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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信息

课程名称：土力学      

Soil Mechanics

课程代码：09510132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平台课程/必修课

适用专业：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课程学时：54学时

课程学分：3学分

修读学期：第4学期

先修课程：高等数学B（I）、高等数学B（II）、土木工程材料、材料力学

二、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达到以下目标：

思政目标：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学习，掌握事物发

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塑造品格，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课程目标 1：掌握土力学原理。了解土的成因和分类方法，掌握土的物理力学性 

质，掌握地基沉降、地基承载力、土压力计算方法和土坡稳定分析方法。

课程目标 2：能够应用土力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解决实际工程中稳定、变形和渗

流等问题。

三、课程内容

（一）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学时安排

表1 课程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 学时安排

绪论 讲授法 1

第一章 土的组成 讲授法 4

第二章 土的物理性质及分类 讲授法 4

第三章 土的渗透性及渗流 讲授法 4

第四章 土中应力 讲授法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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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土的压缩性 讲授法 6

第六章 地基变形 讲授法 6

第七章 土的抗剪强度 讲授法 6

第八章 土压力 讲授法 6

第九章 地基承载力 讲授法 3

第十章 土坡和地基的稳定性 讲授法 3

第十一章 土在动荷载作用下的特性 讲授法 2

合计 54 学时

（二）具体内容

   绪 论

【学习目标】

1.掌握土力学的概念； 

2.熟悉土力学的学科特点； 

3.了解土力学的发展简史，本课程的内容、要求和学习方法。

【学习内容】

1.土力学的概念及学科特点；

2.土力学的发展简史；

3.本课程的内容、要求和学习方法。

【学习重点】

1.土力学的概念及学科特点；

2.本课程的内容、要求和学习方法。

【学习难点】

1.土力学的概念及学科特点。

第一章 土的组成

【学习目标】

1.掌握土粒粒组的划分、粒度成分分析方法、三种亲水性的黏土矿物、土中水 类

型，土的三种微观结构，土的层理构造、裂隙及大孔隙等宏观结构； 

2.熟悉土粒的矿物成分与粒组的关系、黏土颗粒与水的相互作用； 

3.了解土中气在细粒土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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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内容】

1.土中固体颗粒； 

2.土中水和土中气；

3.黏土颗粒与水的相互作用；

4.土的结构和构造。

【学习重点】

1.土中固体颗粒；

2.土中水；

3.黏土颗粒与水的相互作用。

【学习难点】

1.黏土颗粒与水的相互作用。

第二章 土的物理性质及分类

【学习目标】

1.掌握土的三相比例指标的定义及指标间的换算关系，土的各种物理性质指标的

概念及其测定方法，土的分类原则，不同行业土的分类方法；

2.了解三种特殊土的概念。

【学习内容】

1.土的三相比例指标；

2.黏性土的物理特征；

3.无黏性土的密实度；

4.粉土的密实度和湿度；

5.土的胀缩性、湿陷性和冻胀性；

6.土的分类。

【学习重点】

1.土的三相比例指标；

2.黏性土的物理特征；

3.无黏性土的密实度；

4.粉土的密实度和湿度；

5.土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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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难点】

1.黏性土的物理特征。

第三章 土的渗透性及渗流

【学习目标】

1.掌握土的层流渗透定律及渗透性指标，渗透破坏与渗流控制问题；

2.熟悉渗透性指标的测定方法及影响因素，渗流时渗水量的计算；

3.了解土中二维渗流及流网的概念和应用。

【学习内容】

1.土的渗透性；

2.土中二维渗流及流网；

3.渗透破坏与控制。

【学习重点】

1.土的渗透性。

【学习难点】

1.土中二维渗流及流网。

第四章 土中应力

【学习目标】

1.掌握土中自重应力、基底压力和地基附加应力的概念及其计算方法，等代荷

载法可以求解任意分布的或不规则荷载面形状的局部荷载下地基附加应力，角点法可

以求解均布、三角形分布或梯形分布的矩形和条形荷载下地基附加应力，均布条形和

均布方形荷载下地基附加应力的分布规律；

2.熟悉非均质或各向异性地基的附加应力分布规律及其与均质各向同性地基的差

别；

3.了解弹性半空间表面作用一个水平集中力时、弹性半空间内某一深度处作用一

个竖向集中力时，分别采用西娄提公式、明德林公式求解地基附加应力。

【学习内容】

1.土中自重应力；

2.基底压力；

3.地基附加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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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重点】

1.土中自重应力；

2.基底压力；

3.地基附加应力。

【学习难点】

1.地基附加应力。

第五章 土的压缩性

【学习目标】

1.掌握室内固结试验 e-p 曲线和 e-lgp 曲线测定土的压缩性指标，应力历史对

土的压缩性的影响；

2.熟悉现场载荷试验测定土的变形模量；

3.了解室内三轴压缩试验测定土的弹性模量。

【学习内容】

1.固结试验及压缩性指标；

2.应力历史对压缩性的影响；

3.土的变形模量；

4.土的弹性模量。

【学习重点】

1.固结试验及压缩性指标；

2.土的变形模量。

【学习难点】

1.应力历史对压缩性的影响。

第六章 地基变形

【学习目标】

1.掌握基础最终沉降量按分层总和法单向压缩基本公式和规范修正公式的计算、

饱和土的有效应力原理，饱和土的单向固结理论，地基固结度，地基固结过程中

的变形量以及利用沉降观测资料推算后期沉降量；

2.熟悉地基表面沉降的弹性力学公式、基础最终沉降量按应力历史法和斯肯普

顿-比伦法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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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了解基础最终沉降量按分层总和法的三向变形公式计算，刚性基础倾斜的弹

性力学公式，在工程实际问题中遇到的有许多是土的二维、三维固结问题。

【学习内容】

1.地基变形的弹性力学公式；

2.基础最终沉降量；

3.地基变形与时间的关系。

【学习重点】

1.基础最终沉降量；

2.地基变形与时间的关系。

【学习难点】

1. 地基变形与时间的关系。

第七章 土的抗剪强度

【学习目标】

1.掌握土的抗剪强度理论，黏性土的抗剪强度指标的测定和选择，孔隙压力系数

的概念和用途；

2.熟悉无黏性土的剪胀性（剪缩称为负剪胀）和临界孔隙比，应力历史、应力路

径对土体强度指标的影响；

3.了解无黏性土休止角试验和大型直接剪切试验的概念。

【学习内容】

1.土的抗剪强度理论；

2.土的抗剪强度试验；

3.三轴压缩试验中的孔隙压力系数；

4.饱和黏性土的抗剪强度；

5.应力路径在强度问题中的应用；

6.无黏性土的抗剪强度。

【学习重点】

1.土的抗剪强度理论；

2.土的抗剪强度试验；

3.饱和黏性土的抗剪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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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无黏性土的抗剪强度。

【学习难点】

1.土的抗剪强度理论；

2.三轴压缩试验中的孔隙压力系数；

3.饱和黏性土的抗剪强度；

4.应力路径在强度问题中的应用。

第八章 土压力

【学习目标】

1.掌握静止土压力计算方法，两种古典土压力理论的基本假设、理论公式及其

实际应用，朗肯土压力理论是根据半空间的应力状态和墙背土中各点的极限平衡条件

来求解主动、被动土压力的理论，库伦土压力理论是根据墙背整个滑动土楔的极限平

衡条件来求解主动、被动土压力的理论。掌握挡土墙背填土面上有超载或车辆荷载时

或非均质填土时的土压力计算方法，两种古典土压力理论的比较；

2.熟悉挡土墙抗倾覆、抗滑动稳定性验算的概念。

【学习内容】

1.挡土墙侧的土压力；

2.朗肯土压力理论；

3.库伦土压力理论；

4.朗肯理论与库伦理论的比较。

【学习重点】

1.朗肯土压力理论；

2.库伦土压力理论。

【学习难点】

1.库伦土压力理论。

第九章 地基承载力

【学习目标】

1.掌握地基的承载规律、发挥地基的承载能力、合理确定地基承载力，地基不

致因荷载作用而发生剪切破坏或产生变形过大而影响建筑物的正常使用，临塑荷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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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荷载确定地基承载力，平面应变问题地基承载力公式用于空间问题偏于保守，各

种地基极限承载力求解时将土体看成刚塑性体，其基本理论是滑移线理论。掌握理论

公式法和载荷试验法确定地基容许承载力和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2.了解规范表格法和当地经验法确定地基承载力的概念。

【学习内容】

1.浅基础的地基破坏模式；

2.地基临界荷载；

3.地基极限承载力；

4.地基容许承载力和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学习重点】

1.地基临界荷载；

2.地基极限承载力；

3.地基容许承载力和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学习难点】

1.地基极限承载力。

第十章 土坡和地基的稳定性

【学习目标】

1.掌握各种黏性土坡稳定分析方法，熟悉无黏性土坡的稳定性，土体抗剪强度指

标及稳定安全系数的选择；

2.了解坡顶开裂时、地下水渗流时的黏性土坡稳定性，基础连同地基一起滑动的

稳定性，土坡坡顶建(构)筑物地基的稳定性。

【学习内容】

1.无黏性土坡的稳定性；

2.黏性土坡的稳定性。

3.土坡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4.地基的稳定性。

【学习重点】

1.无黏性土坡的稳定性；

2.黏性土坡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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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难点】

1.黏性土坡的稳定性。

第十一章 土在动荷载作用下的特性

【学习目标】

1.掌握土的压实和振动液化机理及其主要影响因素，土的压实性指标最优含水

率、最大干密度和压实度；

2.熟悉土的压实度对工程的评定标准，地基液化判别与防治；

3.了解周期荷载下土的变形、强度特性，土的动力特征参数。

【学习内容】

1.土的压实性；

2.土的振动液化；

3.周期荷载下土的强度和变形特征；

4.土的动力特征参数简介。

【学习重点】

1.土的压实性；

2.土的振动液化。

【学习难点】

1.周期荷载下土的强度和变形特征。

四、教学方法

讲授法。

五、课程考核

考核方式：平时考核+期末考试。

本课程为考试课，考试由平时考核及期末考试两部分构成，平时考核由课堂表现

（a1）、平时作业（a2）、阶段性测试（a3）三部分构成，所占的权重分别为 a1=10%﹑a2 

=10%、a3 =10%。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卷面总分 100 分，占课程考核的权重

a4=70%。

课程总成绩（100%）=课堂表现（a1）+ 平时作业（a2）+阶段性测试（a3）+期

末成绩（a4）

表 2 各考核环节及考核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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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成绩构成及比例 考核方式 考核细则

课堂表现 a1 随堂考核
教师随堂考核，采取点名、提问等方式根据学生表

现作为课堂表现成绩。

平时作业 a2 课程作业 每次作业单独评分，取平均分作为平时作业成绩。

阶段性测试 a3 课堂测试
组织 3 次随堂测验，每次测验单独评分，取平均分

作为阶段性测试成绩。

...... ...... ......

期末考试 a4 期末考试
卷面成绩 100 分。题型以选择题、判断题、填空题、

计算题等为主。

六、课程资源

（一）建议选用教材

[1]东南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苏州大学. 土力学（第五版）[M]. 北京：中

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0.

（二）主要参考书目

[1]李广信，张丙印，于玉贞. 土力学（第 3 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2]赵明华,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第 4 版）[M]. 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

[3]熊甜甜, 周玲.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0

[4]陈晓平, 傅旭东.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第3版）[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23.

[5]刘娜, 何文安. 土力学与基础工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6]陈希哲,叶菁. 土力学地基基础（第 5 版）[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三）其它课程资源

1.四川大学土力学慕课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CU-1003360014?%20appId=null&outVendor=zw_

mooc_pcsslx_

2.盐城工学院与常州工学院土力学与基础工程慕课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YCIT-1001752084?from=searchPage&outVendor=z

w_mooc_pcssjg_

执笔人：张宗领

课程负责人：张宗领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CU-1003360014?%20appId=null&outVendor=zw_mooc_pcsslx_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CU-1003360014?%20appId=null&outVendor=zw_mooc_pcsslx_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YCIT-1001752084?from=searchPage&outVend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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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人（系/教研室主任）：张宗领

审定人（主管教学副院长/副主任）：袁晓辉

              2023 年 6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