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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工程地质学》根据高校土木工程专业教学计划要求编写而成，系统
论述了工程地质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并分析了各类地质问题对工程建设的影响以及评价与对策。全
书共8章，主要内容有：矿物与岩石、地壳运动与地质构造、地貌与第四纪沉积物、土的工程性质、
水文地质基本原理、不良地质现象、特殊土的工程性质、岩土工程勘察。为便于学生掌握所学内容，
章末附有复习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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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7.4.2红黏土的组成及其物理力学性质 7.4.2.1红黏土的组成成分 由于红黏土系碳酸盐
类及其他类岩石的风化后期的产物，母岩中较活动性的成分SO2—4、Ca2+、Na+等经长期风化淋滤作
用相继流失，SiO2部分流失，此时地表则多积聚含水铁铝氧化物及硅酸盐矿物，并继而脱水变为氧化
铁、氧化铝等，使土染成褐红至砖红色。因此，红黏土的矿物成分除仍含有一定数量的石英颗粒外，
大量的黏土颗粒则主要为多水高岭石、水云母类、胶体SiO2及赤铁矿、三水铝土矿等组成，不含或极
少含有有机质。 多水高岭石的性质与高岭石基本相同，它具有不活动的结晶格架，当被浸湿时，晶格
间距极少改变，故与水结合能力很弱。三水铝土矿等铁、硅氧化物，也都是不溶于水的矿物，它们的
性质比多水高岭石更稳定。 红黏土颗粒周围的吸附阳离子成分也以水化程度很弱的Fe3+、Al3+为主。 
红黏土的粒度较均匀，呈高分散性。黏粒含量一般为60％～70％，最大达80％。 7.4.2.2红黏土的物理
力学性质 （1）天然含水量高，一般为40％～60％，有的高达90％。 （2）孔隙比大。天然孔隙比一般
为14～17，最高20，具有大孔性。 （3）高塑性。液限一般为60％～80％，高达110％；塑限一般为40
％～60％，高达90％；塑性指数一般为20～50。 （4）由于塑限很高，所以尽管天然含水量高，一般仍
处于坚硬或硬可塑状态，液性指数一般小于0.25。但是其饱和度一般在90％以上，因此，甚至坚硬黏
土也处于饱水状态。 （5）一般呈现较高的强度和较低的压缩性。 （6）不具有湿陷性，原状土浸水后
膨胀量很小，但失水后收缩剧烈。 （7）各种指标的变化幅度很大，具有高分散性。 （8）具有表面收
缩、上硬下软、裂隙发育的特征。 （9）透水性微弱，多为裂隙潜水和上层滞水。 红黏土的天然含水
量高，孔隙比很大，但却具有较高的力学强度和较低的压缩性的原因，主要在于其生成环境及其相应
的组成物质和坚固的粒间连接。 红黏土呈现孔隙性首先在于其颗粒组成的高分散性，是黏粒含量特别
多和组成这些细小黏粒的含水铁铝氧化物在地表高温条件下很快失水而相互凝聚胶结，从而较好地保
存了它的絮状结构的结果。因此，红黏土有较高的强度，主要是因为这些铁、铝、硅氧化物颗粒本身
陛质稳定及互相胶结所造成的。特别是在风化后期，有些氧化物的胶体颗粒会变成结晶的铁、铝、硅
氧化物，而且它们是抗水的、不可逆的，故其粒间连结强度更大。另外，由于红黏土颗粒周围吸附阳
离子成分主要为Fe3+、Al3+，这些铁、铝离子颗粒外围的结合膜很薄，也加固了其粒间的连结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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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工程地质学》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的教学用书，亦
可供相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参加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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