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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介绍了轻型动力触探试验的基本工作原理，通过对某一工程案例对天然地基进行轻型动力触探试验的分析，
对基底地基土情况作出一个直观的了解。并通过对比分析，轻型动力触探试验数据计算出的地基土承载力是比较准确的。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basic working principle of light dynamic touch detection test is introduced,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a project case of natural foundation.Through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foundation soil bearing capacity calculated by the 
light dynamic touch test test data is relatively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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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岩土工程勘察从过去到现在在技术上有了较大的进步和

发展，但岩土工程勘察只是对点位进行钻探，不能全面的、

完全的了解场地的地层情况，使得岩土工程勘察成果难免会

与实际的地质情况有出入。而地基是建筑物的根基，地基的

好坏关系到建筑物的安全，为了保证建筑物的安全，地基验

槽是控制地基质量的一道关键环节。

天然地基验槽的目的包括：①根据勘察、设计资料核对

基坑的位置、尺寸、基底标高；②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成果资

料核对基坑地层情况是否有异常、能否满足设计要求。天然

地基验槽的方法主要为观察法和其他原位测试手段，现原位

测试手段比较广泛使用的是轻型动力触探试验。

在 GB50202—2002《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规范》附录 A 中规定，天然地基验槽主要是通过采用直接

观察法，必要情况下采用其他的辅助手段 [1]。而在最新的

GB50202—2018《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附

录 A 中规定，验槽时现场应具备岩土工程勘察报告、轻型

动力触探试验记录、地基基础设计文件等，天然地基验槽前

应在基坑或基槽底普遍进行轻型动力触探试验进行检验，检

验数据作为验槽依据 [2]。前版规范规定轻型动力触探试验只

是在某些条件需要进行，而新版的规范规定天然地基验槽前

就应该进行轻型动力触探试验 [1]。其中，表 1 为 N10 与地基

承载力特征值 fak 的关系。

表 1 N10 与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fak 的关系

N10 15 20 25 30

承载力特征值 fak 100 140 180 220

论文将引用某一工程案例，对轻型动力触探试验在天然

地基验槽中的重要性这方面展开进行探讨。

2 工程案例
2.1 工程地质条件

①层耕填土：灰黄色～灰褐色，松散，含植物根茎、碎

石、建筑垃圾及生活垃圾。

②层粉质黏土：灰黄色，可塑～硬塑，干，含黑色铁锰

氧化物，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 承载力特征值 200 kPa，

压缩模量 8.00 MPa。

③层粉质黏土：灰黄色～黄灰色，可塑～硬塑，含黑色

铁锰氧化物，夹少量砂浆，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承载力

特征值 220 kPa，压缩模量 8.50 MPa。

④层黏土：黄灰色～褐红色，硬塑～坚硬，干～稍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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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铁锰氧化物，夹碎石、块石及大量砂姜；承载力特征值

280 kPa，压缩模量 13.00 MPa。

⑤层石灰岩：青灰色，侵蚀中等，中风化～微风化，

薄层至中厚层构造，基岩裂隙发育，局部裂隙厚度达到

20cm，充填有黏土夹碎石层；岩芯呈块状、柱状、长柱

状，长 5~30cm，岩芯锤击声清脆，岩芯中可见白色、肉

红色方解石脉及微型溶蚀空穴；该层饱和状态抗压强度

40.4~85.0MPa，平均值 55.4 MPa，属较硬岩～坚硬岩；岩

石 RQD 值约 40，岩石基本质量等级为Ⅳ级。

2.2 基础设计方案
本栋建筑为 11 层住宅楼，正负零 37.30m，框架剪力墙

结构，拟采用筏板基础，筏板宽 13.00m，基底设计标高为

30.50m。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采用③层粉质黏土作为天

然基础持力层满足设计要求 [2]。

2.3 轻型动力触探试验分析
在基槽验收前，施工单位按规范要求对本栋建筑物进行

了轻型动力触探试验 [3]。轻型动力触探试验点平面布置见图

1。通过贯入击数分析，本栋建筑物范围内存在大量异常点

存在软弱夹层，但在详勘勘探点处未见。软弱夹层在基底标

高以下 30~200cm 处，贯入击数 17~24 击，查表 1 确定软弱

夹层承载力特征值 130~160 kPa，设计单位对软弱下卧层进

行验算，采用原基础设计方案不能满足设计要求。

2.4 土工试验、静力触探对比分析
在软弱夹层处采取原状土样，经过土工试验分析，空隙

比要比正常土样高，压缩模量也要比正常土样高，地基土承

载力特征值明显比正常地层低。图 2 为土工试验对比。

在现场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区域进行单桥静力触探试

验，正常地层的贯入阻力 ps 平均值 3.153 MPa，而软弱夹层

ps 平均值 1.371 MPa，软弱夹层的承载力特征值与轻型动力

触探试验测定的承载力特征值基本一致 [3]。图 3 为部分点位

单桥静力触探统计。

3 结语
通过上面的案例表明，勘察时依据建筑物特征情况所布

置的勘探点处地层情况较好，无不均匀地基土且浅部无软弱

下卧层，但在拟建的建筑物范围内却存在不均匀地基土和软

弱下卧层的情况。基槽开挖完成后，基底土层符合岩土工程

勘察报告描述，仅通过直接观察法来验槽，不能发现基底以

下存在的这些问题。待后期建筑物的施工、荷载加大，就会

出现不均匀沉降等问题。

图 1 轻型动力触探试验点平面布置图

表 2 土工试验对比

名称 含水率 比重 重度 孔隙比 液限 塑限 液性指数 压缩模量 压缩系数

正常地层土样 23.3 2.73 19.5 0.697 36.3 20.6 0.18 0.21 9.87

软弱夹层土样 25.0 2.73 18.8 0.775 33.7 19.5 0.39 0.35 5.31

表 3 部分点位单桥静力触探统计

名称 J01 J02 J03 J04 J05 J06 J07

厚度（m） 0.70 0.50 0.60 0.80 1.20 0.70 1.00

比贯入阻力 ps（MPa） 1.430 1.367 1.300 1.470 1.225 1.291 1.400

勘察规范 TJ21-77 承载力（kPa） 150 144 139 153 132 138 147

正常地层 ps 平均值 3.153MPa 软弱夹层 ps 平均值 1.37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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