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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软土地基的处理效果直接影响到软土地区的公路建设周期与建设投资。本文结合浙江省宁波市某公路建设,详细阐

述了公路软土地基处理所应遵循的原则与需要考虑的因素,探讨公路软土地基的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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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路工业标准中的软土定义是指天然含水量高,天

然孔隙率大,剪切强度低,压缩性高的细粒土。软土地基的定

义是指荷载作用下软土层的分布。土壤基础在行动中容易滑

动或过度沉降变形。软土地基处理的目的是提高公路路基的

稳定性和承载能力。软土地基对道路施工有害,不仅影响驾

驶舒适性,降低行车速度,还影响驾驶安全,甚至可能导致不

同程度的交通事故。因此,改造软土地基的处理可以进一步

提高道路施工质量,确保道路上的车辆和乘客安全,平稳,舒

适地在道路上行驶,从而促进当地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在建

设软土地基时,应根据不同的施工环境设计不同的软土地基

处理方法。通过软土地基处理的质量控制,可以延长道路的

使用寿命,确保人们的日常安全出行。 

1 我国公路软土地基处理概述 

随着我国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其施工技术和难度也

在不断提高,对公路软土处理技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

勘察,设计,施工等单位的调查与配合,目前我国公路软土

地基处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道路运营阶段,仍存

在许多问题,如桥头路基沉降导致桥头跳楼,路面开裂等,

不仅影响道路的正常使用,而且还降低了服务质量。生活的

道路。目前,交通部已成立专门的科研院所,成立了软土研

究和实验工程临时研究队伍。此外,还有一种新型的岩土工

程公司,专门从事软土地基处理,集科研,设计和施工于一

体。在调查中,新的钻井方法为设计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地质

数据和各种必要的岩土工程试验数据,大大提高了设计结

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在设计方面,手动计算和更多计算机

辅助设计的手动使用不仅加快了设计速度,而且节省了人

力和物力。软土地基的学术交流,通过相互学习,相互学习

的优势,完善软土地基处理技术。中国的软土地基处理一般

都变得更加专业化。 

2 公路软土地基处理设计基本原则 

软土的承载力很低。因此,在公路工程的实际施工中,

软土需要通过相关技术进行处理。在项目建设之前,通过相

关的检查计算和实际情况计算道路使用寿命内的基础结

算。如果基础的沉降超过标准要求,则必须根据施工现场的

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软基处理技术。为了提高项目的施工

质量。 

公路软土地基处理设计的基本原则是符合“公路软土

地基路堤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JTG/)规定的施工后沉降

道路要求,满足道路安全舒适作业。TD31-02 2013)。防止

施工后路面开裂要求的差异,同时满足软土地基在软土地

基公路施工和运营中的承载力和稳定性要求。软土地基处

理方法的选择需要综合的基础条件,道路性质,施工条件和

周围环境。 

3 公路软土地基的处理技术 

3.1 浅层软土地基处理技术 

浅层软土地基是指最大深度不超过 5m 的土层。浅层软

土地基常用的处理方法有表层压法,加筋土法,土壤替代垫

法和强夯法。浅层软土地基处理方法可充分利用当地资源,

施工简单,成本低,易于施工质量控制。台面层压法适用于亚

粘土或砂土的土层,压实效果与土壤含水量和压实机的性能

密切相关。加筋土法通常用于软土,沙子,粘土和回填土路

堤。该方法是通过在软土地基中植入一些土工织物来提高软

土地基的承载力,减少软土的沉降。土壤替代垫法适用于饱

和条件下的粉质粘土。该方法是用挖掘机或推土机挖掘表土,

然后改变土垫。在正常情况下,由水渗透并具有良好稳定性

的一些砾石,矿渣,沙子等替代的材料在分层填充期间填充

有沙子和鹅卵石。这是因为砂卵石的稳定性很高。水不会很

快变软,稳定性好,可以很好地避免基础的剪切破坏。积水问

题会影响土层的承载力。天然砂砾的强水渗透性可使路基保

持干燥状态并确保其稳定性。这种改变土垫的方法在古代已

被使用。例如,中国长城墙的基础是用石灰土处理的。强夯

法是指通过重材挤压压实软土地基,增加其紧凑性,提高路

基的承载力。强夯法是在重锤夯实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其加固机理不同于此。这是一种新的粉底处理方法。在使用

中,在施工前必须注意必要的测量和放样,并选择合适的位

置和缺陷间距,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工程质量。 

3.2 深层软土地基处理技术 

深层软土地基指的是深度超过 5m 的软土地基。处理方

法包括深层搅拌法、碎石桩法、塑料排水板法等。深层搅拌

法指的是通过向软土层中加入水泥或水泥浆,借助深层搅拌

机在地基深处,强行将软土与固结剂两者进行搅拌,进而形

成透水性、稳定性、强度良好的加固型土体。这种方法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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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简单、成本低、效率较高等优点；此外将搅拌形成的加

固体同天然的地基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复合型地基,还可

以大大改善地基的承载力。塑料排水板法是一种垂直排水材

料,它可以使软土地基快速发生固结,进而大大改善软土地

基的承载能力。目前我国公路施工中,常用的是复合型结构

的塑料排水板。碎石桩法由挤密砂石中的振冲技术发展演变

而来,因为它不受下水位的限制,成本又低,因此在高等级的

公路施工中应用较广。具体方法是通过将能够在水平方向震

动的管状设备,在高压水流的冲击作用下,在软土曾中形成

孔状结构,然后向这些孔状结构中填充碎石等较坚硬的材料,

形成一根根的桩体,这样桩间土与大量的碎石桩体之间就形

成了复合型的地基,进而大大改善了软土层的承载力,同时

也减少了软土层的沉降量。 

4 软土处理事例概述 

本文采用的软土处理实例是浙江省内某公路工程。该公

路工程属于邻近市区的一条干线公路。全线建设标准为双向

4 车道一级公路,设计速度采用 80km/h,路基宽度 24.50m。

区内上部地层由第 4 系全新统滨海相的地层组成,地势平缓,

水网密布。该区属于沿海地区因此区内普遍存在着一层冲海

积成的厚 1.5～2.5m 左右的粉质粘土(硬壳层),其下为

10.0～24.5m 的淤泥质软土,该土质特点属于高压缩性、高

含水量、灵敏度高、抗剪强度低、透水性差、变形大、固结

时间长等。该工程基本全线都为软土地基,软土路基总长

5.608km(含桥梁)。本文选取 K1＋522.40(桥头)～K1＋

700.00(一般路段)的软土地基处理的初步设计为例,介绍软

土处理技术的使用。 

据路段地质纵断面情况分析得出：该路段平均填土高度

1.8m,填土预压工期仅 9 个月,工期较紧,通过相关计算,软

土地基需进行处理才可以满足规范规定的工后沉降和路基

稳定要求。该路段软土地基初步设计基本思路为：桥头路段

采用钉形双向水泥搅拌桩复合地基法加固处理；一般路段采

用排水预压法进行处理；桥头路段与一般路段的连接采用变

桩距的钉形双向水泥搅拌桩复合地基法对两者之间差异沉

降进行过渡,水泥搅拌桩桩长和排水板深度按穿过主要软土

层淤泥质粘土确定；桥头台后回填采用气泡轻质材料替代一

般路基填料,以减轻台后回填土自重,更有利于控制总沉降

和工后沉降,减轻桥头跳车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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