑 经

验
,

粗略地概括出各种土层在不同条件下的

承载力数值
,

采用数理统计加经验的办法
,

也

称查表法
。

其方法是采用不 同类型的地基土

容许承载力时
,

可根据野外鉴别结果和地基

土的物理力学指标或标贯锤击数
,

即可从规

范中查出容许承载力数值
,

供建筑设计参考
。

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的审阅

根据任务委托书和勘察纲要规定的

项 目
、

内容
、

工作量和特殊要求
,

全 面细致

地阅读图表及文字说明
,

检查钻孔位置是否

正确
,

有关物理力学指标是否合理
,

有无漏

项 研究分析报告的工程地质评价
,

结合上

部结构类型与荷重
,

确定地基持力层位置及

基础设计方案
,

包括地基处理的建议是否合

理
,

有无疑点
。

检查核实原始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

性
,

图表的规范化程度
,

并对照结论
、

建议
,

看有无 自相矛盾之处
。

对其中地基容许承载力的审定
,

应

按地基基 础 设 计 规 范 , 一 确 定 如

下

以载荷试验作为确定地基承载力

上接第 页

类型
、

估计矿 化 体位置等方面有重要的

实际意义
。

笔者在这方面仅作 了初步尝芦
,

有不少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

的标准方法
。

对于重要建筑物 一级建筑物
,

如有重大纪念性的大型建筑物或构筑物
、

对

基地变形有特殊要求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以

及建筑物各单元的高度
、

荷重
、

刚度或基础

埋深相差悬殊者
,

应以荷载试验
、

公式计算

和 当地实践经验等为主
,

结合旁压试验
、

触

探试验综合考虑
,

以确定其地基容许承载力
。

一般公用或民用建筑物
、

工作地

基变形计算范围以外的二级建筑物
,

以公式

结合土的物理 力学指标
、

标准贯人
、

轻便触

探或野外鉴别确定的承载力设计 值 综 合 评

定
。

其余二级建筑物
,

可按 内摩擦角甲
。

设

计值和岩石承载力 设计值 规范查表或 其

他原位测试确定其容许承载力
。

次要建筑物 即三级 建 筑物
,

可结合邻近建筑物的经验确定
。

勘察报告经上述程序审查后
,

须由

负责审定的责任工程师签署意见并签名
。

, 考 文 做

【 】中国建筑科学院勘察技术研究所
,

工程勘察
,

,

第 期
【 工程地质手册编写组

, 《工程地质手册 》,

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 ,

年

】孙更生等
, 《软土地基与地下工程 》,

中国 述筑

工业出版社
,

年
〕沈克仁等

, 《地基与基础 》,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

社
,

年
【 沈杰 , 《地基荃础设计手册 》, 上海科学技 术 出

版
,

年

件

成文过程中
,

田树章高级工程师
、

檀国

平同志曾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

并参阅 了有关

单位和同志的许多资料
,

在此一并致谢
。

一加 叮
凌

】 悦 玉 玉
,

,

‘ 雌 匡 即
,

云

吸 立 扭 皿 派 盆 佣 盆

‘ 性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