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 章　基础与地下室的构造

思维导图

学习目标

1. 知识目标

（1）了解地基和基础的概念；

（2）熟悉地下室的构造组成；

（3）掌握地基与基础的区别；

（4）掌握基础和地下室的类型。

2. 能力目标

（1）能够区分建筑物的地基与基础；

（2）能够按材质、构造形式对基础进行分类；

（3）能够按功能、顶板标高和结构材料对地下室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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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

（1）引入大国工匠案例，激发学生对工匠精神的认同感和崇敬精神；

（2）通过基础工程案例，告诉学生基础在建筑物中的重要作用，让学生了解打好基础

的重要性；

（3）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

（4）增强行业规范意识。

基础是建筑物的组成部分，地基不是建筑物的组成部分，而是建筑物下部的土层。

知小 识

3.1　地基与基础

3.1.1　地基的概念

地基是基础下面的土层，它的作用是承受基础传来的全部荷载。地

基虽然不是建筑物的组成部分，但是它的好坏直接影响基础方案的确定

及工程造价。

3.1.2　基础的概念

基础是建筑物埋在地面以下的承重构件，是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作用是承受上部建筑物传递下来的全部荷载，并将这些荷载连同自

重传给下面的土层。

从设计的室外地面至基础底面的深度称为基础埋置深度，简称基础

埋深。基础按其埋置深度大小分为浅基础和深基础，基础埋深不超过 5m

时称为浅基础。

3.1.3　地基与基础的区别

地基是指建筑物下面支承基础的土体或岩体。作为建筑地基的土层分

为岩石、碎石土、砂土、粉土、黏性土和人工填土。地基有天然地基和人

工地基两类。天然地基是不需要人工加固的天然土层。人工地基需要人工

加固处理，常见的加固方式有石屑垫层、砂垫层、混合灰土回填再夯实等。

基础是指建筑底部与地基接触的承重构件，它的作用是把建筑上部

的荷载传给地基。因此，地基必须坚固、稳定、可靠。

基础是建筑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地基则不是，它只是承受建筑物

荷载的土壤层。

微课：地基与基
础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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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础的类型

3.2.1　按材质特性分类

基础按照材质特性可分为刚性基础和柔性基础两类，如图 3-1 所示。

图 3-1　按材质特性分类

微课：基础的类型

1. 刚性基础

刚性基础是用刚性材料建造、受刚性角限制的基础，如砖基础、毛

石基础、混凝土基础、毛石混凝土基础、灰土基础、三合土基础等。这

类基础的特点是放脚较高、抗压强度大、抗拉强度小，适用于地基土质

均匀、地下水位较低、6 层以下的砖混结构建筑。由砖、毛石、混凝土或

毛石混凝土、灰土和三合土等材料制成的墙下条形基础或柱下独立基础

又称为无筋扩展基础。

2. 柔性基础

柔性基础是指钢筋混凝土基础，其特点是放脚矮，抗压、抗拉强度

都很高。适用于土质较差、荷载较大、地下水位高等条件下的大中型建筑。

由钢筋混凝土制成的柱下独立基础和墙下条形基础称为扩展基础。

3.2.2　按构造形式分类

基础按照构造形式可分为条形基础、独立基础、筏板基础、箱形基

础和桩基础等。

1. 条形基础

条形基础为连续的带形，是墙基础的主要形式，如图 3-2 所示，常用

砖、石、混凝土建造。当地基承载力较小、上部荷载较大时，可采用钢

筋混凝土条形基础。

当建筑物上部结构采用墙承重时，基础沿墙身设置，多做成长条形，

这类基础称为条形基础或带形基础，是墙承式建筑基础的基本形式。当

房屋为骨架承重或内骨架承重且地基条件较差时，为提高建筑物的整体

性，避免各承重柱产生不均匀沉降，常将柱下基础沿纵横方向连接起来，

形成柱下条形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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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条形基础

2. 独立基础

独立基础呈柱墩形。当建筑物为柱承重且柱距较大时，宜采用独立基

础。独立基础包括阶梯形、锥形、怀形，常用钢筋混凝土材料，如图 3-3 所示。

图 3-3　独立基础

当建筑物上部结构采用框架结构或单层排架结构承重时，基础常采

用方形或矩形的独立式，这类基础称为独立式基础或柱式基础。独立式

基础是柱下基础的基本形式。

当柱采用预制构件时，则基础做成杯口形，然后将柱子插入并嵌固

在杯口内，故称杯形基础。

3. 筏板基础

当地基特别软弱、建筑物荷载较大而使得柱下独立基础宽度较大又

相互接近时，或当建筑物有地下室时，可将基础底板连成一片，故称为

筏板基础。筏板基础一般做成等厚度的钢筋混凝土平板。筏板基础有平

板式和梁板式两种。柱间有梁则为梁板式筏板基础，形同倒置的肋形楼

盖；柱间无梁则为平板式筏板基础，形同倒置的无梁楼盖，如图 3-4 所示。

4. 箱形基础

当筏板基础埋深较大时，常将基础改做成箱形基础。箱形基础是由

钢筋混凝土底板、顶板和若干纵、横隔墙组成的整体结构。基础的中空

部分可用作地下室（单层或多层的）或地下停车库。箱形基础整体空间

刚度大、整体性强，能抵抗地基的不均匀沉降，适用于高层建筑或在软

弱地基上建造的重型建筑物。

5. 桩基础

当建筑物的荷载较大，而地基的弱土层较厚，地基承载力不能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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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下室的类型

地下室是建筑物首层下面的房间。利用地下空间可节约建设用地。地

下室可用作设备间、储藏间、旅馆、餐厅、商场、车库以及用作战备人防工程。

高层建筑常利用深基础（如箱形基础）建造一层或多层地下室，既增加了

使用面积，又省掉室内填土需要花费的费用。地下室构造如图 3-6 所示。

图 3-4　筏板基础 图 3-5　桩基础

图 3-6　地下室构造

要求，采取其他措施又不经济时，可采用桩基础。桩基础由承台和桩柱

组成，如图 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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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按功能分类

1. 普通地下室

普通地下室可用以满足多种建筑功能的要求，如居住、办公、食堂、

储藏等。

2. 防空地下室

防空地下室即人民防空地下室，也称人防地下室。除按人防管理部

门的要求建造外，还应考虑平时的使用，提高利用效率。防空地下室应

有妥善解决紧急状态下的人员隐蔽与疏散、保证人身安全的技术措施。

3.3.2　按顶板标高分类

1. 全地下室

全地下室是指地下室地面低于室外地坪面的高度超过该房间净高的

1/2。防空地下室多采用这种类型。

2. 半地下室

半地下室是指地下室地面低于室外地坪面的高度超过该房间净高的

1/3，且不超过 1/2。由于地下室一部分在地坪以上，因此易于解决采光、

通风问题。普通地下室多采用这种类型。

3.3.3　按结构材料分类

1. 砖混结构地下室

砖混结构地下室用于上部荷载不大及地下水位较低的情况。

2. 钢筋混凝土结构地下室

当地下水位较高及上部荷载很大时，常采用钢筋混凝土墙结构的地

下室。

3.4　地下室的构造

3.4.1　地下室的组成

地下室一般由墙体、顶板、底板、门窗、楼梯五部分组成（见图 3-7）。

图 3-7　地下室组成



建筑构造与 BIM 施工图识读（第二版）56

1. 墙体

地下室的外墙不仅承受垂直荷载，还承受土、地下水和土壤冻胀的

侧压力。因此，地下室的外地应按挡土墙设计，如用钢筋混凝土或素混

凝土墙，其最小厚度除应满足结构要求外，还应满足抗渗厚度的要求，其

厚度不小于 300mm，外墙应做防潮或防水处理；如用砖墙（现在较少采

用）其厚度不小于 490mm。

2. 顶板

顶板可用预制板、现浇板或者预制板上做现浇层（装配整体式楼板）。

防空地下室必须采用现浇板，并按有关规定决定厚度和混凝土强度等级。

在无采暖的地下室顶板上即首层地板处应设置保温层，以利于首层房间

的舒适使用。

3. 底板

底板处于最高地下水位以上并且无压力产生作用的可能时，可按一

般地面工程处理，即垫层上现浇混凝土 60~80mm 厚，再做面层。如底板

处于最高地下水位以下时，底板不仅承受上部垂直荷载，还承受地下水

的浮力荷载。因此，应采用钢筋混凝土底板，双层配筋，底板下垫层上

还应设置防水层，以防渗漏。

4. 门窗

普通地下室的门窗与地上房间门窗相同，地下室外窗如在室外地坪

以下时，应设置采光井和防护蓖，以利于室内采光、通风和室外行走安全。

防空地下室一般不允许设窗，如需要开窗，应设置战时堵严措施。防空

地下室的外门应按防空等级要求设置相应的

防护装置。当地下室窗台低于室外地面时，

为达到采光和通风的目的，应设采光井。地

下室采光如图 3-8 所示。

5. 楼梯

楼梯可与地面上房间结合设置。层高小

或用作辅助房间的地下室可设置单跑楼梯；防

空地下室至少要设置两部楼梯通向地面的安

全出口，并且必须有一个是独立的安全出口。

独立安全出口周围不得有较高建筑物，以防

空袭倒塌堵塞出口影响疏散。安全出口与地

下室用能承受一定荷载的通道连接。图 3-8　地下室采光



第 3 章　基础与地下室的构造 57

3.4.2　地下室防潮、防水构造

地下室外墙和底板都埋于地下，如地下水通过地下室围护结构渗入

室内，不仅影响使用，而且当水中含有酸、碱等腐蚀性物质时，还会对

结构产生腐蚀，影响其耐久性。因此，地下室防潮、防水往往是地下室

构造处理的重要问题。

当设计最高地下水位高于地下室底板，或地下室周围土层属于弱透

水性土且存在滞水可能时，应采取防水措施；当地下室周围土层为强透水

性土，设计最高地下水位低于地下室底板且无滞水可能时，应采取防潮

措施。

1. 地下室防潮

当设计最高地下水位低于地下室底板且无形成上层滞水可能时，地

下水不能渗入地下室内部，地下室底板和外墙可以做防潮处理。地下室

防潮只适用于防无压水。

地下室防潮的构造要求是：砖墙体必须采

用水泥砂浆砌筑，灰缝必须饱满。在外墙外

侧设垂直防潮层，防潮层的做法一般为 1∶2.5

水泥砂浆找平，刷冷底子油一道、热沥青两

道，防潮层做至室外散水处，然后在防潮层外

侧回填低渗透性土壤，如黏土、灰土等，底宽

500mm 左右，并逐层夯实。此外，地下室所

有墙体必须设两道水平防潮层，一道设在底层

地坪附近，一般设置在结构层之间；另一道设

在室外地面散水以上 150~200mm 的位置，如

图 3-9~ 图 3-11 所示。

图 3-9　地下室受潮示意图

图 3-10　墙身防潮处理 图 3-11　地坪防潮处理

微课：井点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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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下室防水构造

地下室防水方案应“防、排、截、堵”相结合，因地制宜，综合治理，

努力达到防水可靠、经济合理的目的。设计前应考虑各种水作用下的最

不利情况（包括近期和远期），以及一切可能的人为因素造成水文地质变

化对地下室防水的影响，同时结合地质、地形、地下工程结构、防水材

料供应及当地施工条件等，综合、全面研究防水方案和构造。目前采用

的防水措施有卷材防水、钢筋混凝土自防水和涂料防水三类。

1）卷材防水

卷材防水的施工方法有两种，即外防水和内防水。卷材防水层设在

地下工程围护结构外侧（即迎水面）时称为外防水，这种防水做法效果

较好，应用普遍。卷材防水层粘贴于结构内表面时称为内防水，这种防

水做法效果较差，但施工简单，便于修补，常用于修缮工程。

外防水施工一般采用外防外贴法。首先在抹好水泥砂浆找平层的混

凝土垫层四周砌筑永久性保护墙，其下部干铺一层卷材作为防水层，上

部用石灰砂浆砌筑临时保护墙，先铺贴平面，后铺贴立面，平、立面处

应交叉搭接。防水层铺贴完经检查合格后立即进行保护层施工，再进行

主体结构施工。主体结构完工后，拆除临时保护墙，再做外墙面防水层。

其构造做法如图 3-12 所示。卷材防水层直接粘贴在主体外表面，防水层

与混凝土结构同步，减少受结构沉降变形影响，施工时不易损坏防水层，

也便于检查混凝土结构及卷材防水质量，发现问题易修补；缺点是防水层

要几次施工，工序较多，工期较长，需较大的工作面，且土方量大，模

板用量多，卷材接头不易保护，易影响防水工程质量。内防水构造做法

如图 3-13 所示。

图 3-12　外防水 图 3-13　内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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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钢筋混凝土自防水

当地下室的墙和底板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时，通过调整混凝土的配合

比或在混凝土中掺入外加剂等手段，可以改善混凝土的密实性，提高混

凝土的抗渗性能，使地下室结构构件的承重、围护、防水功能三者合一。

为防止地下水对钢筋混凝土构件的侵蚀，在墙外侧应抹水泥砂浆，然后

涂刷热沥青。同时要求混凝土外墙、底板均不宜太薄，一般外墙厚度应

在 200mm 以上，底板厚度应在 150mm 以上，否则影响抗渗效果，如图 3-14

所示。

图 3-14　钢筋混凝土防水

3）涂料防水

涂料防水是指在施工现场以刷涂、刮涂或滚涂等方法，将无定型液

态冷涂料在常温下涂敷在地下室结构表面的一种防水做法，一般为多层

敷设。为增强其抗裂性，通常还夹铺 1~2 层纤维制品（如玻璃纤维布、

聚酯无纺布）。涂料防水层的组成有底涂层、多层基本涂膜和保护层，做

法有外防外涂和外防内涂两种。目前我国常用的防水涂料有三类，即水

乳型、溶剂型和反应型。由于材料不同，工艺各异，产品多样，一般在

同一工程同一部位不能混用。

涂料防水能防止地下无压水（渗流水、毛细水等）及小于或等于 1.5m

水头的静压水的侵入。涂料防水适用于新建砖石或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迎

水面做专用防水层；或新建防水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迎水面做附加防水层，

加强防水、防腐能力；或已建防水或防潮建筑外围结构的内侧，做补漏措

施。涂料防水不适用或慎用于含有油脂、汽油或其他能溶解涂料的地下

环境，且涂料与基层应有很好的黏结力，涂料层外侧应做砂浆或砖墙保

护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