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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投入 100 亿元专项资金支

持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其中包括建设 100 所示范性高职学
院计划，各省市也纷纷实施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计
划，极大地改善了办学条件，有力地促进了高等职业教育
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的转变。

但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尚待
迅速提高。课程、教材、师资等 “软件”建设明显滞后
于校园、设备、场地等“硬件”建设。课程建设与教学改
革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核心，也是专业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在我国现有办学条件下，教材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
用什么样的教材来配合学校的专业建设、来引导教师的教
学行为是当前大多数院校翘首以盼需要解决的课题。

同济大学出版社依托同济大学在土木建筑学科教学、
科研的雄厚实力，借助同济大学在职业教育领域研究的领
先优势，组织了强有力的编辑服务团队，着力打造高品质
的土建类高等职业教育教材。他们按照教育部教高
［2006］ 16 号文件精神，在全国高职高专土建施工类专业
教学指导分委员会的指导下，组织全国土建专业特色鲜明
的高职院校的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分别于 2008 年 7
月和 10 月召开了 “高职高专土建类专业新理念教材”研
讨会，在广泛交流和充分讨论的基础上，确立了教材编写
的指导思想。具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体系上顺应基于工作过程系统的课程改革方向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改革正处于由传统的学科型课
程体系向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体系转变的过程中，为了既
顺应这一改革发展方向又便于各个学校选用，这套教材又
分为两个系列，分别称之为 “传统教材”和 “新体系教
材”。“传统教材”系列的书名与传统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设置一致，教材内容的选定完全符合传统培养方案的课程
要求，仅在内容先后顺序的编排上会按照教学方法改革的
要求有所调整。“新体系教材”则基于建设类高职教育三
阶段培养模式的特点，对第一阶段的教学内容进行了梳理
和整合，形成了《建筑构造与识图》、《建筑结构与力学》
等新的课程名称，或在原有的课程名称下对课程内容进行
了调整。针对第二阶段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教学要求
编写了系列综合实训教材。
二、内容上对应行业标准和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所对应的职业岗位主要有施工员、
造价员、质量员、安全员、资料员等，课程大纲制定的依
据是职业岗位对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即相关职业资格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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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教材内容组织注重体现建筑施工领域的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新设备。表达方式上紧密结合现行规范、规
程等行业标准，忠实于规范、规程的条文内容，但避免对
条文进行简单罗列。另外在每章的开始，列出本章所涉及
的关键词的中、英文对照，以方便学生对专业英语的了解
和学习。
三、结构上适应以职业行动为导向的教学法实施

职业教育的目的不是向学生灌输知识，而是培养学生
的职业能力，这就要求教师以职业行动为导向开展教学活
动。本套教材在结构安排上努力考虑到教学双方对教材的
这一要求，采用了项目、单元、任务的层次结构。以实际
工程作为理论知识的载体，按施工过程排序教学内容，用
项目案例作为教学素材，根据劳动分工或工作阶段划分学
习单元，通过完成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目的是让学生得到
涉及整个施工过程的、与施工技术直接相关的、与施工操
作步骤和技术管理规章一致的、体现团队工作精神的一体
化教育，也便于教师运用行动导向教学法，融 “教、学、
做”为一体的方法开展教学活动。
四、形式上呼应高职学生的学习心理诉求，接应现代教育
媒体技术

针对高职学生的心智特点，本套教材在表现形式上作
了较大的调整。大幅增加图说的成分，充分体现图说的优
势; 版式编排形式新颖; 装帧精美、大方、实用，以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效果。同时，利用现代教育媒
体技术的表现手法，开发了与教材配套的教学课件可供下
载。利用视频动画解释理论原理，展现实际工程中的施工
过程，克服了传统纸质教材的不足。

在同济大学出版社同仁和全体作者的共同努力下，
“高职高专土建施工类专业新理念教材”正在努力实践着
上述理念。我们有理由相信该套教材的出版和使用将有益
于高职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有助于教师先进教学方
法的实施，有利于学校课程改革和专业建设的推进，并最
终有效地促进学生职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我们也深
信，随着在教学实践过程中不断改进和完善，这套教材会
成为我国高职土建施工类专业的精品教材，成为我国高等
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样板教材，为我国土建施工类专业人
才的培养作出贡献。

高职高专教育土建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土建施工类专业指导分委员会



第二版
前 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我
国建筑领域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建筑规模与总
量不断增大，建设速度也在迅速提高，因此，建筑施工领
域专业技术人才需求旺盛。人才培养必须结合建筑工程施
工的实际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

针对建筑施工技术实践性强的特点，以就业后即可迅
速上手操作为导向，本教材的编写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
力，拓宽学生的工程视野，为学生提供了解决工程实际问
题的思路与方法。打破传统教材的编写模式，立足实用，
做到少、精、浅、实。

本教材从建筑施工实际出发，将实施过程分为三个层
次进行编写。首先，按施工工艺的顺序划分为九个单元:
单元 1 土方工程施工，单元 2 基础工程施工，单元 3 脚手
架工程与垂直运输，单元 4 钢筋混凝土主体结构工程施
工，单元 5 砌体工程施工，单元 6 防水工程施工，单元 7
装饰工程施工，单元 8 钢结构工程施工，单元 9 预应力混
凝土工程施工。其次，将每个单元细分为若干项目。最
后，针对每个项目按五个步骤进行讲解和阐述。步骤 1 框
图式讲解工作流程，步骤 2 以连环画图解工作过程，步骤
3 叙述工作重点和注意事项，步骤 4 以表格形式讲解质量
检查标准，步骤 5 以表格和漫画形式分析常见质量事故并
总结处理办法。教材编写时还加入了一些新技术、新方
法，以使学生能了解建筑行业的前沿科技。

本书在每一单元前给出了教学方法和教学学时建议，
也给出了中英文的关键词。每一单元后的思考与训练，采
用提供案例由学生写分析报告和要求学生设计案例的两种
模式，旨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
将来在具体工作岗位上能根据在校学习时的一幕幕场景训
练迅速适应现场施工管理的实际，尽早完成从在校学生到
工程技术管理者的角色转换。

本教材主要是让学生掌握 “怎么做”的问题，而不
是论述“为什么这么做”。为了体现 “学以致用、能力为
本”的职业教育思想，我们以岗位要求作为教材的编写目
标，以技术等级考核标准为培养学生的目的。

本教材针对的培养岗位是施工单位的施工员、建造师
助理、监理单位的监理员、设计单位的设计师助手、自主
创业的工程管理者。

本书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张伟、徐淳主编，负责大



纲拟定、全书统稿。单元 1、2、3、4 由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徐淳编写，单元 6 由华润置地 ( 湖南) 有限公司熊礼编
写，单元 5、7、9 由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张伟编写，单元 8
由浙江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胡轶敏编写。

本书 CAD 图由各章编者绘制，全书的漫画由张讯
绘制。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不少文献资料，在此谨向原
著作者们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读者
批评指正。

本书电子课件下载网址 http: ∥pan. baidu. com /，登录
名为 building_structure@ 126. com，密码为 jzjg123，请需要
的读者至该网址下载。读者也可以将本书的意见和建议发
送至 183637703@ qq. com，我们将及时给予回复。

编 者
2014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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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概述: 通过学习了解场地平整的施工过程，掌握常见质量事故的处理方法及基本的土方工程

计算方法，了解土方平衡与调配的原则与计算; 掌握基坑开挖的工作流程和工作重点; 掌握土方

回填压实的工作流程和工作重点; 了解岩石及土的分类和基坑的监测与排水、降水的方法; 了解

常见基坑支护方法的工作流程和工作重点。

学习目标:

1. 通过学习能进行场地平整土石方量的计算，能组织场地平整工程施工。

2. 通过学习能组织基坑 ( 槽) 、管沟工程的开挖施工和土方回填压实工程施工。

3. 通过学习具有旁站监督土石方开挖、土方回填压实、基坑开挖支护工程施工的能力。

教学建议: 采用案例教学法，先从小的案例教学入手，采用连环画形式图解工作流程，采用漫画

形式分析常见质量事故及处理方法。针对不同的案例，设计不同的问题，请学生解答，并由学生

讨论分析不同的答案的优劣。布置学生分组搜集资料设计场地平整工程、基坑 ( 槽) 开挖工程、

管沟开挖工程、土方回填压实工程的施工案例，并进行案例讨论和评比。

学时建议: 总学时数建议为 10 学时，其中，项目 1. 1 ( 场地平整) 建议 4 学时，项目 1. 2 ( 土方

开挖与回填压实) 建议 4 学时，项目 1. 3 ( 基坑支护) 建议 2 学时。

关键词: 场地平整 ( land-leveling operation) ; 土方的平衡计算 ( balance calculation of earthwork) ; 土

方开挖 ( excavation work) ; 回填压实 ( backfill consolidation) ; 基坑 (槽) ( foundation pit ( trench) ) ; 管

沟 ( pipe trench) ; 支撑 ( support) ; 排水 ( drain) ; 基坑支护 ( deep excavation retaining)

项目 1. 1 场地平整

学习重点:
1. 掌握场地平整的施工流程及常见质量事故的处理方法;
2. 掌握基本的土方工程计算方法;
3. 了解土方平衡与调配的原则与计算方法。
1. 1. 1 场地平整

1. 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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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过程示意 ( 图 1-1)

图 1-1 场地平整的工作过程示意

3. 工作重点
( 1) 查勘施工现场，了解场地平整范围内地面上障碍物和堆积物的情况，收集地面下的管线、

防空洞等的详细资料，了解邻近建筑和周边道路的情况。编制施工方案，确定开挖的路线、顺序、
范围、标高、排水沟、集水井位置，以及挖去的土方堆放地点; 做好施工机具、劳力使用计划;
通过图纸的交底会审，熟悉土层地质情况，了解场地平整范围、场地平整标高及验收标准。绘制
施工总平面布置图及土方开挖图。

( 2) 设 10 m × 10 m或 20 m × 20 m方格网，在各方格点上做控制桩，并测出各标桩处的自然地
形、标高，计算挖、填土方量。

( 3) 做好排水、降水设施，设置临时性或永久性排水沟。对于大城市中的场地平整工程，在
土石方车辆驶入市政道路前，必须经过洗车池，冲洗车辆后的污水必须经沉淀池沉淀后方可排入
市政管网。

( 4) 平面控制桩和水准控制点应采取可靠措施加以保护，并定期复测和检查。场地平整应经常
测量和校核其平面位置、水平标高和边坡坡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开挖的土方不应堆在边坡边缘。

( 5) 大面积平整土方宜采用挖土机、推土机、铲运机等挖填、推运、平整土方。在平整过程
中要交错用压路机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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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按《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 ( GB 50854—2013) ，建筑物场地厚度小于或
等于 ± 300 mm的挖、填、运、找平，按平整场地列项，厚度大于 ± 300 mm的按挖一般土方列项。

土方施工常用机械设备见图 1-2。

图 1-2 土方施工常用机械

4. 质量检查
平整后的场地表面应逐点检查，检查点为每 100 ～ 400 m2 取 1 点，但不少于 10 点; 长度、宽

度和边坡均为每 20 m取 1 点，每边不少于 1 点，其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表 1-1 的要求。

表 1-1 土方开挖工程质量检验标准

项 序 项 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mm

柱基基
坑基槽

挖方场平工程

人工 机械
管沟

地 ( 路)
面基层

检验方法

主
控
项
目

1 标高 － 50 ± 30 ± 50 － 50 － 50 水准仪

2 长度、宽度 ( 由设计中
心线向两边量)

+ 200
－ 50

+ 300
－ 100

+ 500
－ 150

+ 100 — 经纬仪，用钢尺量

3 边坡 设计要求 观察或用坡度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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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项 序 项 目

允许偏差或允许值

柱基基
坑基槽

挖方场平工程

人工 机械
管沟

地 ( 路)
面基层

检验方法

一
般
项
目

1 表面平整度 20 20 50 20 20 用 2 m靠尺和楔形塞尺
检查

2 基底土性 设计要求 观察或土样分析

注: 地 ( 路) 面基层的偏差只适用于直接在挖、填方上做地 ( 路) 面的基层。

5. 常见的质量事故及处理方法
常见的质量事故及处理方法参见图 1-3 和表 1-2。

图 1-3 场地平整常见的质量事故

表 1-2 场平工程常遇问题及预防、处理方法

名称、现象 产生原因 预防措施及处理方法

超挖或标高
不到位

1. 开挖前未做好测量放线
工作。
2. 方格网太疏。
3. 方格网上的控制桩未保
护好

1. 根据给定的国家永久性控制坐标和水准点，引测到现场，
在施工区域设置测量控制网，做好测量和校核。
2. 合理设置方格网间距，经常测量和校核平面位置、水平
标高。
3. 对平面控制桩和水准控制点采取可靠的保护措施，并定期
复测和检查

挖断地下
管线

开工前对现场存在的管线等
地下构筑物未勘查调查清楚

开工前详细查勘和了解施工现场，对存在疑问的场地可挖探
沟，探沟深度要在场地平整控制标高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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