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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1.1 工程概况

受广州南沙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主”）委托，中交四航局港湾工程设

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院”）承担了广州市海防教育基地项目交通渡口码头工程

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岩土工程勘察工作。

本项目工程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狮子洋入海口，勘区分别位于虎门大桥上下游上、下横档岛

及天后宫对出水域。上、下横档岛位于珠江口虎门水道主航道两侧，分上下两横，是狮子洋入

海口的咽喉，与镇远、靖远、威远三台隔江对峙，中间横跨虎门大桥，全岛面积约 0.05 平方

公里。天后宫紧临珠江出海口伶仃洋，坐落于南沙区大角山东南麓。本工程于上、下横档及天

后宫建设交通码头，发展上下横档岛旅游、休闲项目。

图 1.1 工程地理位置图

1.2 勘察任务要求

本次勘察根据《广州市海防教育基地项目交通渡口码头工程地质勘察任务书》勘察

技术要求以及《水运工程岩土勘察规范》（ JTS133-2013）、《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2009 年版）、《港口工程地基规范》（JTS147-1-2010）等国家、行业

勘察规范、规程、标准的有关规定及工程建设的特点，结合场地地质条件，进行施工图

设计阶段的勘察工作，对场地的工程地质条件作出评价，为确定场地的施工图设计提供

地质资料。主要勘察任务如下：

①划分地貌单元；

②初步查明拟建场地岩土层性质、埋藏分布条件、形成时代、成因类型及其物理力

学性质；

③初步查明不良地质作用的成因类型、分布范围、发展趋势和危害程度；

④初步查明地下水类型，含水层性质，水位变化幅度，补给与排泄条件及判定其对

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⑤划定场地和场地土的类别，查清场地的稳定性和建筑物抗震危险地段；

⑥分析评价场地各区段工程地质条件；分析评价地基的稳定性、均匀性和承载力；

提供各土岩层的主要物理力学指标及地基变形计算参数。

1.3 钻孔布置及深度要求

1）钻孔布置：共布置勘探点 23 个，实际完成 21 个孔，其中天后宫码头钻孔 7 个，

钻孔编号 TK3～TK7、TK5’和 TK7’；上横档岛钻孔 7 个，钻孔编号 SK1～SK5、SK3’

和 SK5’；下横档岛钻孔 7 个，钻孔编号 XK1～XK5、XK3’和 XK5’；TK1、TK2 因

场地限制原因未施工，详见附图 1《勘探点平面位置图》。

2）钻孔深度要求：

1、码头（TK3~TK7、TK5’、TK7’，SK1～SK5、SK3’、SK5’，XK1～XK5、

XK3’、XK5’）：一般性钻孔深度不小于 30m，控制性钻孔深度不小于 40m，且钻孔在

预定勘探深度内遇到基岩时，一般性孔深度达到 N＞50 的风化岩不小于 5m；控制性

勘探孔深度应钻入中风化岩层 3m 以上或强风化岩层 5m 以上，并采取岩芯后方可终

孔；如遇基岩为珊瑚礁、贝壳砂岩、贝壳碎屑岩等生物碎屑岩类，应穿透该岩层至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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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  

2、陆域（TK1~TK2）：一般性钻孔深度不小于  25m，控制性钻孔深度不小于  30m， 

且钻孔在预定勘探深度内遇到基岩时，一般性孔深度达到  N＞50 的风化岩不小于 1m；

控制性勘探孔不小于  3m。。  

1.4  勘察方法和要求 

1) 钻孔定位测量：采用中海达 V30 型双频 GPS (RTK)测量仪器现场测定，并在勘

探孔点位设置有编号的浮标等标志物；测量精度平面位置偏差±0.25m，高程偏差±

5cm；水上施工时利用测绳进行水深量测。附表 1“勘探点数据一览表”中孔位坐标及

钻孔高程均为实测值，其中坐标系统为国家 2000 大地坐标系，高程采用当地理论最低

潮面。 

2) 钻探施工：承接勘察任务后，我院组织安排 4 台 XY-100 型钻机进场，水上钻孔

采用钻探船搭设施工平台进行钻探施工作业。  

3) 取土样和原位测试：技术孔均采取土样，做到每层有样品控制，所取样品有代

表性，及时密封并送回测试室。全部钻孔均进行标准贯入试验，采用自动落锤法击入，

每次标贯试验前均清孔到底，计算无误才进行试验。 

4) 室内试验委托广东省岩土勘测设计研究有限公司完成，测试方法土样按《土工

试 验 方 法 标 准 》 (GB/T50123-1999) 进 行 ； 岩 样 按 《 工 程 岩 体 试 验 方 法 标 准 》

（GB/T50266-2013）进行。测试项目对所采取的原状样进行常规物理、力学试验；砂性

土扰动样作颗粒分选，并测定其水上、水下休止角；岩样作天然、饱和单轴抗压强度试

验。 

5) 钻孔岩芯编录：我司安排 2 名工程技术人员在钻探现场跟班编录，负责和监督

钻机施工进程，把好技术关，工程总负责人对整个施工监督负责，把好编录的质量关，

保证第一手资料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1.5  勘察等级划分 

1.5.1 工程重要性等级  

拟建建筑物为码头工程，破坏或影响正常使用后果严重，工程的重要性等级为二级。 

1.5.2 场地复杂程度等级  

本场地属建筑抗震不利地段；不良地质作用一般发育，主要为软土沉降。综合判定

本场地等级为二级场地（中等复杂场地）。  

1.5.3 地基复杂程度等级  

本场地岩土层种类较多，不均匀，性质变化较大，地基复杂程度等级划分为二级地

基（中等复杂地基）。  

综上，拟建广州市海防教育基地项目交通渡口码头工程，根据工程重要性等级、场

地复杂程度等级和地基复杂程度等级，综合确定其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  

1.6  勘察工作依据 

本次勘察执行的主要技术标准如下：   

1）《水运工程岩土勘察规范》（JTS133-2013）；  

2）《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年版）；  

3）《港口工程地基规范》（JTS 147-1-2010）；  

4）《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S146-2012）；  

5）《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  

6）《港口工程桩基规范》(JTS 167-4-2012)；  

7）《港口工程灌注桩设计与施工规程》（JTJ248-2001）；  

8）《港口工程嵌岩桩设计与施工规范》(JTJ285-2000) 

9）《建筑工程地质勘探与取样技术规程》（JGJ-T87-2012）；  

10）《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  

11）《水运工程结构防腐蚀施工规范》(JTS/T 209-2020) 

1.7  勘察进程及完成工作量 

1.7.1 勘察进程 

1) 准备工作：2022 年 10 月 20 日～2022 年 10 月 25 日；  

2) 野外作业：2022 年 10 月 26 日～2022 年 11 月 13 日；  

3) 室内试验：2022 年 11 月 10 日～2022 年 11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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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整编：2022 年 11 月 16 日～2022 年 11 月 18 日；  

5) 提交报告：2022 年 11 月 23 日。  

1.7.2 完成工作量 

本次勘察实际完成钻孔 21 个，总工作量 725.80m（其中水域钻孔 20 个，进尺 690.4m；

陆域钻孔 1 个，进尺 35.40m。）  

取土样 56 个，岩样 18 组，水样 3 组；进行标贯试验 62 次，重型动力触探试验 42

点次，测量钻孔位置 21 个。实际完成工作量详见下表 1.7。  

表 1.7    勘 察 工 作 量 一 览 表 

勘 察 项 目 单位 数量 技 术 要 求 

测量放点 点 21 坐标系统为 1954 年坐标系，高程为当地理论最低潮
面。 

钻探 

技术孔 控制性钻孔 个 19 取原状样或取扰动样，并进行标准贯入试验。 

鉴别孔 一般性钻孔 个 2 进行标准贯入试验。 

钻孔总数 个 21 总进尺 725.8m。 

取样 

土样 件 33 普通取土器，密封。 

岩  样 组 18 岩芯，径高比 1：2 

水 样 组 3 每瓶 1000ml，塑胶瓶装，密封。 

原位测试 
标准贯入试验 次 62 按规范标准规格，自动落锤。 

重型动力触探试验 点 14 共 14 点次。 

室内 
试验 

土试验 件 26 黏性土：常规+快剪等；淤泥：常规+快剪+一组固快。 

岩  石 件 18 饱和单轴抗压强度 

水质分析 组 3 试验项目为 pH 值、Ca2+、Mg2+、Cl-、SO4
2-、CO3

2-、
HCO3

-、游离 CO2、侵蚀 CO2。 

本次勘察按照设计要求和各项规范、规程进行施工，质量可靠，提交的勘察成果可

作为场地建设的施工图设计阶段的工程地质依据。  

 

 

 

2 地形地貌与区域地质构造 

2.1  场地地形及地貌 

勘察区位于广州市南沙区狮子洋入海口，地貌类型为江岸地貌及剥蚀残丘地貌。拟

建码头段江岸较宽，周边环境较简单，岸边为树林及沙滩，江岸向江道中心缓倾的淤泥

质滩面，本次钻探揭露的上覆土层有人工填土层、海相沉积层、冲洪积层和残积层，基

底岩层为燕山期花岗岩。  

2.2 气象水文 

1.气象 

勘察场地所在区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性海洋气候。年平均气温 22.6℃，最冷月平均气温 14.3℃

（1 月），最热月平均气温 28.9℃（7 月），历年极端最高气温 37.2℃（2016 年 7 月 9 日），极端

最低气温 2.2℃（2016 年 1 月 24 日）。雨量充沛，分布不均，雨量相对集中在汛期，年平均雨

量 1673.1 毫米，其中 4～9 月降雨量 1354.9 毫米，占全年降水量的 81%。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7%，

最小相对湿度 9%。全年日照 1651.7 小时，年平均风速为 2.1 米/秒，最多风向东南偏南风。年

蒸发量为 1670.8 毫米，年雷暴日数 72.2 天。夏秋常有热带气旋影响，平均每年约有 3～4 个。 

2.水文 

南沙区位于珠江出海口虎门水道西岸，是西江、北江、东江三江汇集之处，东面是珠江，

南面是珠江入海口。南沙区境内共有 5 条主要水道：洪奇沥水道、蕉门水道、沙湾水道、凫洲

水道、小虎沥水道；内河涌 116 条，总长 294.8 公里。 

2.3  区域地质构造 

本勘察区在大地构造单元上属我国华南地块的一部分，珠江三角洲的基底地貌受构造

格局的控制。燕山运动、喜山运动缔造珠江三角洲的地貌轮廓。东莞市在地质构造上，位

于北东东向罗浮山断裂带南部边缘的北东向博罗大断裂南西部、东莞断凹盆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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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区域地质构造图 

场地附近的区域断裂有②顺德断裂、⑥古井-万顷沙断裂和 ○12 沙湾断裂，现分述如

下： 

顺德断裂②：东起虎门、经容奇、杏坛以北，西至潭滘山岛，横贯珠江三角洲中部，在

场地南面通过，在东段沙角附近的震旦系中见走向近300°的硅化破碎带和硅质构造岩，宽大

于20m，于虎门口西岸可见侏罗系花岗岩沿断裂侵入，其原生流面呈北西西向；断裂中部顺德

市以南及西端的潭滘山岛的侏罗系中均见走向北西西或东西向的构造破碎带，宽度大于20m，

并伴有一组产状45°∠65°左右的节理；本断裂大部分地段被第四纪覆盖。 

古井—万顷沙断裂⑥：该断裂走向北东，倾向南东，大部分被第四系覆盖，据资料

显示，中山三角，港口和珠江农场附近第四系厚度突变增厚，多在40m以上，个别达60m，

另外于睦洲南的地质资料中见16m厚的硅化构造岩。 

沙湾断裂 ○12 ：该断裂北起花都白坭，往南经南海松岗、官窖、番禺沙湾、灵山至

番禺的万顷沙没入南海。断续延伸长度超过 100km。在南海官窖、联表煤矿见北西向断

裂错动北东向和近东西向断裂，断裂中段大鸟岗附近见有宽约 10m 的 NW 向硅化带，

断层产状 290～330°/SW∠50～80°，以张性断裂为主，断裂南段琪澳岛附近钻探揭露

有糜棱岩化带 ,沿断裂有喜山期基性岩侵溢体 ,表明在晚更新世至全新世仍有过活动。根

有关测试资料表明 ,断裂最新一次强烈活动发生在晚更新世中期。该断裂断块升降速率

有北缓南速趋势，显示了由北向南活动性渐趋加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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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场地工程地质条件 

3.1  岩土层构成及工程特征 

根据钻探揭示地层情况，拟建场区自上而下分为第四系人工填土层（Q4ml）、第四

系海相沉积层（Q4m）、第四系冲洪积层（Q4al+pl）、第四系残积层（Qel）和燕山期基岩

（γ53）。具体见钻孔柱状图、工程地质剖面图。  

3.1.1（上横挡岛）岩土层划分  

① 2 填石：  

灰色，稍湿，稍密，主要由碎石块组成，粒径一般 5～15cm，呈棱角状，孔隙由砂

土及少量黏性土填充。  

该层在 SK1、SK2、SK4、SK4’、SK5、SK5’共 6 个钻孔见揭露。层顶平均高程

-0.34m(-2.55~4.05m)，层顶埋深 1.36m(0.00~2.40m)，平均层厚 2.48m。  

②淤泥：  

灰色，深灰色，流塑，黏性较好，用手捏有滑腻感，污手，具臭味，含有机质。  

该 层 SK3 、 SK4 、 SK4’ 、 SK5 、 SK5’ 共 5 个 钻 孔 见 揭 露 。 层 顶 平 均 高 程

-0.06m(-0.28~0.22m)，层顶埋深 0.00m，平均层厚 3.12m。  

⑤ 1 全风化花岗岩：  

褐黄色，岩石已完全风化呈坚硬土夹砂状，矿物成分难辨认，岩质极软，岩芯用手

捏易散碎，浸水软化、崩解。  

该层在 SK3、SK4、SK4’、SK5、SK5’共 5 个钻孔见揭露。层顶平均高程-4.54m

（-4.95～-4.38m），层顶平均埋深 4.48m（4.20～4.80m），平均层厚 4.40m（3.80～4.80m）。 

⑤ 2 强风化花岗岩：  

褐灰色，岩石风化较严重，结构大部分破坏，岩芯呈半岩半土或半岩半土 ,局部夹

夹少量碎块中风化岩块状，岩质极软，岩芯用手掰易碎，浸水软化、崩解。为土状强风

化。  

该层全场地分布，各钻孔均见揭露。层顶平均高程-6.42m（-9.30～0.88m），层顶平

均埋深 7.14m（2.40～9.40m），平均层厚 5.61m（4.80～7.50m）。  

⑤ 3-1 破碎中风化花岗岩：  

褐灰色，裂隙很发育，岩芯呈碎岩块状，岩块用锤敲打不易碎，为中风化岩块。  

该层全场地分布，各钻孔均见揭露。；层顶平均高程-12.03m（-16.25～-4.35m），层

顶平均埋深 12.76m（7.20～16.10m），平均层厚 5.77m（3.10～10.20m）。  

⑤ 3-2 中风化花岗岩：  

黄褐色，中粗粒结构，块状构造，节理裂隙较发育，岩体较破碎，岩芯呈碎块状或

短柱状，岩质较硬，锤击易碎，部分岩块偏强风化。  

岩石坚硬程度分类为较硬岩，岩体完整程度分类为较破碎，综合判定岩体基本质量

等级为Ⅳ类。  

该层全场地分布，各钻孔均见揭露。层顶平均高程-17.81m（-20.58～-10.75m），层

顶平均埋深 18.53m（14.80～20.80m），该层层厚未揭穿，揭露平均厚度 16.11m（10.30～

25.30m）。  

3.1.2（下横挡岛）岩土层划分  

① 1 素填土：  

灰褐色，稍湿，稍密，主要由石英质砂及粉质黏土组成，局部夹杂碎石，土质不均

匀，回填时间≥5。  

该层在 XK1~XK3 共 3 个钻孔见揭露。层顶高程 1.45m，层顶埋深 0.00m，层厚 2.27m。 

②淤泥：  

灰色，深灰色，流塑，黏性较好，用手捏有滑腻感，污手，具臭味，含有机质。  

该层在 XK3’、 XK4、XK5、XK5’共 4 个钻孔见揭露。层顶高程-0.33m，层顶埋

深 0.00m，层厚 1m。  

④黏性土 

灰褐、灰黄色，硬塑为主，局部地段为坚硬状，由石英中细砂、高岭土等组成，无

摇震反应，稍有光泽，干强度中等，遇水易崩解和软化，为花岗岩风化残积土。  

该层 7 个钻孔均揭露；层顶平均高程-1.11m（-2.94～0.80m），层顶平均埋深 1.54m

（0.90～2.50m），平均层厚 6.36m（4.30～8.30m）。  

⑤ 1 全风化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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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黄、棕红色，岩石已完全风化呈坚硬土夹砂状，矿物成分难辨认，岩质极软，岩

芯用手捏易散碎，浸水软化、崩解。  

该层在 XK1、XK2、XK3 共 3 个钻孔见揭露。层顶平均高程-5.25m（-7.24～3.70m），

层顶平均埋深 6.70m（6.50～6.80m），平均层厚 2.60m（2.30～2.80m）。  

⑤ 2 强风化花岗岩：  

灰黄、棕红色，岩石风化较严重，结构大部分破坏，岩芯呈半岩半土或半岩半土 ,

局部夹夹少量碎块中风化岩块状，岩质极软，岩芯用手掰易碎，浸水软化、崩解。为土

状强风化。  

该层 7 个钻孔均揭露。层顶平均高程-8.58m（-10.13～-6.00m），层顶平均埋深 9.01m

（8.30～9.60m），平均层厚 7.09m（3.50～10.80m）。  

⑤ 3-1 破碎中风化花岗岩：  

褐灰色，裂隙很发育，岩芯呈碎岩块状，岩块用锤敲打不易碎，为中风化岩块。  

该层 7 个钻孔均揭露；层顶平均高程 -11.45m（ -13.64～ -9.50m），层顶平均埋深

12.90m（12.60～13.20m），平均层厚 6.17m（6.00～6.40m）。  

⑤ 3-2 中风化花岗岩：  

黄褐色，中粗粒结构，块状构造，节理裂隙较发育，岩体较破碎，岩芯呈碎块状或

短柱状，岩质较硬，锤击易碎，部分岩块偏强风化。  

岩石坚硬程度分类为较硬岩，岩体完整程度分类为较破碎，综合判定岩体基本质量

等级为Ⅳ类。  

该层全场地分布，各钻孔均见揭露。层顶平均高程-18.31m（-20.04～-15.60m），层

顶平均埋深 18.74m（17.50～19.60m），该层层厚未揭穿，揭露平均厚度 15.03m（9.80～

20.90m）。  

3.1.3（天后宫）岩土层划分  

① 2 填石：  

灰色，稍湿，稍密，主要由碎石块组成，粒径一般 5～15cm，呈棱角状，孔隙由砂

土及少量黏性土填充。  

该层在 TK3、TK4、TK5、TK5’、TK6共 5个钻孔见揭露。层顶平均高程-1.68m（--7.79～

-4.57m），层顶平均埋深 3.16m（0.00～8.00m），平均层厚 14.04m（8.60～18.30m）。 

②淤泥：  

灰色，深灰色，流塑，黏性较好，用手捏有滑腻感，污手，具臭味，含有机质。  

该层全场地分布，各钻孔均见揭露。层顶平均高程 -8.79m(-17.88~0.31m)，层顶埋

深 0.00~18.30m，平均层厚 7.88m（2.50~20.30m）。  

③黏土 

灰褐色，可塑，灰褐色，局部含少量石英粉细砂，无摇震反应，稍有光泽，干强度

中等，韧性高。  

该层在 TK3、TK4 共 2 个钻孔见揭露。层顶高程-18.31~-16.33m，层顶埋深 20.55m

（20.2~20.9m），平均层厚 2.58m（1.10~4.10m）。  

⑤ 1 全风化花岗岩：  

褐黄色，岩石已完全风化呈坚硬土夹砂状，矿物成分难辨认，岩质极软，岩芯用手

捏易散碎，浸水软化、崩解。  

该层在 TK5、TK5’、TK6、TK7、TK7’共 5 个钻孔见揭露。层顶平均高程-20.01m

（--21.16～-18.79m），层顶平均埋深 4.48m（4.20～4.80m），平均层厚 4.40m（3.80～

4.80m）。  

⑤ 2 强风化花岗岩：  

褐灰色，岩石风化较严重，结构大部分破坏，岩芯呈半岩半土或半岩半土 ,局部夹

夹少量碎块中风化岩块状，岩质极软，岩芯用手掰易碎，浸水软化、崩解。为土状强风

化。  

该层全场地分布，各钻孔均见揭露。层顶平均高程-21.56m（-23.36～17.83m），层

顶平均埋深 22.47m（21.20～23.20m），平均层厚 2.23m（1.70～2.80m）。  

⑤ 3-1 破碎中风化花岗岩：  

褐灰色，裂隙很发育，岩芯呈碎岩块状，岩块用锤敲打不易碎，为中风化岩块。  

该层在 TK5、TK5’、TK7 共 3 个钻孔见揭露；层顶平均高程-24.31m（-25.39～

-23.04m），层顶平均埋深 24.43m（22.90～25.70m），平均层厚 2.13m（1.90～2.40m）。  

⑤ 3-2 中风化花岗岩：  

黄褐色，中粗粒结构，块状构造，节理裂隙较发育，岩体较破碎，岩芯呈碎块状或

短柱状，岩质较硬，锤击易碎，部分岩块偏强风化。  

岩石坚硬程度分类为较硬岩，岩体完整程度分类为较破碎，综合判定岩体基本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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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为Ⅳ类。  

该层全场地分布，各钻孔均见揭露。层顶平均高程-24.70m（-27.29～-20.63m），层

顶平均埋深 25.61m（24.80～27.60m），该层层厚未揭穿，揭露平均厚度 9.66m（7.80～

11.00m）。  

3.2  水文地质 

3.2.1 地下水类型  

场地地下水类型主要为填土层中上层滞水、第四系松散层孔隙潜水和基岩裂隙水。 

赋存于素填土、填石层中属上层滞水，其一般水量不稳定，主要接受地表水和大气

降水的补给。  

第四系松散层孔隙潜水赋存于第四系冲积洪层中，孔隙潜水受上层水下渗补给。  

基岩裂隙水赋存于基岩风化裂隙之中，含水层无明确界限，埋深和厚度很不稳定，

其透水性主要取决于裂隙发育程度、岩石风化程度和含泥量。基岩风化裂隙水一般为弱

承压水。在天然状态下，基岩风化裂隙水主要以第四系含水层的渗入补给为主。  

3.2.2 地表水的腐蚀性  

本次勘察期间，在场地内共取 3 组地表水进行水质分析测试。测试结果详见附件

“水质分析报告”。其腐蚀性指标见表 3.2-1：  

表 3.2-1    水 质 分 析 结 果 表 

孔号 pH 
侵蚀 CO2 HCO3- SO42- Cl- Mg2+ 矿化度 

(mg/L) (mmol/L) (mg/L) (mg/L) (mg/L) (mg/L) 

SK1 
海水 1 7.61 2.30 1.827 764.16 8367.84 556.32 14500.67 

XK1 
海水 2 7.56 3.45 1.775 682.41 8165.64 506.40 14091.32 

TK3 
海水 3 7.65 0.00 1.984 657.53 7685.62 341.80 13426.82 

本场地属湿润区Ⅱ类环境，根据所取海水样的水质分析结果，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50021-2001）（2009 年版），第 12.2 条规定，场地水的腐蚀性评价如下： 

1、海水对混凝土结构腐蚀性评价：  

(1)环境类型为Ⅱ类：据 Mg2+、SO42-含量和矿化度判定，海水对混凝土结构腐蚀等级属弱

腐蚀； 

(2)直接临水（A 类）：据侵蚀性 CO2 含量、HCO3-含量和 pH 值判定，海水对混凝土结构

腐蚀等级属微腐蚀。 

综上所述，场区海水对混凝土结构腐蚀等级属弱腐蚀。 

2、海水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蚀性评价： 

长期浸水：据Cl-含量判定，海水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腐蚀等级属微腐蚀。 

干湿交替：据Cl-含量判定，海水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的钢筋腐蚀等级属强腐蚀。 

综上所述，海水对混凝土结构具有弱腐蚀，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按长期浸水具有微腐

蚀，按干湿交替具有强腐蚀；需根据《水运工程结构防腐蚀施工规范》(JTS/T 209-2020)进行防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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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岩土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4.1 取样方法及原位测试方法 

4.1.1 取样工具及方法 
黏性土采用回转取土器进行采样，取样方式采用回转方式进行；软土采用薄壁取土器采用

击入法进行采集。土样采样时，先将孔底清洗干净，将样盒放入取样器内，缓慢下放取土器，

当到达钻孔深度时，打入 50cm，取回取样器时，将上部及下部长出样盒以外的土切除后，立

即采用胶带密封，并进行封腊，填写并黏贴土样标签，当天移交土工试验室，土样试验工作均

由我司土工试验室完成。 

4.1.2 样品试验方法 

主要为确定土层物理力学性质、确定地基土承载力值和单桩承载力值。针对以上的目的，

确定如下的试验项目： 

⑴对淤泥、黏性土等原状土样均进行了ω、ρ、Gs、ωP、ωL、IL、c、φ、快速固结等

常规试验，对淤泥增加了固结快剪特殊试验，对混合土增加颗粒分析。 

⑵河水的水质分析。测试项目为 pH 值、SO42-、Cl-、HCO3-、侵蚀性 CO2 等腐蚀性指标。 

⑶对岩石进行饱和单轴抗压试验。 

4.1.3 标贯试验方法  

对素填土、淤泥、黏土、黏性土、全风化及强风化进行该项试验，试验时清除孔底残余土，

预打 15cm 后，再打入 30cm 并记录每打入 10cm 锤击数，累计打入 30cm 的锤击数为标准贯入

试验实测击数。 

4.1.4 重型动力触探试验方法 

对孔内填石层中进行该项试验，试验落距 76cm，锤重 63.5kg，记录击入 10cm 锤击数，以

求得卵石层的密实度及承载力。 

4.2  岩土物理力学统计指标的提出 

4.2.1  统计方法 

根据《港口工程地基规范》(JTS 147-1-2010)附录 A 的相关规定，各种参数的平均值 ux、

标准差 σx、变异系数 δf 的计算公式为：  
   (1)平均值 xµ 是指在样本中各个体之和的算术平均；  

                          ∑
=

=
n

i
ix x

n 1

1µ  

    式中： ix ——第 i 个样本数据；  

           n——样本试验件数。  

(2)标准差 xσ 是衡量中体或样本中个体数据的波动范围，它能准确地反映统计

中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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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1
1 ∑

=

−
−

=
n

i
xix ux

n
σ  

(3)变异系数 δf 是一个反映数值离散程度或变化大小的指标，它是标准差 xσ 与

平均值 xµ 的比值；  

δf =
x

x

µ
σ  

4.2.2 统计数据的可靠性  

统计数据源于试验资料，试验样品源于采样。本次工作中，对所有土样进行分级，

对不同级别的土样根据“技术要求”安排相关试验项目，样品具有代表性，试验方法与

操作正确，方法得当，数据合理，但因地层岩性的不均一性及岩相的变化，所以，所统

计的各种数值经过分析筛选，综合该区地质经验提出。 

 

4.2.3 试验指标的建议值的使用  

对报告中室内试验和原位测试汇总表、统计表中所列的标准值和平均值的使用，特

作如下说明：根据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2009 年版）有关

规定，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需要的岩土参数（如岩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应采用指标的

标准值，该值可按本报告汇总表、统计表中各岩土参数标准值采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计算需要的岩土参数（如压缩系数、压缩模量、渗透系数）可采用指标的平均值，当其

变异性较大时，可根据地区经验适当调整；评价岩体、土体性状需要的岩土参数（如天

然重度、天然含水率、液限、塑性指数、饱和度、相对密实度及土层的厚度等）应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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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当设计规范另有专门规定标准值的取值方法时，可按有关规范执行。另外根据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岩土工程勘察报告编制标准》（CECS99:98）第  7.3.6 条，

指标的统计数量少于 6 个时，不计算其标准差，并根据指标的范围值和平均值，结合地

区经验，给出经验值。  

各土层的物理力学指标详见标准贯入试验统计表（附表 3）、岩石单轴抗压强度试

验统计表（附表 6）和土工试验成果统计表（附表 5）。  

5  场地的地震效应 

5.1  场地抗震地段类别划分 

根据揭露，结合本工程具体情况，本场地揭露较厚的软土层，按国家标准《水运工程抗震

设计规范》（JTS 146-2012）第 4.1.1 条规定，场地类别应属对建筑抗震属于不利地段。 

5.2  建筑场地类别和抗震设防烈度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附录 A.0.19，广州市南沙

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  

依《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S 146-2012)中的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公式（4.1.5-1），

结合地区经验进行估算。  

上横挡岛区：  

SK2：Vse=do/t=7.2/(2.40/180+4.8/480)=308.6（m/s）  

SK3：Vse=do/t=14.20/(4.6/100+4.8/400+4.8/480)=167.7（m/s）  

下横挡岛区：  

XK2：Vse=do/t=12.90/(2/120+4.5/280+2.7/400+3.7/480)=273.3（m/s）  

XK4：Vse=do/t=17.50/(0.9/100+8.2/280+8.4/480)=313.7（m/s）  

天后宫区：  

TK5：Vse=do/t=20/(7.8/100+8.6/180+2.7/100+0.9/400)=129（m/s）  

TK7：Vse=do/t=20/(20/100)=103.9（m/s）  

根据估算结果，按《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S 146-2012)第 4.1.2 条、第 4.1.6

条按不利条件判定：(1) 上横挡岛区场地土类型为中软场地土，建筑场地类别属Ⅱ类。 

(2) 下横挡岛区场地土类型为中硬场地土，建筑场地类别属Ⅱ类。(3) 天后宫区场地土

类型为软弱场地土，建筑场地类别属Ⅲ类。  

根据《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S 146-2012)第 5.1.2 条：上横挡岛、下横挡岛区

场地特征周期值为 0.35s；天后宫区场地特征周期值为 0.45s。  

5.2 砂土液化判别 

场地 20m 深度范围内未揭露可液化土层。 

5.3 地震对场地的影响 

场地内②淤泥层为软土层，局部厚度较大，其承载力低。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2016 年版）4.3.11 条和其条文说明，综合确定②淤泥为可震陷软土。 

当场地存在可震陷软土时，可采取地基处理、采用桩基穿越软弱层或直接挖除等措

施，以消除软土震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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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场地稳定性评价及适宜性评价 

6.1  场地稳定性评价 

6.1.1  特殊性岩土与不良地质作用 

本次勘察场地揭露到的特殊性岩土有人工填土、软土、残积土和风化岩。 

人工填土：①2 填石层堆填料组成物主要由碎石块为主，混中粗砂及少量黏性土等堆填而

成，土质不均匀，其物质成分、颗粒级配、均匀性、密实度等差异大，其均匀性和密实度的差

异，其对地基处理或桩基础施工会产生不良影响。①1 素填土层，结构松散状，局部稍密，堆

填厚度 2.00～2.50m，平均 2.27m。其分布、厚度、物质组成、均匀性、密实性、压缩性差异大，

承载力低，易引发地面沉降，在未进行工程压实处理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较大的自重压密固结，

作为天然地基时会产生地基不均匀沉降，造成建（构）筑物、道路破坏或影响使用功能。在设

计中应考虑其不利影响。 

软土：②淤泥为本场地的主要软土层，软土厚度局部较大，其具有含水量大、灵敏度高、

压缩性高、透水性差、强度低、流变性强等特点，在外力作用下易发生压缩变形，在强震作用

下具震陷性。不良地质现象对本工程建设具一定影响，但经地基处理或桩基础可消除其危害性。 

残积土：残积土是指原岩已完全风化成土而未经搬运，已完全具备土的性质，本场地④黏

性土为花岗岩风化残积土，其均匀性差，浸水易软化。 

风化岩：全～强风化花岗岩在原始状态下承载力较高，但其具遇水浸泡后软化、承载力降

低等特点，设计与施工时应高度重视。 

冲（钻）孔灌注桩若以全～强风化岩作为桩端持力层，桩基施工成孔后应及时进行混凝土

浇筑，避免桩底持力层长时间浸泡，影响桩基承载力。 

若采用预应力管桩，管桩施工时需采用混凝土对桩端部分进行封桩，桩端封桩长度大于 2m

为宜。 

根据本次勘察结果，本场地未发现岩溶、滑坡、危岩和崩塌、泥石流、采空区、地面沉降

等不良地质作用。 

本次勘察钻孔虽未揭露花岗岩球状风化体（孤石），但不排除场地存在孤石的可能性。。 

7.1.3 场地稳定性评价 

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2016 年版），场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

设计地震分组为第一组，场地属建筑抗震的不利地段。场地内未发现断裂构造迹象，区域构造

稳定性一般。 

本场地不存在滑坡、崩塌、泥石流、采空区等颠覆性的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场地环

境地质稳定性较好。 

场地内有揭露到淤泥层，其呈流塑状态，局部较厚，属软土层，具有“三高”特征，高孔

隙比、高压缩性、高灵敏度，强度低，工程性能较差，在自重及上覆荷载的作用下，易发生压

缩变形。采取适当措施可减少或避免软土产生的危害。场地工程地质稳定性一般。 

综上所述，场地整体稳定性一般。 

6.2  场地适宜性评价 

场地勘察深度范围内主要岩土层总体厚度、埋深变化相对较大，各岩土层在水平、

垂直方向上性质变化较明显，风化岩层面起伏变化明显，总体各岩土层均匀性较差，为

不均匀地基。  

潮汐差对本工程有一定的影响，地下水对工程建设影响较小。影响场地稳定性的地

质问题主要为饱和流塑软土的问题。  

综上所述，场地存在有对工程建设的不利因素，但在工程建设中可采取适当的措施

减少或消除上述不利因素的影响，场地基本适宜进行本工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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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场地岩土工程条件评价 

7.1 各土层的工程性质评价 

7.1.1 上横挡岛区地基土分析与评价  

(1) ①2 填石：稍密，孔隙大，级配差，承载力较低。   

(2) ②淤泥：流塑，高压缩性，低强度，承载力低。  

(3) ⑤1 全风化花岗岩：承载力中等。  

(7) ⑤2 强风化花岗岩：承载力中等偏高。  

(8) ⑤3-1 破碎中风化花岗岩：承载力较高。  

(9) ⑤3-2 中风化花岗岩：承载力高。  

根据野外工程地质编录、标准贯入试验统计表和单元土体物理力学指标统计表，结

合本地区的建筑经验，提出岩土层承载力设计值的经验值 ƒd（kPa）。  

表 4.2-1    各岩土层主要设计参数建议值一览表  

层  
号  

岩土  
名称  状 态  

承载力 

设计值 
fd 

压缩  
模量  

ES0.1-0.2 

直接快剪  
（固结快剪）  

凝聚力  内摩擦角  

kPa MPa C(kPa) Φ(°) 

① 2 填石 
松散-稍

密 
250 *30 / / 

②  淤泥 流塑 30 1.3 
2.0 

（7.9） 

1.4 

（4.9） 

⑤ 1 全风化花岗岩 坚硬 300 *30 24.7 22.1 

⑤ 2 强风化花岗岩 
土状强风

化 
450 *50 26.5 24.3 

⑤ 3-1 破碎中风化花岗

岩 

碎块状中

风化 
600 / / / 

⑤ 3-2 中风化花岗岩  2000 / / / 

注：1、带*者为变形模量 E0。  

7.1.2 下横挡岛区地基土分析与评价  

(1)① 1 素填土：松散-稍密，孔隙大，级配差，承载力较低。  

(2)②淤泥：流塑，高压缩性，低强度，承载力低。  

(3)④黏性土：硬塑，具中等压缩性，承载力较低。 

(4)⑤ 1 全风化花岗岩：承载力中等。  

(5)⑤ 2 强风化花岗岩：承载力中等偏高。  

(6)⑤ 3-1 破碎中风化花岗岩：承载力较高。  

(7)⑤ 3-2 中风化花岗岩：承载力较高。  

根据野外工程地质编录、标准贯入试验统计表和单元土体物理力学指标统计表，结

合本地区的建筑经验，提出岩土层承载力设计值的经验值 ƒd（kPa）。  

表 4.2-2    各岩土层主要设计参数建议值一览表  

层  
号  

岩土  
名称  状 态  

承载力 

设计值 
fd 

压缩  
模量  

ES0.1-0.2 

直接快剪  
（固结快剪）  

凝聚力  内摩擦角  

kPa MPa C(kPa) Φ(°) 

① 1 素填土 松散 110 *25 / / 

②  淤泥 流塑 30 1.9 
2.2 

（6.6） 

1.4 

（2.8） 

④  黏性土 坚硬 220 8.1 17.2 16.5 

⑤ 1 全风化花岗岩 坚硬 300 *30 23.1 20.3 

⑤ 2 强风化花岗岩 
土状强风

化 
450 *50 / / 

⑤ 3-1 破碎中风化花岗

岩 

碎块状中

风化 
600 *80 / / 

⑤ 3-2 中风化花岗岩  2000 / / / 

注：1、带*者为变形模量 E0。  

7.1.3 天后宫区地基土分析与评价  

(1)①2 填石：稍密，孔隙大，级配差，承载力较低。  

(2)②淤泥：流塑，高压缩性，低强度，承载力低。  

(3)③黏土：可塑，具中等偏高压缩性，承载力较低。 

(4)⑤ 1 全风化花岗岩：承载力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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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⑤ 2 强风化花岗岩：承载力中等偏高。  

(6)⑤ 3-1 破碎中风化花岗岩：承载力较高。  

(7)⑤ 3-2 中风化花岗岩：承载力较高。  

根据野外工程地质编录、标准贯入试验统计表和单元土体物理力学指标统计表，结

合本地区的建筑经验，提出岩土层承载力设计值的经验值 ƒd（kPa）。  

表 4.2-3    各岩土层主要设计参数建议值一览表  

层  
号  

岩土  
名称  状 态  

承载力 

设计值 
fd 

压缩  
模量  

ES0.1-0.2 

直接快剪  
（固结快剪）  

凝聚力  内摩擦角  

kPa MPa C(kPa) Φ(°) 

① 2 填石 
松 散 - 稍

密 
250 *25 / / 

②  淤泥 流塑 30 2.0 
2.9 

（6.0） 

2.3 

（4.2） 

③  黏土 可塑 40 4.48 10.1 7.5 

⑤ 1 全风化花岗岩 坚硬 300 *30 23.8 21.1 

⑤ 3-1 强风化花岗岩 
土状强风

化 
450 *50 / / 

⑤ 3-2 强风化花岗岩 
岩状强风

化 
600 *80 / / 

① 1 中风化花岗岩  2000 / / / 

注：1、带*者为变形模量 E0。              

7.2 码头类型及桩基设计参数 

7.2.1 高桩式码头结构  

拟建码头建议采用高桩梁板结构，选择预应力管桩、冲孔灌注桩或嵌岩桩。 

（1）预应力管桩 

拟建码头可采用预应力管桩桩基础，宜选取⑤ 1 全风化花岗岩及其以下地层作桩端持力

层。桩径和桩长的选定，应按设计单柱荷载大小而定。 

其桩侧摩阻力特征值(qf)和桩端端阻力特征值(qR)有关设计参数（参考表 4.3-1）。 

其单桩竖向承载力设计值应按《港口工程桩基规范》（JTS 167-4-2012）4.2.4-2 公式计算： 

Qd= (UΣqfili+ ηqRA) 1/γR 

  式中：   Qd—单桩轴向承载力设计值（kN）； 

γR—单桩轴向承载力分项系数，打入桩取 1.50，灌注桩取 1.60； 

U—桩身截面外周长（m）； 

qfi—单桩第 i 土层的极限侧摩阻力标准值（kPa）； 

qR—单桩极限端阻力标准值（kPa）； 

li—桩身穿过第 i 土层的长度（m）； 

η—承载力折减系数，可按地区经验取值，也可按规范 4.2.4-3 取值； 

A—桩端外周面积(m2)。 

（2）钻（冲）孔灌注桩 

若采用钻（冲）孔灌注桩，可选取⑤ 2 强风化花岗岩或⑤ 3-1破碎中风化花岗岩作为桩基

础持力层，其桩径大小及桩长可根据构筑物的具体情况经验算确定。 

根据《港口工程桩基规范》 (JTS 167-4-2012)4.2.4-3 公式计算单桩轴向承载力，有关计

算参数 qf、qR 的取值见表 4.3-1。 

Qd= (UΣΨsiqfili+ ΨPqRA) 1/γR 

  式中：    Qd—单桩轴向承载力设计值（kN）； 

γR—单桩轴向承载力分项系数，打入桩取 1.50，灌注桩取 1.60； 

U—桩身截面周长（m）； 

ΨSi、ΨP—桩侧阻力、端阻力尺寸效应系数，当桩径不大于 0.8m 时，均 

取 1.0m，当桩径大于 0.8m 时，可按规范表 4.2.4-4 取值； 

qfi—单桩第 i 层土的单位面积极限侧摩阻力标准值（kPa）； 

qR—单桩单位面积极限桩端持力层端阻力标准值（kPa）； 

li—桩身穿过第 i 层土的长度（m）； 

A—桩端截面面积(m2)。  

（3）嵌岩桩 

当采用⑤ 3-2中风化花岗岩作为桩基础持力层时，其单桩轴向抗压承载力设计值应根据《港

口工程桩基规范》 (JTS 167-4-2012)4.2.4-4 公式计算单桩轴向抗压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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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d= U1Σζfiqfili/γcs +（U2ζsffkhr+ζpffkA）/γcR 

  式中：   Qcd—嵌岩桩单桩轴向抗压承载力设计值（kN）； 

          U1、U2—分别为覆盖层桩身周长（m）和嵌岩段桩身周长（m）； 

ζfi—桩周第 i 层土的侧阻力计算系数； 

qfi—桩周第 i 层土的单位面积极限侧摩阻力标准值（kPa）； 

li—桩身穿过第 i 层土的长度（m）； 

γcs—覆盖层单桩轴向受压承载力分项系数； 

ζs、ζp—分别为嵌岩段侧阻力和端阻力计算系数； 

ffk—岩石饱和单轴抗压强度标准值（kPa）； 

hr—桩身嵌入基岩的长度（m）； 

A—嵌岩段桩端面积（m2）； 

γcR—嵌岩段单桩轴向受压承载力分项系数。 

表 4.3-1    桩基主要设计参数一览表                   

层 

序 

岩土 

名称 
状态 

岩石饱和 

抗压强度 

建议值

（MPa） 

预制砼桩 钻(冲)孔灌注桩 

桩周土极限

摩阻力标准

值 qf(kPa) 

桩端极限阻

力标准值 

qR(kPa) 

桩周土极限

摩阻力标准

值 qf(kPa) 

桩端极限阻

力标准值 

qR(kPa) 

① 1 素填土 松散 -- -- -- -- -- 

①  2 填石 松散-稍密 -- 30 -- 28  

②  淤泥 流塑 -- 3 -- 5 -- 

③  黏土 可塑 -- 30 -- 30 -- 

④  黏性土 硬塑  65 -- 56 1000 

⑤1 全风化  
花岗岩  坚硬  -- 100 

2200 
（L≤15） 

2600 
（L≥15） 

100 

1200[1600] 
（L≤15） 
1400[2000] 
（L≥15） 

⑤2 

强风化  
花岗岩  土状强风

化  -- 170 

3000 
（L≤15） 

3400 
（L≥15） 

160 

1500[1800] 
（L≤15） 
1800[2200] 
（L≥15） 

⑤3-1 破碎中风化  
花岗岩  

碎块状中

风化  -- -- -- 180 2000 

⑤3-2 中风化  
花岗岩   35 -- -- -- 

注：1. 表中 qf 、qR值根据《港口工程桩基规范》（JTS 167-4-2012）提出。 

    2.表中[]中值为未考虑泥浆护壁桩端极限阻力标准值 
 

7.3  桩基施工可行性分析 

1）成桩可行性分析 

场地局部堆填①2 填石层对打入式预制桩成桩具一定困难。①2 填石层层需挖除后方能施

工预制桩；预制桩施工时，施工锤击沉桩时应谨慎对待，避免中途停歇，一旦长时间停歇，桩

周土体会迅速固结，锤击数因此而增加许多，往往因此打坏桩。同时建议加强施工时观测，并

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 

对于钻孔灌注桩，施工时应防止孔壁渗水、失稳等问题；同时在达到预计桩端深度时，需

仔细检查桩底沉渣厚度，防止沉渣厚度过大影响桩端承载力及桩基沉降。当采用钻孔灌注桩穿

越砂层时亦容易产生塌孔等现象，应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需控制好泥浆的相对密度，必要时

采取全护筒跟管钻穿该土层。 

 

2）设计、施工应注意的岩土工程问题及建议 

（1）建议在桩基正式施工前先选择有代表性的桩位进行试成桩及单桩静载荷试验，以确

定正式成桩时所需的控制标准及对桩基的设计参数进行校核。工程桩施工完成后应按有关规范

要求进行静载试验和桩身无损动测，检测数量应符合规范要求。 

（2）海水水位受季节变化有一定影响，桩基施工宜搭建固定施工平台或选择适当的打桩

船进行施工。 

3）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评价 

场地周边少有建筑物，基础施工时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建议： 

（1）在施工现场采取必要的围护措施，以避免行人误入或出入的小船误入而造成事故。 

（2）施工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或避免施工废水废渣对流入江中造成环境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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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结论与建议 

(1) 根据本次勘察结果和该区域的地形、地貌、地质条件及区域地质构造等分析，场地内

未发现断裂构造迹象，区域构造稳定性一般。本场地不存在滑坡、崩塌、泥石流、采空区等颠

覆性的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场地环境地质稳定性较好。场地内有淤泥类土软土层，局

部较厚的填石层存在，对基础具一定影响。采取适当措施可减少或消除不利地层产生的

危害，场地工程地质稳定性一般。综上所述，场地整体稳定性一般。基本适宜进行本工

程建设。  

(2)本次勘探所揭露深度 20m 内未发现可液化土层；场地②淤泥为可震陷软土，有

局部厚度较大，其承载力低，可采取地基处理、采用桩基穿越软弱层或直接挖除等措施，

以消除软土震陷的影响。  

(3) 本地区抗震设防烈度为 7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10g，设计地震分组

为第一组。  

(4) 上横挡岛区场地土类型为中软场地土，建筑场地类别属Ⅱ类；下横挡岛区场地

土类型为中硬场地土，建筑场地类别属Ⅱ类；场地特征周期值均为 0.35s。天后宫区场

地土类型为软弱场地土，建筑场地类别属Ⅲ类，场地特征周期值为 0.45s。场地存在人

工填土层和软土层，属抗震不利地段。  

(5)场地海水对混凝土结构具有弱腐蚀，对钢筋混凝土结构中钢筋按长期浸水具有微腐蚀，

按干湿交替具有强腐蚀；需根据《水运工程结构防腐蚀施工规范》(JTS/T 209-2020)进行防护。 

(6) 本次勘察钻孔虽未揭露花岗岩球状风化体（孤石）存在，但不排除场地存在孤

石的可能性。  

(7) 场地可采用预应力管桩和灌注型嵌岩桩方案，以风化层作为为持力层；具体以

桩基类型根据场地环境条件、地层条件等实际情况确定。  



原 扰 埋   深
(m)

标  高
(m)

重型动
力触探
(m)

开 始 日 期 终 止 日 期

1 SK1 取土标贯钻孔 40.10 4.05 2521932.565 459365.905 1 2 0.3 2022.10.30 2022.10.30

2 SK2 取土标贯钻孔 40.20 1.30 2521928.336 459360.919 1 1 2022.10.30 2022.10.30

3 SK3 取土标贯钻孔 40.40 0.22 2521933.826 459334.290 3 3 2022.10.29 2022.10.29

4 SK4 取土标贯钻孔 30.30 -0.20 2521917.168 459347.573 2 2 0.3 2022.10.31 2022.10.31

5 SK5 取土标贯钻孔 31.20 -0.15 2521907.762 459356.893 3 4 1.8 0.63 2022.10.31 2022.10.31

6 SK3' 取土标贯钻孔 30.20 -0.28 2521926.026 459339.683 3 3 2022.11.1 2022.11.1

7 SK5' 取土标贯钻孔 30.10 0.12 2521900.556 459361.269 3 2 0.3 2022.10.29 2022.10.29

8 TK3 取土标贯钻孔 35.40 2.43 2518376.951 460583.207 4 2 1.2 2022.11.12 2022.11.12

9 TK4 取土标贯钻孔 35.00 1.89 2518383.653 460591.984 3 2 2022.11.10 2022.11.10

10 TK5 取土标贯钻孔 35.40 0.31 2518374.462 460616.870 3 3 1.2 2022.11.9 2022.11.9

11 TK6 取土标贯钻孔 35.80 0.42 2518393.226 460606.454 1 2 0.9 2022.10.28 2022.10.29

12 TK7 取土标贯钻孔 34.70 -0.14 2518403.279 460598.348 7 3 2022.11.7 2022.11.7

13 TK5' 取土标贯钻孔 35.30 0.21 2518382.673 460614.371 4 3 2022.11.8 2022.11.8

14 TK7' 取土标贯钻孔 35.30 -0.86 2518410.966 460597.100 4 4 2022.10.27 2022.10.27

15 XK1 取土标贯钻孔 38.90 1.52 2521281.975 459789.261 2 3 2022.10.29 2022.10.29

16 XK2 取土标贯钻孔 39.60 1.68 2521286.036 459787.440 3 4 2022.10.30 2022.10.30

17 XK3 取土标贯钻孔 40.50 -0.44 2521310.017 459798.791 3 4 2022.10.31 2022.10.31

18 XK4 鉴别孔 27.30 -0.24 2521301.644 459780.185 2 2022.11.1 2022.11.1

19 XK5 鉴别孔 30.10 -0.06 2521294.832 459768.980 5 2022.11.5 2022.11.5

20 XK3' 取土标贯钻孔 29.50 -0.39 2521309.340 459790.610 3 4 2022.10.28 2022.10.28

21 XK5' 取土标贯钻孔 30.50 -0.63 2521295.538 459761.564 3 4 2022.11.5 2022.11.5

合  计 725.80 56 62 4.2

地下稳定水位

上横档岛

天后宫

下横档岛

勘探点
类  型

勘 探
深 度

(m)

序

号

勘探点一览表

取  样  数
标
贯
次
数

(次)

工作日期

X  (A) Y  (B) 岩

土

水

建筑地段
勘探点
编  号

动探
地 面
标 高

(m)

坐                 标
(m)



附表2-1 附表2-2

统计个数 5 5 5 5 5 统计个数 5 5 5 5 5

最大值 18.30 4.57 -12.43 8.00 18.30 最大值 3.20 4.05 0.85 2.40 4.80

最小值 8.60 -7.79 -17.88 0.00 16.40 最小值 2.10 -2.55 -4.95 0.00 2.40

平均值 14.04 -1.68 -15.72 3.16 17.20 平均值 2.48 -0.34 -2.82 1.36 3.84

统计个数 9 9 9 9 9 统计个数 5 5 5 5 5

最大值 20.30 0.31 -7.49 18.30 21.00 最大值 4.60 0.22 -2.18 0.00 4.60

最小值 2.50 -17.88 -21.16 0.00 7.80 最小值 2.10 -0.28 -4.48 0.00 2.10

平均值 7.88 -8.79 -16.66 9.56 17.43 平均值 3.12 -0.06 -3.18 0.00 3.12

统计个数 2 2 2 2 2 统计个数 5 5 5 5 5

最大值 1.80 -16.33 -17.83 20.90 22.40 最大值 4.80 -4.38 -8.30 4.80 9.40

最小值 1.50 -18.31 -20.11 20.20 22.00 最小值 3.80 -4.95 -9.28 4.20 8.10

平均值 1.65 -17.32 -18.97 20.55 22.20 平均值 4.40 -4.54 -8.94 4.48 8.88

统计个数 5 5 5 5 5 统计个数 7 7 7 7 7

最大值 4.10 -18.79 -21.34 21.00 23.20 最大值 7.50 0.85 -4.35 9.40 16.10

最小值 1.10 -21.16 -23.36 19.10 21.20 最小值 4.80 -9.28 -16.25 2.40 7.20

平均值 2.58 -20.01 -22.59 20.00 22.58 平均值 5.61 -6.42 -12.03 7.14 12.76

统计个数 7 7 7 7 7 统计个数 7 7 7 7 7

最大值 2.80 -17.83 -20.63 23.20 25.70 最大值 10.20 -4.35 -10.75 16.10 20.80

最小值 1.70 -23.36 -25.66 21.20 22.90 最小值 3.10 -16.25 -20.58 7.20 14.80

平均值 2.23 -21.56 -23.79 22.47 24.70 平均值 5.77 -12.03 -17.81 12.76 18.53

统计个数 3 3 3 3 3 统计个数 7 7 7 7 7

最大值 2.40 -23.04 -25.44 25.70 27.60 最大值 25.30 -10.75 -29.98 20.80 40.40

最小值 1.90 -25.39 -27.29 22.90 25.30 最小值 10.30 -20.58 -40.18 14.80 30.10

平均值 2.13 -24.31 -26.44 24.43 26.57 平均值 16.11 -17.81 -33.92 18.53 34.64

统计个数 7 7 7 7 7

最大值 11.00 -20.63 -30.83 27.60 35.80

最小值 7.80 -27.29 -36.16 24.80 34.70

平均值 9.66 -24.70 -34.36 25.61 35.27

地层统计表(天后宫)

5-3-1 γ
破碎中
风化花
岗岩

2-0-0 Q4
m 淤泥

3-0-0 Q4
al+pl 黏土

层顶
深度
(m)

层底
深度
(m)

工程名称：广州市海防教育基地项目交通渡口码头工程

1-2-0 Q4
ml 填石

5-3-2 γ
中风化
花岗岩

5-1-0 γ
全风化
花岗岩

5-2-0 γ
强风化
花岗岩

层顶
高程
(m)

层底
高程
(m)

地层

编号

时代

成因

岩土

名称

项

次

层
厚
(m)

地层统计表(上横档岛)

地层

编号

时代

成因

岩土

名称

项

次

层
厚
(m)

层顶
高程
(m)

层底
高程
(m)

层顶
深度
(m)

层底
深度
(m)

工程名称：广州市海防教育基地项目交通渡口码头工程

1-2-0 Q4
ml 填石

2-0-0 Q4
m 淤泥

5-1-0 γ 花岗岩

5-2-0 γ 花岗岩

5-3-1 γ 花岗岩

5-3-2 γ 花岗岩



附表2-3

统计个数 3 3 3 3 3

最大值 2.50 3.10 0.80 0.00 2.50

最小值 2.00 -0.44 -2.94 0.00 2.00

平均值 2.27 1.45 -0.82 0.00 2.27

统计个数 4 4 4 4 4

最大值 1.20 -0.06 -0.96 0.00 1.20

最小值 0.90 -0.63 -1.83 0.00 0.90

平均值 1.00 -0.33 -1.33 0.00 1.00

统计个数 7 7 7 7 7

最大值 8.30 0.80 -3.70 2.50 9.50

最小值 4.30 -2.94 -10.13 0.90 6.50

平均值 6.36 -1.11 -7.47 1.54 7.90

统计个数 3 3 3 3 3

最大值 2.80 -3.70 -6.00 6.80 9.60

最小值 2.30 -7.24 -10.04 6.50 9.10

平均值 2.60 -5.25 -7.85 6.70 9.30

统计个数 7 7 7 7 7

最大值 10.80 -6.00 -9.50 9.60 19.30

最小值 3.50 -10.13 -19.93 8.30 12.60

平均值 7.09 -8.58 -15.67 9.01 16.10

统计个数 3 3 3 3 3

最大值 6.40 -9.50 -15.60 13.20 19.60

最小值 6.00 -13.64 -20.04 12.60 18.70

平均值 6.17 -11.45 -17.62 12.90 19.07

统计个数 7 7 7 7 7

最大值 20.90 -15.60 -27.54 19.60 40.50

最小值 9.80 -20.04 -40.94 17.50 27.30

平均值 15.03 -18.31 -33.34 18.74 33.77

破碎中
风化花
岗岩

γ5-3-1

强风化
花岗岩

γ5-2-0

工程名称：广州市海防教育基地项目交通渡口码头工程

层底
深度
(m)

层顶
深度
(m)

层底
高程
(m)

层顶
高程
(m)

层
厚
(m)

项

次

岩土

名称

时代

成因

地层

编号

5-3-2 γ
中风化
花岗岩

地层统计表(下横挡岛)

4-0-0 Q3
el 黏性土

5-1-0 γ
全风化
花岗岩

1-1-0 Q4
ml 素填土

2-0-0 Q4
m 淤泥



XK1 1.55-1.85 7.0 3.35 0.991 6.9 SK3 3.15-3.45 1.0 4.95 0.948 0.9

XK2 1.65-1.95 6.0 3.45 0.988 5.9 SK5 1.95-2.25 1.0 3.75 0.980 1.0

XK3 1.75-2.05 7.0 3.55 0.985 6.9 SK3' 6.45-6.75 43.0 8.25 0.875 37.6

XK3' 5.45-5.75 36.0 7.25 0.895 32.2 SK5' 5.55-5.85 43.0 7.35 0.893 38.4

4.05-4.35 36.0 5.85 0.924 33.3 SK3 8.65-8.95 45.0 10.45 0.836 37.6

8.45-8.75 38.0 10.25 0.839 31.9 SK4 6.85-7.15 40.0 8.65 0.867 34.7

XK1 4.05-4.35 23.0 5.85 0.924 21.3 SK5 7.35-7.65 41.0 9.15 0.858 35.2

XK2 5.35-5.65 20.0 7.15 0.897 17.9 10.05-10.35 72.0 11.85 0.813 58.5

XK3 4.85-5.15 22.0 6.65 0.907 20.0 12.55-12.85 78.0 14.35 0.779 60.7

4.05-4.35 19.0 5.85 0.924 17.6 SK5' 13.20-13.50 76.0 15.00 0.770 58.5

8.35-8.65 25.0 10.15 0.841 21.0 5.15-5.45 75.0 6.95 0.901 67.6

2.85-3.15 20.0 4.65 0.956 19.1 7.75-8.05 77.0 9.55 0.851 65.5

7.55-7.85 26.0 9.35 0.854 22.2 SK2 5.95-6.25 77.0 7.75 0.885 68.1

XK2 7.85-8.15 42.0 9.65 0.849 35.7 SK3 11.35-11.65 76.0 13.15 0.795 60.4

XK3 8.65-8.95 43.0 10.45 0.836 35.9 SK4 12.05-12.35 72.0 13.85 0.785 56.5

9.15-9.45 75.0 10.95 0.828 62.1 10.15-10.45 71.0 11.95 0.811 57.6

13.85-14.15 80.0 15.65 0.761 60.9 13.85-14.15 73.0 15.65 0.761 55.6

17.05-17.35 82.0 18.85 0.722 59.2

12.85-13.15 73.0 14.65 0.775 56.6

17.85-18.15 78.0 19.65 0.714 55.7

XK1 10.95-11.25 73.0 12.75 0.800 58.4

XK2 11.65-11.95 86.0 13.45 0.791 68.0

XK3 12.05-12.35 81.0 13.85 0.785 63.6

10.15-10.45 77.0 11.95 0.811 62.4

15.05-15.35 80.0 16.85 0.745 59.6

17.75-18.05 86.0 19.55 0.715 61.4

SK3'

5-2-0 花岗岩

SK1

SK5

标贯原始击数
分层统计

2-0-0 淤泥

标准贯入试验统计表(下横挡岛)

统计个数:5
最大值:45.0
最小值:40.0
平均值:42.0

统计个数:5
最大值:38.4
最小值:34.6
平均值:36.6

统计个数:10
最大值:78.0
最小值:71.0
平均值:74.7

统计个数:10
最大值:68.1
最小值:55.5
平均值:60.9

5-1-0 花岗岩

标准贯入试验统计表(上横挡岛)

勘探
点
编
号

试验段
深  度

(m)

标
贯

击数
N
(击

/30cm)

探杆
长度
(m)

校正
系数

标贯
修正
击数
N

(击/30cm)

勘探
点
编
号

试验段
深  度

(m)

标
贯

击数
N
(击

/30cm)

探杆
长度
(m)

统计个数:2
最大值:1.0
最小值:1.0
平均值:1.0

统计个数:2
最大值:0.9
最小值:0.9
平均值:0.9

岩
土
编
号

岩
土
名
称

标贯修正击数
分层统计

校正
系数

标贯
修正
击数
N

(击/30cm)

岩
土
编
号

岩
土
名
称

标贯原始击数
分层统计

标贯修正击
数

分层统计

1-1-0 素填土

4-0-0 黏性土

XK5'

XK4

XK5

统计个数:3
最大值:7.0
最小值:6.0
平均值:6.6

统计个数:3
最大值:6.9
最小值:5.9
平均值:6.5

统计个数:10
最大值:38.0
最小值:19.0
平均值: 26.5

统计个数:10
最大值:33.2
最小值:17.5
平均值:23.6

5-1-0 花岗岩

XK3'

5-2-0 花岗岩

XK5'

XK5

统计个数:2
最大值:43.0
最小值:42.0
平均值:42.5

统计个数:2
最大值:35.9
最小值:35.6
平均值:35.8

统计个数:11
最大值:86.0
最小值:73.0
平均值:79.1

统计个数:11
最大值:68.0
最小值:55.6
平均值:60.7



5.65-5.95 1.0 7.45 0.891 0.9

17.65-17.95 2.0 19.45 0.716 1.4

7.95-8.25 1.0 9.75 0.848 0.8

10.45-10.75 1.0 12.25 0.807 0.8

19.05-19.35 2.0 20.85 0.702 1.4

TK3 17.85-18.15 2.0 19.65 0.714 1.4

TK4 18.55-18.85 2.0 20.35 0.707 1.4

6.35-6.65 2.0 8.15 0.877 1.8

18.35-18.65 2.0 20.15 0.709 1.4

TK6 19.05-19.35 2.0 20.85 0.702 1.4

9.35-9.65 1.0 11.15 0.824 0.8

15.35-15.65 1.0 17.15 0.741 0.7

18.85-19.15 2.0 20.65 0.704 1.4

TK5' 20.15-20.45 50.0 21.95 0.700 35.0

TK5 21.35-21.65 47.0 23.15 0.700 32.9

TK7' 23.55-23.85 80.0 25.35 0.700 56.0

TK3 24.05-24.35 78.0 25.85 0.700 54.6

TK4 22.95-23.25 81.0 24.75 0.700 56.7

TK6 23.85-24.15 85.0 25.65 0.700 59.5

统计个数:4
最大值:85.0
最小值:78.0
平均值:81.0

统计个数:4
最大值:59.5
最小值：
54.6

平均值：
56.7

TK5'

2-0-0 淤泥

TK7'

TK5

TK7

花岗岩

5-2-0 花岗岩

标准贯入试验统计表(天后宫)

勘探
点
编
号

试验段
深  度

(m)

标
贯

击数
N
(击

/30cm)

探杆
长度
(m)

校正
系数

标贯
修正
击数
N

(击/30cm)

岩
土
编
号

岩
土
名
称

统计个数:13
最大值:2.0
最小值:11.0
平均值:1.6

统计个数:13
最大值:1.7
最小值:0.7
平均值:1.2

统计个数:2
最大值:50.0
最小值:47.0
平均值:48.5

统计个数:2
最大值:35.0
最小值:32.9
平均值:33.9

5-1-0

标贯原始击数
分层统计

标贯修正击
数

分层统计



压缩系数 压缩模量

内摩
擦角
φq
(度)

(快剪)

粘聚
力
Cq

(kPa)
(快剪)

α
0.1-0.2
(1/MPa)

压缩模量
(MPa)

统计个数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2 2

最大值 1.65 73.2 2.65 1.882 16.5 100.0 1.87 24.0 3.7 4.5 1.660 2.27 1.0 0.9

最小值 1.58 54.0 2.64 1.473 15.8 97.1 1.41 19.4 1.1 2.3 1.090 1.70 1.0 0.9

平均值 1.62 65.3 2.65 1.702 16.2 99.3 1.64 22.4 2.1 3.2 1.410 1.95 1.0 0.9

统计个数 7 7 7 7 7 7 7 7 7 7 7 7 5 5

最大值 2.01 17.2 2.74 0.632 20.1 74.6 -0.25 13.7 29.1 36.4 0.250 9.80 45.0 38.4

最小值 1.92 11.5 2.72 0.544 19.2 54.0 -0.63 10.3 24.7 25.7 0.160 6.32 40.0 34.6

平均值 1.97 15.0 2.73 0.596 19.7 68.4 -0.41 12.6 27.0 30.6 0.217 7.49 42.4 36.6

标准差 0.034 2.044 0.008 0.033 0.344 7.326 0.136 1.136 1.532 3.479 0.031 1.156

变异系数 0.017 0.137 0.003 0.055 0.017 0.107 0.333 0.090 0.057 0.114 0.145 0.154

修正系数 0.987 1.101 0.998 1.041 0.987 1.079 1.247 0.933 0.958 0.916 1.107 0.886

标准值 1.94 16.5 2.73 0.620 19.4 73.9 -0.51 11.7 25.9 28.0 0.240 6.64

统计个数 4 4 4 4 4 4 4 4 4 4 4 4 10 10

最大值 2.08 11.9 2.74 0.632 20.8 64.3 -0.59 10.6 31.8 44.1 0.310 13.24 78.0 68.1

最小值 1.84 10.4 2.72 0.457 18.4 44.8 -0.74 10.2 27.8 29.3 0.110 5.26 71.0 55.5

平均值 1.96 11.1 2.73 0.548 19.6 56.0 -0.68 10.4 30.2 37.9 0.202 8.65 74.7 60.9

压缩系数 压缩模量

内摩
擦角
φq
(度)

(快剪)

粘聚
力
Cq

(kPa)
(快剪)

α
0.1-0.2
(1/MPa)

压缩模量
(MPa)

统计个数 2 2 2 2 2 2 2 2 2 2 2 2

最大值 1.52 88.0 2.60 2.216 15.2 100.0 2.07 26.9 1.5 2.3 2.040 1.70

最小值 1.50 84.2 2.60 2.193 15.0 99.8 1.96 26.6 1.3 2.1 1.890 1.57

平均值 1.51 86.1 2.60 2.205 15.1 99.9 2.01 26.8 1.4 2.2 1.965 1.64

统计个数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10 10

最大值 2.12 22.3 2.74 0.760 21.2 90.1 0.15 13.3 30.4 43.3 0.280 12.48 38.0 33.2

最小值 1.89 15.9 2.72 0.498 18.9 79.5 -0.28 11.7 25.2 26.9 0.120 6.17 19.0 17.5

平均值 1.98 20.0 2.73 0.660 19.8 83.0 0.00 12.5 27.7 30.6 0.210 8.35 26.5 23.6

标准差 0.098 2.375 0.010 0.105 0.977 4.607 0.181 0.602 2.000 6.270 0.053 2.169 7.367 6.258

变异系数 0.049 0.119 0.004 0.159 0.049 0.055
1566022238
7383808

0.048 0.072 0.205 0.252 0.260 0.278 0.265

修正系数 0.959 1.098 0.997 1.132 0.959 1.046
1292907222
8559212 00

0.960 0.940 0.831 1.208 0.785 0.837 0.845

标准值 1.90 21.9 2.72 0.747 19.0 86.9 -0.15 12.0 26.1 25.5 0.254 6.55 22.1 19.9

统计个数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2 2

最大值 1.98 19.3 2.74 0.662 19.8 79.6 -0.15 14.4 28.0 32.4 0.190 8.75 43.0 35.9

最小值 1.91 11.1 2.73 0.588 19.1 51.5 -0.68 10.6 27.0 27.0 0.190 8.36 42.0 35.6

平均值 1.95 16.3 2.73 0.630 19.5 70.2 -0.34 13.1 27.6 29.6 0.190 8.58 42.5 35.8

统计个数 3 3 3 3 3 3 3 3 3 3 3 3 11 11

最大值 2.01 17.3 2.74 0.694 20.1 68.0 -0.23 12.9 34.3 38.3 0.230 10.02 86.0 68.0

最小值 1.89 10.3 2.73 0.504 18.9 52.2 -0.76 10.4 28.7 28.6 0.150 7.37 73.0 55.6

物理力学指标统计表(上横挡岛)

标贯
修正
击数
N

(击/30cm)

2-0-0 淤泥

5-1-0 花岗岩

液
性
指
数
IL

塑性
指数

IP

直剪 标贯
实测
击数
N

(击/30cm)

岩
土
编
号

重力
密度
γ

(kN/m3)

饱
和
度
Sr
(%)

岩
土
名
称

统
计
项
目

质量
密度
ρ

(g/cm3)

天然
含水
量
ω
(%)

土
粒
比
重
Gs

天然
孔隙
比

e

直剪 标贯
实测
击数
N

(击/30cm)

标贯
修正
击数
N

(击/30cm)

5-2-0 花岗岩

2-0-0 淤泥

4-0-0 黏性土

物理力学指标统计表(下横档岛)

岩
土
编
号

岩
土
名
称

统
计
项
目

质量
密度
ρ

(g/cm3)

天然
含水
量
ω
(%)

土
粒
比
重
Gs

天然
孔隙
比

e

重力
密度
γ

(kN/m3)

饱
和
度
Sr
(%)

液
性
指
数
IL

塑性
指数

IP

5-1-0 花岗岩

5-2-0 花岗岩



平均值 1.94 13.0 2.73 0.596 19.4 58.7 -0.55 11.4 30.7 33.4 0.180 9.11 79.1 60.7

压缩系数 压缩模量

内摩
擦角
φq
(度)

(快剪)

粘聚
力
Cq

(kPa)
(快剪)

内摩
擦角
φq
(度)

粘聚
力
Cq

(kPa)

α
0.1-0.2
(1/MPa)

压缩模量
(MPa)

统计个数 14 14 14 14 14 14 14 14 8 8 6 6 14 14 13 13

最大值 1.64 71.9 2.65 1.906 16.4 100.0 1.88 23.2 3.7 5.6 9.6 12.6 1.600 2.35 2.0 1.7

最小值 1.55 55.8 2.62 1.533 15.5 96.2 1.31 21.6 1.9 2.7 5.7 8.2 1.080 1.80 1.0 0.7

平均值 1.60 63.8 2.64 1.701 16.0 98.9 1.58 22.3 2.9 4.1 7.2 10.6 1.294 2.11 1.6 1.2

标准差 0.029 4.591 0.011 0.113 0.292 1.291 0.154 0.539 0.639 1.034 1.32 7 0.157 0.176 0.506 0.336

变异系数 0.018 0.072 0.004 0.066 0.018 0.013 0.097 0.024 0.224 0.254 0.185 0.148 0.122 0.083 0.313 0.277

修正系数 0.991 1.035 0.998 1.032 0.991 1.006 1.047 0.988 0.848 0.828 0.848 0.878 1.058 0.960 0.843 0.861

标准值 1.59 66.0 2.64 1.755 15.9 99.5 1.66 22.1 2.4 3.4 6.1 9.3 1.369 2.02 1.3 1.0

统计个数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最大值 1.96 35.1 2.72 0.940 19.6 100.0 0.64 17.4 13.7 19.6 0.490 5.36

最小值 1.88 30.9 2.70 0.822 18.8 99.9 0.41 17.1 8.9 16.7 0.340 3.96

平均值 1.93 32.5 2.71 0.868 19.2 100.0 0.50 17.2 10.7 18.0 0.387 4.89

标准差 0.030 1.641 0.008 0.046 0.302 0.041 0.093 0.147 1.731 1.026 0.054 0.492

变异系数 0.016 0.050 0.003 0.053 0.016 0.000 0.185 0.009 0.162 0.057 0.138 0.101

修正系数 0.987 1.042 0.998 1.044 0.987 1.000 1.153 0.993 0.866 0.953 1.114 0.917

标准值 1.90 33.9 2.71 0.906 19.0 100.0 0.58 17.1 9.2 17.1 0.431 4.48

统计个数 6 6 6 6 6 6 6 6 6 6 6 6 2 2

最大值 1.95 18.4 2.73 0.696 19.5 72.0 -0.20 15.5 28.5 29.3 0.300 6.44 50.0 35.0

最小值 1.89 16.6 2.72 0.632 18.9 68.3 -0.32 12.6 23.8 24.2 0.260 5.53 47.0 32.9

平均值 1.92 17.3 2.73 0.667 19.2 70.8 -0.26 13.8 25.3 26.5 0.280 5.97 48.5 33.9

标准差 0.023 0.634 0.005 0.026 0.232 1.324 0.050 1.056 1.675 1.837 0.017 0.332

变异系数 0.012 0.037 0.002 0.039 0.012 0.019 0.191 0.077 0.066 0.069 0.060 0.056

修正系数 0.990 1.030 0.998 1.033 0.990 1.015 1.158 0.937 0.945 0.943 1.049 0.954

标准值 1.90 17.8 2.72 0.688 19.0 71.9 -0.30 12.9 23.9 25.0 0.294 5.69

物理力学指标统计表(天后宫)

直剪 标贯
实测
击数
N

(击/30cm)

标贯
修正
击数
N

(击/30cm)

2-0-0 淤泥

固结快剪土
粒
比
重
Gs

天然
孔隙
比

e

重力
密度
γ

(kN/m3)

饱
和
度
Sr
(%)

液
性
指
数
IL

岩
土
编
号

岩
土
名
称

统
计
项
目

质量
密度
ρ

(g/cm3)

天然
含水
量
ω
(%)

3-0-0 黏土

5-1-0 花岗岩

塑性
指数

IP



编号 采样深度 编号 采样深度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平均值

SK1 35.60-35.80 33.3 — XK1-1 25.6-25.8 32.5 —

SK2 21.50-21.70 36.5 — XK1-2 35.1-35.3 51.6 —

SK3-1 22.80-23.0 28.5 — XK4-1 19.5-19.7 36.7 —

SK3-2 31.50-31.70 41.8 XK4-2 24.6-24.8 48.9

SK5-1 23.50-23.70 33.1 XK5-1 22.7-22.9 46.7

SK5-2 29.30-29.50 56.5 — XK5-2 28.5-28.7 64.7

统计个数 0 6 — 统计个数 6.0

最大值 0.0 56.5 最大值 64.7

最小值 0.0 28.5 最小值 32.5

平均值 38.3 平均值 46.9

编号 采样深度

平均值 平均值

TK3-1 28.70-28.90 38.6

TK3-2 33.60-33.80 49.5

TK7-1 30.10-30.30 51.6

TK7-2 33.20-33.40 52.1

TK7'-1 22.80-23.00 55.8

TK7'-2 33.10-33.30 66.5

统计个数 6

最大值 66.5

最小值 38.6

平均值 52.4

抗压强度（MPa)抗压强度（MPa)

野外
地层名称 天然

5-3-2中风化
花岗岩

5-3-2中风化
花岗岩

抗压强度（MPa)

单值

地层名称

单值
野外

单值
(m)

饱和

    岩石单轴抗压强度统计表（上横挡岛）

(m)

    岩石单轴抗压强度统计表（下横挡岛）

工程名称：广州市海防教育基地项目交通渡口码头工程

抗压强度（MPa)

野外 (m)
天然 饱和

工程名称：广州市海防教育基地项目交通渡口码头工程 附表6-2附表6-1

单值

天然 饱和

单值 单值

5-3-2中风化
花岗岩

    岩石单轴抗压强度统计表（天后宫）

工程名称：广州市海防教育基地项目交通渡口码头工程 附表6-3

地层名称

抗压强度（MPa) 抗压强度（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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