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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统一雄安新区地层序列划分标准ꎬ实现雄安新区工程勘察数据的入库、互相调用和综合利用分析ꎬ在搜集雄安新区大

量工程勘察资料的基础上ꎬ综合考虑地质年代、地质成因、沉积序列、地层岩性、物理力学性质等因素ꎬ对雄安新区 １００ ｍ 深度

范围内的地层进行了统一划分ꎬ并对标准地层采用“主层编码＋岩性亚层编码＋特殊成分编码＋工程性质次亚层编码”的形式

进行了标准化编码ꎮ 将雄安新区 １００ ｍ 以浅地层自上而下划分为 １８ 个主层ꎬ其中冲洪积层及冲湖积层、５ 个钙质结核层是具

有典型特征的标志层ꎬ可作为地层划分的重要依据ꎬ并根据颗粒粗细对各主层内的亚层进行了分层ꎮ 雄安新区 １００ ｍ 深度范

围内地层序列划分标准的建立ꎬ可为勘察单位在雄安新区规范、标准地开展工程地质工作提供借鉴ꎬ同时也可满足政府部门

对工程地质数据的有效管理与精准服务的需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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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ꎬ雄安新区已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

解和建设同步推进的重要阶段ꎬ伴随着雄安新区大

规模开发建设ꎬ产生了大量支撑新区规划的区域地

质勘查和工程建设的工程勘察基础地质数据(程光

华等ꎬ２０１８ꎻ林良俊等ꎬ２０２０)ꎮ 但一方面由于雄安

新区的地层以河流和湖泊沉积为主ꎬ沉积环境不同

且各区域地质条件有别ꎬ相比海相沉积地层为主的

地区ꎬ相应的序列划分更复杂(郝爱民等ꎬ２０１８ꎻ韩
博等ꎬ２０２０ꎻ林良俊等ꎬ２０２１ꎻ马震等ꎬ２０２１ꎻ２０２２)ꎮ
另一方面由于雄安新区尚未统一地层序列划分标

准ꎬ且各相关单位对雄安新区地质条件的认识存

在差异ꎬ造成区域勘查、工程勘察项目的岩土序列

划分标准不一致ꎬ制约了工程勘察数据入库、互相

调用和综合利用分析ꎬ不利于高效支撑雄安新区

规划建设工作ꎮ
天津市(周玉明等ꎬ２０１６)、济南市(仝霄金等ꎬ

２０１６)、青岛市(邵万强等ꎬ２００６)等均基于当地的基

础地质数据ꎬ建立了当地的标准地层划分规则ꎮ 其

中ꎬ天津市以年代成因层为基本框架ꎬ综合考虑了

土层埋深、厚度及物理力学性质ꎬ将天津市市区 ０ ~
２００ ｍ 的地基土层划分为 １６ 个成因标准层及 ４８ 个

岩性标准层ꎻ济南市按照“年代－成因－岩性”轴线ꎬ基
于以往积累的勘查大数据ꎬ将济南市市区地层自上而

下划分了 １７ 个层组和 ４０ 个主层ꎻ青岛市综合运用沉

积学、岩石学和地层学理论ꎬ进行了地层单元划分ꎬ共
划分 １４ 个层级的地层层组ꎮ 这些地层划分研究都是

基于当地的工程地质条件和大量工程实践积累而开

展的ꎬ具有很强的地方局限性ꎬ同时国家相关勘察技

术标准并未对地层划分标准做统一要求ꎮ
前期ꎬ中国地质调查局大力服务雄安新区完成

了支撑雄安新区 １７７０ ｋｍ２ 总体规划的区域地质调

查工作(林良俊等ꎬ２０１７)ꎬ布设了覆盖雄安新区全

域的钻孔ꎬ一般建设片区钻孔间距 ３ ~ ４ ｋｍꎬ重点建

设片区钻孔间距 ０.５~１ ｋｍꎬ积累了大量孔深在 １００ ｍ
左右的钻孔地层、土工试验及相关原位测试数据ꎬ
为开展雄安新区岩土标准地层序列划分奠定了坚

实的数据基础ꎮ
为建立雄安新区建设工程影响深度范围内

(１００ ｍ 以浅)地层划分标准及序列编码规则ꎬ推动

建设工程地质数据的规范化、标准化ꎬ实现工程勘

察数据入库和共享应用ꎬ结合前期积累的大量工程

地质数据ꎬ笔者开展了雄安新区岩土标准地层序列

划分研究ꎮ 以地质年代、地质成因、沉积序列、地层

岩性、物理力学性质等作为主要依据ꎬ对雄安新区

１００ ｍ 深度范围的地层进行了统一划分、标准化序

列编码等ꎬ形成了雄安新区 １００ ｍ 以浅岩土标准化

分层体系ꎮ

１　 雄安新区地质概况

１.１　 地层岩性

雄安新区受喜马拉雅运动影响ꎬ形成明显的下

陷盆地ꎬ其基底呈隆起与坳陷相间的构造格局(图
１)ꎬ控制着新生界沉积物的分布与发育(于长春等ꎬ
２０１７)ꎮ 雄安新区附近地层系统自上而下分别为第

四系(歧口组、高湾组、杨家寺组、欧庄组、杨柳青

组、固安组)、新近系(明化镇组)、古近系、蓟县系

(何登发等ꎬ２０１８ꎻ高鹏举等ꎬ２０２１ꎻ王凯等ꎬ２０２１ꎻ李
红梅等ꎬ２０２２ꎻ汪新伟等ꎬ２０２３)ꎮ 第四系主要由粘

性土、粉土及砂土组成ꎬ层厚 ３４８ ~ ４３７ ｍ(刘立军

等ꎬ２０１０ꎻ马岩等ꎬ２０２２ꎻ苏永军等ꎬ２０２３)ꎮ 新近系主

图 １　 雄安新区构造单元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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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砂质粘土、砂组成ꎬ层厚 ３１５ ~ ６２７ ｍꎮ 古近系

主要由砂岩、泥岩、页岩等组成ꎮ 蓟县系主要由厚

层白云岩、砂岩组成(商世杰等ꎬ２０１９)ꎮ

图 ２　 雄安新区地貌详图

Ｆｉｇ. ２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ｆ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１.２　 地形地貌单元分区

雄安新区位于太行山东麓冲洪积平原前缘地

带ꎬ属堆积平原地貌ꎮ 根据已有资料分析ꎬ以地貌

特征(图 ２)为基础ꎬ并考虑岩土体物质来源、工程地

质层组特征、地下水埋藏条件等因素ꎬ可简单划分

为冲洪积平原区(Ⅰ区)和冲湖积平原区(Ⅱ区)(马
震等ꎬ２０２１)ꎬ具体分区情况详见图 ３ꎮ

冲洪积平原区(Ⅰ区):分布于雄安新区北部ꎬ
主要包括容城县大部分、安新县北部边缘地带和雄

６９４１ 地 质 通 报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２３ 年　



县北半部分ꎮ 上部为近代河流冲积层或扇前洼地

堆积物ꎬ下伏冲洪积层ꎮ 地势相对平缓ꎬ地面高程

７ ~ ２３ ｍꎬ地面坡降 １‰~ ２‰ꎬ北部及西部坡降较大ꎬ
而南部及东部坡降较小ꎬ地层岩性以粘性土、粉土、
砂土为主ꎬ１０ ｍ 以下没有明显的软土层ꎮ

冲湖积平原区(Ⅱ区):分布于雄安新区中部和

南部ꎬ主要包括安新县大部分、容城县南部边缘地

带和雄县南半部分ꎮ 由湖沼沉积形成ꎬ地势较低ꎬ
地面高程多在 ５ ~ １０ ｍꎬ在白洋淀等局部地区地面

高程低于 ５ ｍꎬ地面坡降 ０.２‰~ ０.７‰ꎮ 地层岩性以

粘性土、粉土、砂土为主ꎬ白洋淀附近浅层分布有软

土层ꎬ其他地段 １０ ｍ 以下深度范围内没有明显的

软土层ꎮ

２　 标准地层划分依据及编码规则

２.１　 划分依据

雄安新区 １００ ｍ 深度范围内的土层按地质年代

划分为全新统 (Ｑｈ )、下更新统 (Ｑｐ
３ )、中更新统

(Ｑｐ
２)及上更新统(Ｑｐ

１) (马震等ꎬ２０１９)ꎮ 按地质

成因分为冲洪积土及冲湖积土ꎮ 标准地层划分依

据如下ꎮ
(１)在地层年代及地质成因研究的基础上划分

标准地层ꎬ一般情况下分层不宜随意跨越和混淆地

质年代和地质成因ꎮ
(２)各成因层、主层应遵循自上而下的顺序

关系ꎮ
(３)各主层内的亚层按颗粒粗细进行分层ꎬ同

一亚层内ꎬ分布有物理力学性质差异较大的土层

时ꎬ可根据物理力学及相关测试指标(如孔隙比、压
缩模量、抗剪强度、标准贯入击数等)进一步划分次

亚层ꎮ
(４)宜选择标志层所在的层组作为主层的主要

岩性ꎮ
(５)土层的分类与命名按«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ＧＢ５００２１—２００１(２００９ 年版)执行ꎮ
２.２　 编码规则

(１)按沉积顺序划分出各主层并编码ꎬ划分为

①②共 １８ 个主层ꎮ 其中:①层为人工填土

层ꎻ②~ ③层为新近沉积土层ꎻ④层及以上为一般

沉积土层ꎮ
(２)考虑砂土层的成因及其工程影响ꎬ为避免

划分过多的亚层ꎬ对砂土分层按岩性进行了合并ꎬ

图 ３　 雄安新区地形地貌单元分区示意图

Ｆｉｇ. ３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ｉｃ ｕｎｉｔ ｚｏｎ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

即粉砂、细砂合并为粉细砂ꎬ细砂、中砂合并为细中

砂ꎬ中砂、粗砂合并为中粗砂ꎮ
(３)各主层内的亚层按土层颗粒由细到粗进行

编码ꎬ即:１—粘土、２—粉质粘土、３—粉土、４—粉细

砂、５—细中砂、６—中粗砂、７—砾砂、８—圆砾、９—
卵石ꎮ

(４)当出现含特殊成分的土层时ꎬ在主层编码

或亚层编码后冠以字母表示ꎮ
①人工填土按成分划分为杂填土、素填土两

类ꎮ 杂填土不分岩性亚层ꎬ在岩性主层编码后冠以

字母“ａ”表示ꎬ即①ａ为杂填土ꎻ素填土应按主要岩性

划分亚层ꎬ并在岩性亚层后冠以字母“ ｂ”表示ꎬ如
①１ｂ为粘土素填土ꎬ①２ｂ 为粉质粘土素填土ꎬ①３ｂ 为

粉土素填土ꎮ ②淤泥不分岩性亚层ꎬ在主层编码后

冠以字母“ｃ”表示ꎻ如③ｃ为淤泥ꎻ淤泥质土应按岩性

划分亚层ꎬ并在岩性亚层编码后冠以字母“ｄ”表示ꎬ
如③１ｄ为淤泥质粘土ꎮ ③泥炭不分岩性亚层ꎬ在主

层编码后冠以字母“ｅ”表示ꎬ如③ｅ为泥炭ꎻ泥炭质土

应按岩性划分亚层ꎬ并在岩性亚层编码后冠以字母

“ ｆ”表示ꎬ如③１ｆ 为泥炭质粘土ꎻ有机质土应按岩性

划分亚层ꎬ并在岩性亚层编码后冠以字母“ｇ”表示ꎬ
如③１ｇ为有机质粘土ꎮ

(５)标准层编码采用“主层编码＋岩性亚层编码＋
特殊成分编码＋工程性质次亚层编码”的形式(图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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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４　 雄安新区标准层编码形式示意图

　 　 　 　 　 　 Ｆｉｇ. ４　 Ｃｏｄ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ｔｒａｔａ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３　 标准地层序列划分

雄安新区 １００ ｍ 深度范围内地层自上而下可划

分为 １８ 个主层ꎬ其中第③层在Ⅰ区缺失ꎬⅡ区局部

缺失ꎬ其他主层普遍分布ꎬ标准地层的地质年代、成
因、岩性定名、编码、一般层底埋深、层底标高及厚

度参见表 １ꎬ表中给出了各个主层中的主要岩性ꎮ
典型钻孔岩性结构如图 ５、图 ６ 所示ꎮ

４　 重要标志层

雄安新区新近冲洪积层及冲湖积层、５ 个钙质

结核层是具有典型特征的标志层ꎬ可作为地层划分

的重要依据ꎮ
４.１　 新近冲洪积②大层

整体全域分布ꎬ白洋淀淀区及周边地区缺失ꎮ
主要以粉质粘土②２ 层及粉土②３ 层为主ꎮ 粉质粘

土②２层一般厚度 ０.７ ~ ３.５ ｍꎬ单层最大层厚 ７.６ ｍꎬ
褐黄色、灰黄色为主ꎬ土质不均匀ꎬ稍有光泽ꎬ干强

度、韧性中等ꎮ 上段为氧化环境ꎬ下段为弱还原环

境ꎮ 粉土②３层ꎬ一般厚度 ０.９ ~ ４.７ ｍꎬ单层最大层

厚 ６.０ ｍꎬ褐黄色、灰黄色ꎬ稍密—中密ꎬ土质不均

匀ꎬ摇振反应中等ꎬ无光泽反应ꎬ干强度、韧性低ꎬ
局部夹粉质粘土薄层ꎮ 粘土② １ 层局部零星分

布ꎮ 软塑—可塑ꎬ土质不均匀ꎬ有光泽ꎬ干强度、
韧性高ꎮ 第②大层的层底标高及层厚等值线见

图 ７ꎮ
４.２　 新近冲湖积③大层

新近冲湖积③大层在冲洪积平原区(Ⅰ区)整

体缺失ꎬ仅在冲湖积平原区(Ⅱ区)分布ꎮ 主要以

粉质粘土③２层为主ꎮ 一般厚度 ０.８ ~ ４ ｍꎬ单层最

大层厚 ７.４ ｍꎬ灰黑色、黑色为主ꎬ整体为还原环

境ꎮ 土质不均匀ꎬ稍有光泽ꎬ干强度、韧性中等ꎬ孔
隙较发育ꎮ 在白洋淀淀区及周边分布淤泥质粘土

③１ｄ层ꎮ

４.３　 典型钙质结核大层

雄安新区地层发育的 ５ 个典型钙质

结核层可作为地层划分的重要标志层ꎮ
(１)第一个钙核标志层:以粉质粘

土⑤２层为主岩性的第⑤大层ꎬ全域分

布ꎬ局部缺失ꎬ层内钙质结核层可作为

地层划分标志层ꎮ 一般厚 ２.６ ~ ９.１ ｍꎬ
单层最大层厚 １３.８ ｍꎬ以褐黄色、灰色

为主ꎮ 该层上段为氧化环境ꎬ发育钙质

结核ꎬ钙核细小ꎬ粒径 ０.２ ~ ２.０ ｃｍꎬ下
段为弱氧化环境ꎬ发育钙核、锈染ꎮ

(２)第二个钙核标志层:以粉质粘土⑦２层为主

的第⑦大层ꎬ在新区分布基本连续ꎮ 一般厚度为

１.８ ~ ８.２ ｍꎬ单层最大层厚 １３.２ ｍꎬ黄褐色、灰色为

主ꎬ土质不均匀ꎬ刀切面光滑ꎬ稍有光泽ꎬ干强度、韧
性中等ꎮ 上段为弱氧化环境ꎬ存在轻度锈染ꎻ中段

为弱还原环境ꎻ下段为弱氧化环境ꎬ发育钙核、锈
染ꎮ 第⑦大层的层底标高及层厚等值线图见图 ８ꎮ

(３)第三个钙核标志层:以粉质粘土⑨２层为主

的第⑨大层ꎬ在新区分布连续ꎮ 一般厚度 ２.９ ~ １１.１
ｍꎬ单层最大层厚 １６.８ ｍꎬ灰黄色、淡黄色为主ꎬ土质

不均匀ꎬ刀切面光滑ꎬ稍有光泽ꎬ干强度、韧性中等ꎮ
上段为弱还原环境ꎬ存在轻度钙核和锈染ꎻ中段为

氧化环境ꎬ发育锈染ꎻ下段为弱还原环境ꎬ发育钙核

和锈染ꎮ
(４)第四个钙核标志层:以粉质粘土２层为主

的第大层ꎬ在新区分布连续ꎮ 一般厚度为 １.２ ~
７.９ ｍꎬ单层最大层厚 １２.７ ｍꎬ黄褐、灰褐、灰色为主ꎬ
土质不均匀ꎬ夹粉土薄层ꎬ刀切面光滑ꎬ稍有光泽ꎬ干
强度、韧性中等ꎮ 上段为氧化环境ꎬ发育锈染潜育化ꎻ
中段为弱还原环境ꎬ发育有钙核ꎻ下段为强氧化环境ꎮ

(５)第五个钙核标志层:以粉质粘土２层为主

的第大层ꎬ在新区分布连续ꎮ 一般厚度为 ２.６ ~
１０.３ ｍꎬ单层最大层厚 １２.６ ｍꎬ黄褐色、灰色为主ꎬ刀
切面光滑ꎬ稍有光泽ꎬ干强度、韧性中等ꎮ 上段为弱

氧化环境ꎬ存在轻度钙核ꎻ下段为氧化环境ꎬ该层普

遍缺失ꎮ

５　 对工程建设有影响的土层

５.１　 不良土层

雄安新区内对工程建设有影响的不良土层包

括人工堆积土、新近沉积土、软土、液化土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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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冲洪积平原典型钻孔岩性结构图

Ｆｉｇ. ５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ｓ ｉｎ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ｐｒｏｌｕｖｉａｌ ｐｌ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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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冲湖积平原典型钻孔岩性结构图

Ｆｉｇ. ６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ｓ ｉｎ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ｐｌａ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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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雄安新区 １００ ｍ 以浅标准地层划分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ｔｒａｔａ ｗｉｔｈｉｎ １００ ｍ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

地质年代 层组序号 成因 序列 主层岩性
一般层底埋深 / ｍ

(层底标高)
一般层厚

/ ｍ

地形地貌单元分区 Ⅰ Ⅱ Ⅰ Ⅱ

全

新

世

Ｑｈ

① 人工堆积层

② 新近冲洪积层

③ 新近冲湖积层

④ 一般沉积层

①３ｂ 粉土素填土

②２ 粉质粘土

②３ 粉土

③２ 粉质粘土

④２ 粉质粘土

④３ 粉土

/ / / /

３.９ ~ ６.４
(０.６ ~ ６.８)

３.１ ~ ６.５
(０.６ ~ ４.３)

３.２ ~ ６.０ ２.０ ~ ６.０

/
５.４ ~ １１.０

(－３.７ ~ ２.２)
/ １.１ ~ ６.０

１０.８ ~ １４.６
(－７.６ ~ －０.６)

９.６ ~ １５.０
(－８.３ ~ －２.３)

５.３ ~ １０.０ １.８ ~ ７.８

晚

更

新

世

Ｑｐ
３

⑤ 冲洪积层

⑥ 冲洪积层

⑦ 冲洪积层

⑧ 冲洪积层

⑨ 冲洪积层

⑩ 冲洪积层

 冲洪积层

⑤２ 粉质粘土

⑤３ 粉土

⑥４ 粉细砂

⑦２ 粉质粘土

⑦３ 粉土

⑧４ 粉细砂

⑨２ 粉质粘土

⑩４ 粉细砂

２ 粉质粘土

２２.４ ~ ２８.３
(－２１.０ ~ －１２.７)

２１.５ ~ ２８.３
(－２１.０ ~ －１４.２)

９.７ ~ １６.０ ８.３ ~ １６.３

２４.３ ~ ３１.０
(－２３.５ ~ －１４.５)

２３.４ ~ ２９.８
(－２２.４ ~ －１６.３)

０.９ ~ ５.８ ０.８ ~ ４.９

３０.９ ~ ３９.１
(－３１.９ ~ －２１.３)

３０.２ ~ ３７.０
(－３０.１ ~ －２２.６)

３.２ ~ １２.２ ３.０ ~ １０.７

３３.９ ~ ４２.７
(－３５.３ ~ －２４.４)

３２.５ ~ ４１.０
(－３３.３ ~ －２５.０)

０.９ ~ ６.９ １.０ ~ ７.４

４２.１ ~ ４９.５
(－４２.０ ~ －３３.２)

４３.０ ~ ４９.５
(－４２.３ ~ －３５.３)

３.９ ~ １３.２ ５.５ ~ １４.５

４５.６ ~ ５０.５
(－４３.７ ~ －３５.８)

４５.４ ~ ５０.６
(－４３.６ ~ －３７.８)

０.９ ~ ６.０ ０.８ ~ ５.０

５０.０ ~ ５７.６
(－４９.９ ~ －４０.２)

５０.２ ~ ５７.８
(－５１.１ ~ －４２.６)

１.３ ~ １０.５ １.５ ~ １０.５

中

更

新

世

Ｑｐ
２

 冲洪积层 ２ 粉质粘土
６０.８ ~ ６８.５

(－６０.４ ~ －５０.８)
６１.３ ~ ６８.８

(－６１.５ ~ －５４.２)
３.９ ~ １２.３ ４.６ ~ １３.４

 冲洪积层 ４ 粉细砂
６３.６ ~ ７１.４

(－６３.５ ~ －５３.８)
６３.８ ~ ７２.０

(－６４.７ ~ －５６.０)
１.１ ~ ７.２ １.０ ~ ６.６

 冲洪积层 ２ 粉质粘土
７０.８ ~ ７８.６

(－７０.９ ~ －６１.１)
７０.７ ~ ７８.８

(－７１.９ ~ －６３.０)
３.７ ~ １１.９ ３.１ ~ １１.７

 冲洪积层 ４ 粉细砂
７４.０ ~ ８１.３

(－７３.３ ~ －６３.５)
７４.１ ~ ８１.１

(－７４.３ ~ －６６.１)
１.０ ~ ５.９ １.０ ~ ６.８

早

更

新

世

Ｑｐ
１

 冲洪积层 ２ 粉质粘土
８３.０ ~ ９０.９

(－８３.２ ~ －７３.１)
８４.７ ~ ９１.２

(－８４.４ ~ －７６.６)
５.０ ~ １４.７ ５.８ ~ １４.６

 冲洪积层 ４ 粉细砂
８７.６ ~ ９４.５

(－８６.８ ~ －７７.７)
８７.２ ~ ９４.５

(－８７.３ ~ －７９.８)
１.３ ~ ８.５ １.０ ~ ７.０

 冲洪积层 ２ 粉质粘土 / / ５.７ ~ １３.５ ６.０ ~ 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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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雄安新区第二主层层底标高及层厚等值线

Ｆｉｇ. ７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ｏｆ ｂｏｔｔｏｍ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ｙｅｒ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ａｉｎ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Ｘｉｏｎｇ’ａｎ Ｎｅｗ Ａｒｅａ

(１)人工堆积土遍布全区ꎬ以粉质粘土素填土

和粉土素填土为主ꎬ厚度差异较大ꎬ一般厚 １ ~ ３ ｍꎬ
局部城镇、村庄周边ꎬ已回填的坑塘部位厚度大于

５ ｍꎬ最大超过 １０ ｍꎮ 一般土质不均ꎬ强度低、压缩

性高、工程性质较差ꎮ
(２)新近沉积土在地形地貌单元Ⅰ区和Ⅱ区内

均有分布ꎬ为冲洪积形成的第②主层及冲湖积形成

的第③主层ꎮ 新近沉积土层堆积时间短ꎬ压缩性较

高ꎬ一般工程性质较差ꎮ
(３)软土岩性以冲湖积的淤泥质土为主ꎬ分布

于地形地貌单元Ⅱ区内的张岗乡—雄县县城以东、
鄚州镇、刘李庄镇、安州镇西部及安新县县城西部

地带ꎬ面积 １９３ ｋｍ２ꎬ占雄安新区总面积的１０.９％ 左

右ꎬ具体分布位置见图 ９ꎮ
(４)粉细砂、粉土液化判别除与自身地质年代、

密实性、粘粒含量相关外ꎬ还与判别水位的选取密

切相关ꎮ 当液化判别水位按历史高水位(接近自然

地面)、地震烈度按 ８ 度考虑时ꎬ新近沉积的粉土及

粉细砂为可液化土层ꎬ一般为轻微液化ꎬ局部为中

等液化ꎮ
５.２　 良好地基持力层

(１)对于不设地下室的浅埋建筑基础和浅埋地

下管线ꎬ直接地基持力层一般为新近冲洪积土第②
主层或冲湖积土第③主层ꎮ 设地下室的深埋建筑

基础和深埋地下管线、综合管廊ꎬ直接地基持力层

一般为第④⑤大层ꎬ天然地基方案一般可满足荷载

较小建筑的需要ꎬ可液化土层、淤泥质土层不宜作

为天然地基持力层ꎮ
(２)第⑥⑧⑩主层以粉细砂为主ꎬ粉细砂层分

布基本连续ꎬ密实ꎬ压缩性低ꎬ力学性质好ꎬ其中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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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雄安新区第七主层层底标高及层厚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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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砂⑥４层及粉细砂⑧４层一般为良好的复合地基桩

端持力层ꎬ粉细砂⑧４ 层及粉细砂⑩４ 层一般为良好

的桩基础桩端持力层ꎮ

６　 结　 论

(１)以地质年代、地质成因、沉积序列、地层岩

性、物理力学性质等为主要依据ꎬ对雄安新区 １００ ｍ
深度范围的地层进行了① ~ 层组标准地层的划

分ꎬ通过对大量地质勘察资料的分析ꎬ给出了各标

准层的层底埋深、厚层、土层特征和分布状况ꎬ定性

评价了雄安新区对工程建设有影响的不良土层及

良好的地基持力层ꎮ
(２)雄安新区标准地层的建立可为相关地勘单

位在雄安新区开展工程地质工作提供地层划分的

依据ꎬ促使不同单位在雄安新区规范化、标准化地

开展工程地质工作ꎬ也便于实现勘察数据的统一汇

交ꎬ将分散的勘察数据汇总到雄安新区的三维勘察

大数据库ꎬ满足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部门、城市运维

管理部门、勘察单位等对勘察数据共享应用服务的

需求ꎬ从而满足对工程地质数据的有效管理与精准

服务ꎮ
(３)与海相沉积地层为主的地区相比ꎬ雄安新

区的地层序列划分更复杂ꎬ鉴于目前积累的地质勘

察资料有限ꎬ各标准层的划分精度仍有待提高ꎬ未
来随着雄安新区勘察资料的持续积累ꎬ研究仍需进

一步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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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雄安新区软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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