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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城区工程地质层序划分研究

张连琦�王�楠�刘少宁
河北裕融地球物理勘查有限公司�河北�廊坊�065000

摘�要：通过搜集并整理217个位于廊坊市城区内的工程勘察钻孔资料，进行工程地质地层层序划分研究，提出
了详细的分层依据、分层原则和分层编码方法，将50m以浅岩土体划分为14个层组52个层序，并进行了编码，建立了
廊坊市城区工程地质地层层序体系，对50~100m地层层序进行了概略划分。研究成果可为廊坊市城区工程地质三维模
型的构建提供依据，为本地区工程地质地层层序划分标准的编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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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工程地质层序划分的研究是城市地质工作的一项

基本课题，国内专业技术人员做了许多工作，并取得了

大量的研究成果。张龙起等[1]按照“以岩土的工程特性为

主、以地层的地质时代和成因为辅”的原则，将石家庄

市工程地质地层划分为8个层组和28个层序；周玉明等[2]

以年代成因层为基本框架，综合考虑了土层埋深、厚度

及物理力学性质，将天津市市区地基土层划分为 16 个成
因标准层和48个岩性标准层；韩博等[3]在年代地层、岩相

地层划分的基础上，考虑土体的沉积环境、物质成份和

结构特征及物理力学特性等因素，将雄安新区100m深度
范围内地层划分为18个层组和88个层序。
廊坊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间，素有“京津走廊上的明

珠”之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近年来，随着廊坊城市

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建设质量的不断提升，使得如何

规范化、标准化工程勘察资料处理工作，以及对积累的

大量工程勘察资料如何充分开发再利用，就成为亟待解

决的突出问题。

本文对收集到的廊坊城区内217个工程勘察钻孔资
料，采用剖面法对地层沉积时序关系进行了横向对比，

结合廊坊第四纪地层的沉积规律，侧重岩土的工程特

性，辅以时代、成因划分了土体工程地质地层层序，并

进行了统一编码，形成了廊坊市城区50m以浅土体工程地
质地层分层体系，同时对50m~100m范围内地层层序进行
了概略划分。研究成果可为工程地质三维模型的构建提

供依据，为本地区工程地质地层层序划分标准的编制提

供参考。

1��研究区概况

1.1  研究区范围
廊坊市位于京津之间，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极为方

便，被誉为“京津走廊上的明珠”。本次研究范围为廊

坊市环线内城区，以北环路、东环路、南环路、西环路

为界，面积约199km2（见图1）。

图1��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1.2  地形地貌和地质构造
廊坊市地处河北平原北部（见图1），在河北省的工

程地质分区上属于内陆平原区,其地貌为典型的冲洪积平
原，比较单调。地势上,由西北向东南方向微倾。
大地构造上，廊坊市处于中朝准地台、华北断拗、

冀中台陷之廊固断凹之东北部。据文献，市区附近分布

有三条断裂带（见图2），分别为北东走向的大兴凸起
东缘断裂（34)、河西务断裂（38）和东西走向的桐柏断
裂（37）。其中，大兴凸起东缘断裂为前第四系隐伏断
裂，河西务断裂和桐柏断裂为早、中更新世隐伏断裂。

1.3  第四纪地层特征
本区第四系沉积物较厚，沉积环境主要为河流相和

湖沼相。根据已有钻孔资料分析，结合区域相关研究成

果，按地层沉积年代，将研究区100m以浅的地层自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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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划分为全新世（Qh）、晚更新世（Qp
3）、中更新世

（Qp
2）、下更新世（Qp

1）。

图2��廊坊市断裂带分布示意图

全新世地层底板埋深18.80~31.50m，主要为冲洪积、
湖积堆积物，岩性为黄色、黄褐色、灰色、灰黄色粉

土、黏性土和砂土。

晚更世地层底板埋深51.70~77.80m，主要为冲洪积堆
积物，岩性为灰色、灰黄色粉土、黏性土、砂土。

中更新世地层底板埋深88.20m左右，主要为冲洪积
堆积物，岩性主要为灰色、灰褐色粉土、黏性土和砂土

组成。

早更新世地层底板未揭穿，揭露地层主要为冲洪积

堆积物，岩性主要为灰色、灰黄色、黄褐色粉土、黏性

土和砂土。

2��地层划分原则及方法

2.1  划分原则
工程地质层序划分以收集到的区域内工程勘察钻孔

资料为基础，考虑本地勘察设计单位多年工作中形成的

地层划分及编码习惯，从岩土工程角度出发，为清晰反

映对工程的不利层位和主要持力层位、含水层位，以地

层的岩土工程特性为主，以其地质时代、地质成因、岩

相条件为辅的方法进行地层划分，主要考虑因素如下：

（1）岩性及土的分类和定名按现行《岩土工程勘察
规范》（GB 50021—2001（2009年版））[11]执行。

（2）地层年代的划分根据区域地层研究成果资料综
合确定。

（3）土层的地质成因，有残积、坡积、洪积、冲
积、淤积、风积及人工堆积等。

（4）岩相条件有陆相、海相、海陆交互相三种基本
类型。

（5）作为层组的主层宜在区域内普遍存在，可通过区
域地层对比后确定，并应遵循下老上新的地层层序律。

（6）同一主层内存在岩性或工程性状明显差异的地
层，可划分为亚层。亚层按沉积主次进行划分。

（7）为简洁明了、便于操作和尊重习惯，采用“主
层+亚层”的两级编码单元对地层进行编码。

2.2  划分方法
（1）划分范围。平面上，廊坊城区西环路、北环

路、东环路、南环路所围成的区域，总面积约199km2；

深度上，本次对50m以浅岩土层进行详细分层，50~100m
岩土层仅作概略分层。

（2）钻孔筛选。对收集到的工程勘察钻孔资料，按
照均匀分布的原则，选取揭露地层信息量较大的钻孔作

为标准钻孔。

（3）资料整理。对选出的标准钻孔位置坐标、孔
口高程进行统一。按照《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2009年版）对揭露的地层进行岩性定名。
（4）工程地质剖面的确定。以研究区卫星图片为底

图，将所选217个标准钻孔位置投绘到底图上，形成基本
覆盖研究区域的整体框架。然后，按横纵两个方向确定

工程地质剖面20条，其中横向剖面10条（1~10），纵向
剖面10条（11—20），串连起了研究区内的所有钻孔，
如图3所示。

图3��钻孔和剖面位置示意图

（5）分层及编码。按地层沉积时代，将100m深度
范围内土层划分为全新统（Q4）、上更新统（Q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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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新统（Q2）和下更新统（Q1）。按沉积环境、沉

积顺序、岩土类型确定工程地质主层并编号，划分为

①、②、……、 共22个主层，其中，①~⑧层为全新统
（Q4），⑨~ 层为上更新统（Q3）， ~ 层为中更新

统（Q2）， ~ 层为下更新统（Q1）。

各成因层、主层具备自上而下的顺序关系，各主层

内的亚层按沉积主次、粒径大小进行编码，采用“主层

号+亚层号”的形式进行，用带圈的数字加数字下标表
示，如②1、②2、②3、……等，共划分出78个层序。
3��地层层序划分结果

依照前述划分原则和方法，将研究区100m以浅地层
划分为22个工程地质层组，78个层序。标准地层的地质
时代、成因、岩土类型、岩性名称、编码、一般层底埋

深及层厚见表1。
4��对工程建设有影响的土层

4.1  不良土层
研究区内对工程建设有影响的不良土层主要包括人

工填土、新近沉积土、软土等。

（1）人工填土遍布全区，以粉土素填土和粉质黏土素
填土为主，厚度差异较大，一般厚1~3m，局部城镇、村
庄周边，已回填的坑塘部位厚度大于5m，局部存在杂填
土。一般土质不均，强度低、压缩性高、工程性质较差。

（2）新近沉积土遍布全区，为冲洪积形成的第②层
组和第③层组。新近沉积土层堆积时间短，压缩性较

高，一般工程性质较差。

（3）软土岩性为湖积淤泥质粉质黏土，仅一孔分
布，位于北华航天学院过街天桥附近。

4.2  良好地基持力层
（1）对于浅埋建筑基础和浅埋市政地下管线，直接

地基持力层一般为新近冲洪积土第②层组或第③层组。

设有地下结构的建筑基础和埋深较大的地下管线、综合

管廊，直接地基持力层一般为第④、第⑤层组，天然地

基方案一般可满足结构荷载较小建筑的需要，人工填土

和淤泥质土层不宜作为天然地基持力层。

（2）第⑧、第⑩层组以粉细砂、粉土为主，分布基
本连续，密实，压缩性低，力学性质好，其中粉细砂⑧1

层、⑩1层一般为良好的桩端持力层。

5��结论

（1）以岩土的工程特性为主，辅以时代、成因等因
素，对廊坊城区100m深度范围的地层进行了工程地质层
序的划分，并进行了统一编码。通过对收集到的工程勘

察钻孔资料的分析，给出了各层组、层序的层底埋深、

厚层、土层特征和分布状况，定性评价了廊坊城区对工

程建设有影响的不良土层及良好的地基持力层。

（2）廊坊城区工程地质地层层序体系的建立可为本
地工程地质三维模型的构建提供依据，使不同勘察单位

取得的勘察数据规范化、标准化地汇入城市工程勘察数

据库，满足城市建设相关部门对勘察数据共享应用服务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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