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广高铁穿越珠江三角洲软土区

【课程主题】

本课程以京广高铁穿越珠江三角洲软土区的工程为

例, 结合思想政治教育, 旨在引导学生理解软土区的地

质特征及其对高铁建设的影响, 增强学生的工程伦理、
社会责任感和防灾减灾意识。

【课程目标】

1. 理解珠江三角洲软土区的地质特征及其对高铁

建设的影响。
2.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工程思维, 增强对复杂

地质条件下工程设计和施工的认识。
3. 引导学生思考工程师在面对地质风险时的社会

责任和伦理道德。
4. 提高学生的团队合作和问题解决能力。

【课程内容】

1. 珠江三角洲软土区概述

1)地理位置与范围

珠江三角洲位于中国广东省南部, 地处珠江入海

口, 涵盖广州、 深圳、 东莞、 佛山、 中山、 珠海、 江门

等城市。 该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同时也

是典型的软土分布区域。
2)软土的形成与特征

珠江三角洲软土主要由冲积与海积作用形成, 属于



典型的滨海软土。 由于珠江水系携带大量泥沙入海, 经

过长期沉积和成土作用, 形成了较厚的软土层。
主要特征:
高含水量: 孔隙比大, 天然含水率一般为 0 ~ 80%。
高压缩性: 遇压后容易产生较大沉降, 导致建筑物

基础不稳定。
低强度: 抗剪强度低, 容易发生滑移、 沉降或

失稳。
流变性: 在长期荷载作用下, 会发生缓慢的蠕变

变形。
透水性低: 渗透系数小, 排水固结过程较慢。
2. 京广高铁的建设背景

1)国家发展需求

京广高铁是中国“四纵四横” 高铁网的重要部分,
全长约 2298

 

km 接华北、 华中、 华南地区, 旨在推动经

济发展、 缓解交通压力、 提升基础设施现代化水平。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加强京津冀、 长江中游城市

群、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联系, 优化资源配置。
缓解交通压力: 提升客运能力, 提高运输效率, 为

普速铁路释放更多货运空间。
推进现代化建设: 助力“交通强国” 战略, 带动沿

线城市基础设施、 制造业、 物流业、 旅游业发展。
2)科技进步与自主创新

京广高铁是中国高铁技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推动

高速列车、 轨道铺设、 桥隧工程等核心技术自主研发,
形成完整的高铁施工标准, 为后续高铁项目奠定技术

基础。



　 　 3)能源节约与环保

高铁采用电力驱动, 相比公路和航空运输更低碳环

保, 有助于减少碳排放, 实现可持续发展。
4)国际竞争与高铁外交

京广高铁展示了中国高铁的自主建设能力, 提升国

际竞争力, 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提供示范。
3. 软土对工程建设的影响

由于软土的特殊性质,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时, 面临一系列工程挑战:
地基沉降问题: 高层建筑、 道路、 桥梁等基础易发

生不均匀沉降。
基坑支护难度大: 深基坑开挖易发生侧向位移和渗

透破坏。
道路建设的沉降和开裂: 道路、 轨道交通容易因地

基沉降产生裂缝和不均匀变形。
港口码头的稳定性问题: 由于软土承载力低, 沿海

港口、 码头需采取特殊的地基处理措施。
4. 软土处理与加固技术

针对珠江三角洲的软土特性, 通常采用以下工程措

施进行地基处理:
预压加固法: 通过堆载预压或真空预压, 使地基提

前固结, 减少后期沉降。
砂井与塑料排水板法: 加快软土排水固结, 提高地

基承载力。
深层搅拌法: 利用水泥、 石灰等固化剂改善软土性

质, 提高稳定性。
CFG 桩(水泥粉煤灰碎石桩): 增加地基刚度, 适

用于高速公路、 机场跑道等工程。



复合地基技术: 结合多种地基处理方法, 提高地基

整体性能 .
5. 工程设计与施工中的社会责任

工程师在软土区高铁建设中负有确保工程安全、 保

护环境和服务社会的责任, 尤其是面对复杂地质条件

时, 重视科学决策和遵循工程伦理。 主要责任包括:
地质勘察与评估: 通过钻探、 取样和实验室测试,

评估软土的承载力、 压缩性和渗透性, 为设计提供

依据。
设计与规划: 根据勘察结果, 设计适合软土区的高

铁线路和结构, 采用桩基础、 复合地基等形式, 确保稳

定性和耐久性。
地基处理: 选择合适的地基处理方法(如预压法、

深层搅拌法、 排水固结法), 减少沉降并提高地基

强度。
施工监控: 实时监控施工过程, 通过沉降观测、 应

力监测等手段, 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
环境保护: 控制施工噪音、 粉尘和废水排放, 保护

周边生态环境, 确保符合环保法规。
风险管理: 识别施工风险, 制定应急预案, 通过安

全培训等措施降低风险。
质量控制: 确保施工材料和工艺符合标准, 进行材

料检测、 工艺检查和质量验收。
沟通与协调: 与业主、 承包商、 监理单位等保持有

效沟通, 定期汇报进展, 解决问题。
后期维护: 制定维护计划, 定期检查结构状况, 确

保高铁运营安全。
技术创新: 探索新技术、 新材料和新工艺, 提升建



设效率和质量。

【总结】

在软土区进行高铁建设, 工程师的责任重大, 涉及

从勘察、 设计、 施工到后期维护的各个环节。 通过科学

的设计、 严格的施工监控、 有效的风险管理和环境保护

措施, 工程师可以确保高铁工程的安全性、 稳定性和可

持续性, 为高铁的顺利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