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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的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活动中，经常会遇到不良地

基基础问题，但是由于不同建筑物对地基要求不同，为解决

不良地基基础问题带来了难度，而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不良

地基基础问题逐步改善，但是仍然存在不足之处，这就需要

相关工作人员根据水利水电工程的实际情况，以及不同建筑

物的地基要求，逐步改善不良地基基础问题。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不良地基有软黏土、杂填土、

冲填土、饱和松散沙土、湿陷性黄土、膨胀土、含有有机质

土和泥炭土、山区地基土八种不良地基土质，而在这几类土

质上进行的建筑物建造工程，就会产生不良地基问题，由于

土质较差，稳定性不高，这几类地基对建筑物影响巨大，抗

滑安全系数不符合标准规定，遇到不良天气影响就会带来安

全隐患，造成局部或者整体性的建筑物破坏，而且由于土质

松软，空隙较大，基础渗漏量大，会造成地基底部渗水，所

以此类地基都必须做好防渗水层，才能保证建筑的稳定性。

对不良地基进行处理，才能最大程度上保证土地资源的利用，

同时保证建筑物的稳定性，所以对水利水电工程中的不良地

基进行基础处理势在必行 [1]。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中，不良地基危害巨大，不仅仅会

造成经济损失，而且会带来一定的社会损失 [2]。首先，由于

地基具有天然的缺陷，土层不稳定，安全系数低，稳定性差，

在建设过程中，如果遇到碎石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就会造

成地基带断裂，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其次，由于地基土质松

散，空间缝隙多，极易渗水，造成建筑材料腐化，产生经济

损失的同时，容易造成建筑物倾斜，产生安全隐患；最后，

地基层中含有大量的细沙，流动速度快，在上面进行水利水

电工程建设，极易造成建筑物的倾斜，稳定性极差，而且孔

隙率较大，在遇到强降水时，地基层就会大量吸收水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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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建筑物失衡，地基带也会因大水冲刷而遭到破坏，所以要

及时解决细沙层的情况，但是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需要

技术的支持还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投入较大，而

且由于地基的不稳定性，极易造成经济损失。由此来看，不

良地基基础带来了许多的不良后果，我们应当寻求解决措施，

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3]。

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发展过程中，核心技术是解决不良

地基基础问题的主要方式，对水利水电工程发展意义重大，

而且提升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能够有效解决当前不良地基

基础问题的困境，结束对外技术依赖，减少生产成本，降低

使用价格，解决当前不良地基问题带来的技术困境，以及节

能减排，提升资源利用率有着重要作用，所以提升技术的自

主研发力度，在不良地基基础技术研发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不良地基基础问题的科技研发过程中要有策略地开展以下

工作措施：

其一，相关科技人员是改善不良地基基础问题的灵魂，

对改善不良地基基础问题的重要性也可见一斑，可以先对当

前的技术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养，增强自身的职业技能以及

综合素质，其中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不良地基基础问题的重要

性，以及自主知识产权对改善不良地基基础问题的重要性，

清晰地了解当前改善不良地基基础问题的现状，及时对当前

的技术进行研究发展，提升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研究出有

独立知识产权的自主产品，促进不良地基基础的长远发展。

同时还可以进行科技人员的再招聘活动，为不良地基基础技

术革新加入新力量、新活力。

其二，在提升技术自主研发力度的过程中，最重要的就

是对相关设备进行更新换代，为进行研发工作打好物质基础，

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设备的更新主要是辅助改善不良地基

基础问题，相关设备的自主研发需求并不高，而且短时间内

并不一定能够研发成功，不能满足改善不良地基基础问题的

需要，所以可以引进其他国际的先进设备，辅助不良地基基

础的发展，从而提升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由此来看，提升

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也有其必要性，是促进改善不良地基基

础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所以要加大自主研发力度，为改善

不良地基基础问题提供技术支持，减轻因技术依赖导致的改

善不良地基基础问题过程中的阻碍，逐步改善不良地基基础

问题。

首先，必须进行强透水层的防渗处理，由于不良地基基

础的土质疏松、空间密度大，地下水极易渗透到地基中，就

会造成建筑材料的腐化，不仅会造成水量的损失，而且在严

重的情况下，会造成建筑的不稳定，所以要加强防渗水处理，

如对地基涂抹防水层。但是特殊情况下，由于地基土质大多

包含砾石、沙土等，造成地基表面坑洼，不适合涂抹防水层，

而且防水层对于此类地基，防水效果也不好，所以遇到这种

情况，一般就会建造防水墙，防水墙主要是指使用相关设备

将砾石、土块清除，然后填充混凝土或者其他填充材料，保

证表面稳定，然后再用相关材料构筑防水墙，在一定程度下，

防水墙比防水层的防水性能优良，但是工程量大，建筑难度

也较大，所以除非特殊情况，都是涂抹防水层。

其次，对地基的土层进行处理，上层的土质水分含量高、

承载力度低，在建筑物建设过程中，容易变形并且排水困难，

造成建筑物的不稳定，不适合在上面进行建筑物的建设工作，

所以要对上层的土质进行处理。例如，对淤泥土等相关使用

设备进行挖掘，最大程度上将淤泥挖出，并安置砂层，增加

摩擦力，保证建筑物的稳定性。或者在土层上安装基桩，减

少建筑物与土层的接触面积，保证上层建筑的建设实施。现

在的技术情况下，多采用混凝土截水墙保证建筑物的稳定性。

最后，采用深层覆盖处理，由于不良地基基础所处环境

的不稳定性，很容易受极端恶劣天气的影响，所以要对地基

进行深层覆盖处理，在遇到巨大冲击时也能保证建筑物的稳

定性。而且由于不良地基的土质复杂性，不适合进行全部挖

开清除，所以只能进行深层覆盖处理。例如，使用强夯法，

对地基进行覆盖，压实土层，进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或者

由相关专业工作人员设计地基承重区，进行混凝土浇筑，保

证上层地基的稳定。无论是何种办法，都能够有效保证建筑

物的稳定性，更好地进行水利水电工程建设活动，促进中国

水利水电工程的快速发展 [4]。

在解决不良地基基础问题的工作中，每一方面都不能忽

视，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才能促进相关建

设工作的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水利水电建设工程的开展，

而且不良地基基础问题对建筑物以及水利水电工程影响巨大，

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了社会发展水平，如果合理有效地解决

了不良地基基础问题，能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

益，对国家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当重视不

良地基基础问题，并对其进行合理有效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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