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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盆地工程地质特征及其勘察与施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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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就福州盆地地质构造、岩土层、工程力学地质等工程地质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对其今

后的勘察与施工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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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福州盆地地理位置及地形地

貌特征

福州盆地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闽江下

游，距入海口约三十多公里。地理座标为东

经$$GH$+I$JK、北 纬 ",HJLI#JK，面 积 约

--,<>"（其中平原"##<>"）。所处地段为沿

海的山间盆地，故称之为福州盆地。盆地四

周群山环绕，东部为鼓山，南部为五虎山，西

部为李峰山，北部有笔架山和莲花峰，地势陡

峻，平均高程约-##!!##>。盆地内为闽江

下游的冲积平原，也有起伏不平的低山丘陵

点缀，如市区内的于山、乌山、屏山、吉祥山、

金鸡山和烟台山等自然风景区。

J 福州盆地岩土层特征及其工

程力学性能

789 地质构造

福州盆地的构造格局由两大体系三个不

同方向的区域性大断裂构成，即MMN和MN
向长乐—诏安断裂带及其伴生的MO 向南

平一福州构造带和近NO向闽清一连江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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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带，盆地大量发育次一级的!""#!!$
向两组共轭断裂构造组成为“棋盘格状”的构

造骨架。!!$ 向构造，盆地内自东向西主

要有四条：鼓山西侧断裂带，为福州盆地东部

边界；新店—王庄断裂带，为福州市区温泉分

布带；八一七路断层带；桐口—洪山桥断层。

以上断裂构造多表现为张扭性特征。!""
向构造，在盆地自北向南主要断裂亦有四条，

分别为：桐口—苗圃断裂带，为盆地北部边

界；大梦山—金鸡山—登云水库断裂带；大凤

山—乌山—于山 断 层；飞 凤 山—中 州 断 层。

这四条断裂构造多表现为压扭性及脉岩带。

近"$构造，主要断裂有吴山—螺州—

马尾火山岩构造变质带；!$向构造，主要有

盆地南部五虎山北麓呈弧形构造破碎带。

!"! 岩土层特征及其工程力学性能

福州盆地的基底主要为燕山期花岗岩，

其盖层主要为第四纪河—海沉积层。第四纪

沉积层广泛分布于福州盆地，由于该盆地属

海湾溺谷型的河—海相沉积，故盆地内沉积

物种 类 繁 多，结 构 复 杂，厚 度 一 般 为%&!
’&(，最大达)&(。地层结构分述如下：

（*）下部：上更新统龙海组闽江冲洪积之

泥质砂砾卵（碎）石和含砾粘性土，总厚度%&
!+&(，由于闽江古河道的多次变迁作用，泥

质砂砾卵（碎）石和含砾粘性土的岩性结构在

横向、纵向上变化甚大，有含碎（卵）石圆角

砾、含泥质圆角砾碎（卵）石和含碎（卵）石漂

石层。泥质砂砾卵（碎）石由于厚度大，顶板

标高较稳定，且单桩承载力高，是目前福州市

区高层建筑的主要桩基持力层。

（%）中部：上更新统东山组闽江冲积和海

浸淤积的交互粗中砂、中细砂、淤泥质土和粘

性土等，厚度+&!+,(。粗中砂、中细砂中往

往夹有数层厚度不一的软弱土层，即淤泥质

上或砂层与淤泥质上呈交互产出，似“千层

糕”状。由于海侵作用，厚度变化较大。这样

使砂层的工程力学性能产生很大差异性。本

层埋深较浅，厚度也较大，是福州地区建筑-
!.层住宅楼选择的主要桩基持力层。但由

于砂层与淤泥质土交互产出，砂层中存在软

弱夹层，由此在压桩过程中常常产生沉桩效

应和建筑物的不均匀沉降。因此在该地段详

细勘察时，其勘察手段一般以双桥静力触探

为主，配合少量钻探取样工作，以查明场地中

部持力层下卧软弱层的分布，进一步了解下

卧软弱层的工程力学性能，对估算地基沉降

量，了解地基稳定性，具有特别重要意义。

（+）上部：全新统长乐组冲积粘性土（粘

性"）、海侵淤积的淤泥、泥质细砂等，总厚度

为%&!+&(。分为上下两段：上段除地表有

人工杂填土外，大部份沉积有%(左右的粘

土层；而下段是含水量为-&!.&/、高压缩

性的软弱淤泥层，厚度七!十几米。以往人

们把上部的粘土层称为地表硬壳层，是’!,
层低层住宅楼的浅基持力层。由于下卧淤泥

层厚度大，含水量大，压缩性高，使一般住宅

（指八十年代以前建成的）产生大面积的沉降

或不均匀沉降，七十年代建成的上海新村，大

部份住宅楼已下沉%&0(以上，最大下沉达

*(，导致底层地下管道弯曲变形，地面积水，

给许多居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和危害。故

对以往住宅楼的改造和地基加固处理乃是改

善福州居民住宅条件的主要任务之一。

基底以花岗岩为主，该岩体经长期的物

理和化学风化作用后残留于原地的土层，称

之为花岗岩风化残积土。花岗岩风化残积土

在福州市区广泛分布，由于风化程度不大，厚

度可由几米至几十米，其化学成份以富含

123%为特征，属于硅酸盐和硅铝酸盐的化合

物。花岗岩残积土含有大量石英颗粒，是土

的主要骨架，粗颗粒含量随埋深增加而增加，

孔隙比为&4-)5!*4*.&，呈可塑!硬塑状

态。花岗岩残积土的前期固结压力大于上覆

土层压力，属超固结土。由于花岗岩风化残

积土以粗细不等的石英颗粒散布于高岭土、

粘土矿物之间为特征的砂质粘性土中，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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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岩的结构构造，具有较好的工程力学性

能，是良好的天然地基，也是中高层建筑物箱

型基础或桩基础的持力层。

福州盆地侵入体主要为燕山晚期中酸性

—酸性岩浆侵入活动的产物，主要出露于盆

地东侧及西侧的地表以及盆地中部基底，岩

性以中粗粒花岗岩及石英正长斑岩为主，局

部见基性脉岩（辉绿岩）等。根据风化程度可

分为强风化、中风化和微风化岩，目前福州地

区高层建筑也选择强风化花岗岩和中风化花

岗岩（或脉岩）为理想桩尖持力层。

! 福州盆地工程地质分区及其

勘察、施工建议

福州盆地内既有平原，又有低山丘陵，地

形起伏多变，地基土层结构种类繁多，变化悬

殊，是较典型的海湾溺谷型河—海相沉积。

此外，盆地内地基土层大部份是“一松二软”，

也属较典型的沿海软土地基土层。根据工程

地质特征，按目前福州盆地的工程地质分区，

对福州市区今后的勘察与施工建议如下：

（!）福州市区主要温泉分布带是活动性

新店—王庄断裂带通过的地段，从安全角度

和保护温泉水方面考虑，该地段是不宜作各

类建筑用地，但从历史原因、现状以及发展远

景考虑，该地段又是福州市区高层建筑密集

区和市区繁华地段，因此，在此地段勘察与施

工时要严格按抗震防灾小区划规定等级进行

设防，对已建成的工程也要按规定等级进行

加固；本地段进行工程勘察时，对钻进到含热

水的砂碎石层的钻孔，要按规定用粘土或水

泥封孔，以防地表污水污染温泉源；当选择砂

碎（卵）石作桩尖持力层进行施工灌注桩时，

禁用对温泉水有污染的添加剂。

（"）位福州盆地中部的上海新村—福马

路沿线的厚层—巨厚层淤泥地段，由于地处

大凤山—乌山—于山南侧断裂带上，该地段

淤泥层厚度巨大（达#$!%$&以上），是历年

工程事故发生率最高地带，建议在该地段进

行工程勘察施工时应注意如下几点："除按

抗震防灾小区划规定的等级进行设防外，特

别应注意淤泥地震震陷的研究和对策措施。

#对采用天然地基的低层建筑物，必须要留

有足够的沉降量，同时多采用完整性的片筏

基础，对多层建筑物宜采用碎石桩、深层水泥

搅拌桩等一些新技术新工艺进行地基加固处

理。$由于巨厚层的淤泥上部有“稀流层”存

在的可能性，当采用桩基础时，要注意巨厚的

淤泥对桩基会产生负摩擦作用。在深基础开

挖时，要充分重视淤泥层内不同深度物理—

力学性质的分层研究。对围护桩桩尖不宜放

在“稀泥层”上。

（#）位于闽江沿岸的台江古河床淤—冲

积地段，其砂层厚度大，稳定性好，埋藏浅，软

弱的淤泥层较薄，适宜各类的建筑用地。但

由于该地段埋深!’&以上均有一层厚度较

大的中细砂或粉细砂层。该砂层在七度地震

的作用下，有产生液化的可能性，故工程勘察

时对中细砂或粉细砂要进行砂土液化判别。

（%）福州盆地花岗岩残积土分布范围广，

厚度大，总体来说有较好的结构性和力学强

度，是各类建筑物的良好天然地基和桩基持

力层，但由于花岗岩残积土中石英骨架颗粒

含量和粒径大小变化悬殊，现有的室内土工

试验方法不能正确反映花岗岩残积土的力学

特性，因此花岗岩的残积土不能简单地套用

一般技术规范确定其承载力。对花岗岩残积

土的勘察应减少野外取土样室内土工试验工

作，而应增加标贯试验、静载荷试验或其他的

原位测试手段，通过实地经验统计方法来解

决地基承载力和其他有关设计数据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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