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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力学试验注意事项 
 

一、试验课成绩评定依据为出勤和试验作风（40％）以及试验报告完

成情况（60%）；试验课成绩单独列入成绩单，若试验课成绩不及格，不安

排补考，不安排补做，随下年度试验课重修。 

二、试验课前，应预习本次试验的相关内容，并写出预习报告。凡未

进行预习或无故迟到者，指导教师有权停止其试验。 

三、为不致影响前后组的同学正常试验，应严格依照试验安排表的分

组和时间安排进行实验，即提前 5 分钟到达试验室，试验前应领会指导教

师对试验内容、原理及仪器设备、注意事项的讲解，试验过程中应抓紧时

间，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验。试验完成后，最后一组学生负责打扫试验室

卫生。 

四、试验过程中，应严格遵守操作规程，违反操作规程或不听从指导

教师的指导，从而造成试验设备损害的事故者，按学校有关规定处理。 

五、应严格遵守试验课堂纪律和实验室规章制度，注意保持安静，不

得高声喧哗与打闹，不准吸烟，不准随地吐痰和乱丢纸屑，不准乱动室内

与本次试验无关的机器、仪器、仪表、工具和其他试验设施。 

                                              

土力学实验室 

2023 年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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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一  含水率试验 

1.1 试验目的 

测定土的含水率，了解土的湿度和软硬程度。试验以烘干法为室内实验的标

准方法。在野外当无烘箱设备或要求快速测定含水率时，可用酒精燃烧法测定细

粒土含水率。土的有机质含量不宜大于干土质量的 5%，当土中有机质含量为

5%～10%时，仍允许采用烘干法进行实验，但应注明有机质含量。 

 

1.2 试验原理 

土的三相组成物质（颗粒、水和孔隙气体）中水和气存在于土骨架孔隙中，

其中水量的变化对土的性质影响很大。将土在 105℃～110℃下烘至恒量，所失

去的水质量与干土质量的比值，即为土的含水率，用百分比表示。含水率是计算

土的干密度、孔隙比、孔隙率、饱和度、液性指数等的依据。 

 

1.3 仪器设备 

本实验所用的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烘箱：可采用电热烘箱或温度能保持 105℃~110℃的其他能源烘箱； 

电子天平：称量 200g，分度值 0.01g； 

电子台秤：称量 5000g，分度值 1g； 

酒精：纯度不得小于 95%： 

其他：干燥器、称量盒、滴管、火柴、调土刀等。 

 

1.4 试验步骤 

1.4.1 烘干法试验步骤 

（1）取湿土称量 

取有代表性试样：细粒土 15g～30g，砂类土 50g～100g，砂砾石 2kg~5kg。

将试样放入称量盒内，立即盖好盒盖，称量盒加湿土质量，细粒土、砂类土称量

应准确至 0.01g，砂砾石称量应准确至 1g。 

（2）烘干 

揭开盒盖，将盒盖套在盒身底部放入烘箱，在 105℃～110℃下烘到恒量。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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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时间，对黏质土，不得少于 8h；对砂类土不得少于 6h；对有机质含量为 5%～

10%的土，应将烘干温度控制在 65℃～70℃的恒温下烘至恒量。 

（3）称干土质量 

将烘干后的称量盒取出，盖好盒盖放入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称干土质量。

注意：刚刚烘干的土样要等冷却至室温后才能称重，一般冷却 0.5h~1h 即可。 

 

1.4.2 燃烧法试验步骤 

（1）取有代表性试样 

黏土 5g～10g，砂土 20g～30g。放入称量盒内，当使用恒质量盒时，可先将

其放置在电子天平或电子台秤上清零，再称量装有试样的恒质量盒，称量结果即

为湿土质量。 

（2）用滴管将酒精注入放有试样的称量盒中，直至盒中出现自由液面为止。

不得用瓶直接往盒里倒酒精，以防意外。为使酒精在试样中充分混合均匀，可将

盒底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3）点燃盒中酒精，烧至火焰熄灭； 

（4）将试样冷却数分钟，应按上述规定再重复燃烧两次。当第 3 次火焰熄

灭后，立即盖好盒盖，称干土质量. 

1.4.3 本实验称量应准确至 0.01g，应进行两次平行测定，计算方法及最大允

许平行差值应符合烘干法的规定。 

 

1.4.4 结果计算 

含水率应按下式计算，计算至 0.1%。 

1001
d

0 ×







−=

m
mw  

式中：w，含水率(%)；m0，风干土质量(或天然湿土质量)(g)；md，干土质量

(g)。 

 

1.4.5 误差分析 

本实验应进行两次平行测定，取其算术平均值，最大允许平行差值应符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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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规定。 

 
 

1.5 注意事项 

①打开土样后，应立即取样并称出湿土质量，以免水分蒸发。 

②土样必须按要求烘至恒量，否则将影响测试精度；刚刚烘干的土样要等冷

却后再称量。 

③使用称量盒前，应先检查盒盖与盒底号码是否一致，发现不一致时应另换

相符者进行称量。 

④烘干土从烘箱内取出时，切勿外露在空气中，以免干土吸收水蒸气。 

⑤烘土期间烘箱的门不应频繁开启，以免影响箱内温度。 

⑥水分较多的土，不应与接近烘干的土在一个箱内混烘。 

 

1.6 试验记录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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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二  密度试验（环刀法） 

2.1 试验目的 

利用一定容积的环刀切取土体，测出湿土的密度和含水率，并计算出土的干

密度。细粒土宜采用环刀法。试样易碎裂、难以切削时，可用蜡封法。 

 

2.2 试验原理 

环刀法适用于较均一的可塑粘性土，通过利用一定容积的环刀切取土样，使

土样充满环刀，这样环刀的容积即为试样体积，然后称量试样加环刀的质量和环

刀的质量，两者只差就是试样的质量。根据密度定义可计算出土的密度。环刀法

简单方便，是目前最常用的试验方法。 

 

2.3 仪器设备 

本实验所用的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环刀：尺寸参数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土工实验仪器环刀》SL370-2006 的

规定。本次试验用环刀直径 61.8mm，高度 20mm； 

电子天平：称量 500g，分度值 0.1g；称量 200g，分度值 0.01g； 

其他：削土刀、刮土刀、钢丝锯、调土刀等。 

 

2.4 环刀法试验步骤 

（1）称量环刀质量 

取出环刀，称出环刀的质量 m2，并在环刀内壁上涂一薄层凡士林。 

（2）切取环刀试样 

按工程需要取直径和高度略大于环刀的原状土试样或制备所需状态的扰动

土试样，整平其两端。刃口向下放在试样上； 

（3）用切土刀(或钢丝锯)将土样削成略大于环刀直径的圆台形土柱，随即

将环刀垂直下压，边压边削，直至土样上端伸出环刀为止； 

（4）将环刀两端余土削去修平（严禁在土面上反复涂抹），取剩余的代表性

土样测定含水率；然后擦净环刀外壁。 

（5）将取好土样的环刀放在天平上称量，记下环刀与湿土的总质量 m1，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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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至 0.1g。 

（6）按下列公式计算湿密度和干密度： 

0

21

01.01 w

V
mm

V
m

+
=







 −

=

ρρ

ρ
 

式中：m1，环刀与湿土总质量(g)；m2，环刀质量(g)；w0，湿土的含水率(%)；

V，环刀体积(cm3)。 

本实验须进行二次平行测定，其平行差值不得大于士 0.03g/cm3。求其算术

平均值。 

 

2.5 注意事项 

①在环刀内壁涂一薄层凡士林，目的是为减少环刀与土样间的磨擦，避免土

样压密扰动。 

②将环刀垂直下压，环刀垂直下压是避免环刀偏向受压时环刀一侧出现相对

压密而另一侧出现样品与环刀间的小缝隙，造成土的密度、压缩模量失真。 

③环刀下压过程中，边压边削，可避免土样受到环刀外侧壁与土样间的过大

摩擦而使土样下部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密。 

④压入环刀后对土样的上下端面削平，对于软土要用钢丝锯整平，若用切土

刀整平则刀面极易带起软土形成二次扰动，对其他土可采用切土刀削平。 

⑤操作要快，动作轻柔，以免土样被扰动破坏其结构及水分蒸发。环刀一定

要垂直，加力适当，方向要正。 

⑥边压边削的时候，削土刀要向外倾斜，以免把环刀下面的土样削空。 

 

2.6 试验记录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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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三  界限含水率试验（液、塑限联合测定法） 

3.1 试验目的 

细粒土由于含水率不同，分别处于流动状态，可塑状态、半固体状态和固体

状态。液限是细粒土呈可塑状态的上限含水率，塑限是细粒土呈可塑状态的下限

含水率。本试验是测定细粒土的液限和塑限含水率，用作计算土的塑性指标和液

性指数，以划分土的工程类别和确定土的状态。 

3.2 试验原理 

（1）含水率：采用烘干法测定。将土在 105℃～110℃

下烘至恒量，所失去的水质量与干土质量的比值，即为土

的含水率，用百分比表示。 

（2）液、塑限：采用液、塑限联合测定法测定。用

光电式液限、塑限联合测定仪测定土在三种不同含水率时

的圆锥入土深度，在双对数坐标纸上绘成圆锥入土深度与

含水率的关系直线。在直线上查得圆锥入土深度为 17mm

（水利规范、土工试验方法国标 GB/T50123－2019）或

10mm（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处相应含水率为液限，

入土深度为 2mm 处的相应含水率为塑限。 

 

3.3 仪器设备 

（1）液塑限联合测定仪(如下图)：应包括带标尺的圆锥仪、电磁铁、显示

屏、控制开关和试验样杯。圆锥质量为 100g 或 76g，锥角为 30°。 

（2）盛土杯：内径 50mm，深度 40～50mm。 

（3）天平：称量 200g，分度值 0.01g。 

（4）烘箱：可采用电热烘箱或温度能保持 105℃~110℃的其他能源烘箱。 

（5）其他：筛(孔径 0.5mm)、调土刀、调土皿、称量盒、研钵（附带橡皮

头的研杵或橡皮板、木棒）干燥器、吸管、凡士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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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试验步骤 

3.4.1 土样制备 

（1）液塑塑限联合实验宜采用天然含水率的土样制备试样，也可用风干土

制备试样。当采用天然含水率的土样时，应剔除粒径大于 0.5mm 的颗粒，取代

表性土样约 250g，再分别按接近液限、塑限和二者的中间状态制备不同稠度的

土膏，静置湿润。静置时间可视原含水率的大小而定。 

（2）采用风干试样时，取 0.5mm 筛下的代表性土样约 200g，分成 3 份，分

别放入 3 个盛士皿中，加入不同数量的纯水，使其分别达到接近液限、塑限和二

者的中间状态的含水率，调成均匀土膏，放入密封的保湿缸中，静置 24h。 

3.4.2 仪器制备 

（1）将仪器放置在平面工作台上，调整水平螺旋脚，使气泡居中。 

（2）将电源插好打开电源，预热 3 分钟。测量前用手轻轻托起锥体至限位

处，按复位键，使显示屏上的数字显示为零。 

3.4.3 安装试样测试 

（1）将制备好的土膏用调土刀充分调拌均匀，密实地填入试样杯中，应使

空气逸出。高出试样杯的余土用刮土刀刮平。 

（2）将调好的土样放入试杯中，刮平表面，放到仪器升降座上，这时缓缓

地向逆时针方向调节升降旋纽，当试杯中的土样刚接触锤尖时,接触指示灯立刻

发亮，此时应停止旋动，然后按“测量”键。 

（3）按下“测量”键，锤体落下，与此同时，时间音响发出“嘟、嘟.”的

声音，5 秒后，声音停止，此时显示屏上显示数值即为锥入土深度，予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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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将锤体再次向上托至限位处，旋转升降旋钮，然后取出试样杯，挖去

锥尖入土处的润滑油脂，取锥体附近的试样不得少于 10g 的试样 2 个，放入称量

盒内称量，准确至 0.01g，测定含水率。 

重复以上步骤，测定另两试样的圆锥下沉深度和含水率。 

3.4.4 成果整理 

（1）计算各土样的含水率(同含水率试验)。 

（2）绘图求解液限和塑限 

以含水率为横坐标，圆锥下沉深度为纵坐标，在双对数坐标纸上绘制关系曲

线，三点连一直线(如 A 线)。 

 

如果三点不在同一直线上，通过高含水率的一点与其余两点连两根直线，在

圆锥入土深工为 2mm 处查得相应的两个含水率，如果两个含水率的差值小于

2%，用该两含水率的平均值的点与高含水率的测点作直线，如图中的 B 线，若

两个含水率差值等于、大于 2%，则应补点或重做试验。 

在含水率与圆锥下沉深度的关系图上查得下沉深度为 17mm 对应的含水率

为液限，查得下沉深度为 10mm 对应的含水率为 10mm 液限，查得下沉深度为

2mm 对应的含水率为塑限。 

（3）塑性指数和液性指数计算 

p

P0
L

PLp

I
wwI

wwI
−

=

−=

 



10 

式中：IP，塑性指数，精确至 0.1；wL 液限（%）；wP，塑限（%）；IL，液性

指数，精确至 0.01；w0，天然含水率（%）。 

 

3.5 注意事项 

①在接通电源，把装有光学微分尺的圆锥仪提起与电磁铁调试对中时，切勿

先按“吸”按钮，因为电磁铁吸住圆锥仪后，在左右、前后移动圆锥仪对准电磁铁

正中很困难，应该先按“放”按钮，使圆锥仪能自由移动，在对中后，再按“吸”按

钮，把圆锥仪吸住。 

②当试样在三只搪瓷碗（或盘）内配制三种不同含水率的状态时，可分别将

试样集中拨到碗边，利用不带光学微分尺的圆锥仪上的四条刻线初步估测入土深

度，以便估计试样的湿度配制是否适当。 

③对于含水率接近塑限（即圆锥入土深度稍大于 2mm）的试样，由于含水率

较低，用调土刀不易调拌均匀，须用手反复将试样揉捏均匀，才能保证试验成果

的正确性。 

 

3.6 试验记录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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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四  固结试验 

4.1 试验目的 

测定土的压缩变形，获得土体在侧限条件下的变形与时间-压力的关系，计

算土的压缩系数、压缩模量等变形指标，确定土压缩性的高低。 

4.2 试验原理 

侧限压缩试验又称固结试验。土体的固结是指土体在外力作用下，土体中的

水和气体被逐渐排走,孔隙体积减小，土颗粒之间重新排列的现象。 

土的固结试验是通过测定土样在各级垂直荷载作用下产生的变形，计算各级

荷载下相应的孔隙比，用以确定土的压缩系数和压缩模量等。 

4.3 仪器设备 

本实验所用的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固结容器：由环刀、护环、透水石、水槽、

加压上盖组成； 

2. 加压设备：应能垂直地在瞬间施加各级规定

的压力，且没有冲击力，压力准确度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土工仪器的基本参数及通用技术条件》GB

／T15406 的规定。可采用量程为 5kN～10kN 的杠杆

式、磅秤式或其他加压设备。 

3. 变形量测设备：量程 10mm，最小分度值为 0.01mm 的百分表或准确度为

全量程 0.2％的位移传感器。 

4. 环刀：高 20mm，面积 30cm2 或 50cm2； 

5. 刮土刀、钢丝锯、天平、秒表、过滤纸等。 

 

4.4 试验步骤 

（1）根据工程需要，切取原状土试样或制备给定密度与含水率的扰动土试

样。并测定试样的含水率和密度，取切下的余土测定土粒比重。试样需要饱和时，

应按规定进行抽气饱和。 

（2）冲填土应先将土样调成液限或 1.2 倍～1.3 倍液限的土膏，拌和均匀，

在保湿器内静置 24h。然后把环刀倒置于小玻璃板上用调土刀把土膏填入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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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气泡刮平，称量。 

（3）在固结容器内放置护环、透水板和薄滤纸，将带有环刀的试样小心装

入护环，然后在试样上放薄滤纸、透水板和加压盖板，置于加压框架下，对准加

压框架的正中，安装量表。 

（4）为保证试样与仪器上下各部件之间接触良好，应施加 1kPa 的预压压力，

然后调整量表，使读数为零。 

（5）确定需要施加的各级压力。加压等级宜为 12.5kPa、25kPa50kPa、100kPa、

200kPa、400kPa、800kPa、1600kPa、3200kPa。最后一级的压力应大于上覆土层

的计算压力 100kPa～200kPa。 

（6）需要确定原状土的先期固结压力时，加载率宜小于 1，可采用 0.5 或

0.25。最后一级压力应使 e-lgp 曲线下段出现较长的直线段。 

（7）第 1 级压力的大小视土的软硬程度宜采用 12.5kPa、25.0kPa 或

50.0kPa(第 1 级实加压力应减去预压压力)。只需测定压缩系数时，最大压力不小

于 400kPa。加荷前卸下预载荷砝码。 

（8）如系饱和试样，则在施加第 1 级压力后，立即向水槽中注水至满。对

非饱和试样，须用湿棉围住加压盖板四周，避免水分蒸发 10 需测定沉降速率时，

加压后宜按下列时间顺序测记量表读数：6s、15s、1min、2min15s、4min、6min15s、

9min、12min15s、16min、20min15s、25min、30min15s、36min、42min15s、49min、

64min、100min、200min400min、23h 和 24h 至稳定为止。 

（9）当不需要测定沉降速率时，稳定标准规定为每级压力下固结 24h 或试

样变形每小时变化不大于 0.01mm。测记稳定读数后再施加第 2 级压力。依次逐

级加压至实验结束。 

（10）需要做回弹实验时，可在某级压力(大于上覆有效压力)下固结稳定后

卸压，直至卸至第 1 级压力。每次卸压后的回弹稳定标准与加压相同，并测记每

级压力及最后一级压力时的回弹量。 

（11）需要做次固结沉降实验时，可在主固结实验结束继续实验至固结稳定

为止。 

（12）实验结束后，迅速拆除仪器各部件，取出带环刀的试样。需测定实验

后含水率时，则用干滤纸吸去试样两端表面上的水，测定其含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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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成果整理 

（1）孔隙比及 e-p 曲线 

初始孔隙比： 

( ) 101.01

0

0s
0 −

+
=

ρ
ρwwGe  

各级压力下固结稳定后的孔隙比： 

( )
0

000 1
h

h
eee i△∑+−=                          图 土的压缩曲线       

式中：e0，初始孔隙比；ei，某级压力下的孔隙比；h0，试样的初始高度(cm)；

w0，土的含水率(%)；Σ△hi，某级压力下试样的高度总变形量(cm)。 

 

（2）土的压缩系数和压缩指数 

某一压力范围内的压缩系数 av 应按下式计算： 

ii

ii
v pp

ee
−

−
=

+

+

1

1α  

式中：av，压缩系数(MPa-1)；pi，某一单位压力值(kPa)。 

压缩指数 Cc 及回弹指数 Cs(Cc 即 e-lgp 曲线直线段的

斜率。用同法在回弹支上求其平均斜率，即 Cs)应按下式计

算： 

ii

ii

pp
eeCC

loglog 1

1
sc −

−
==

+

+  

式中：Cc，压缩指数；Cs 回弹指数。 

 

（3）土的压缩模量 Es（MPa）和体积压缩系数 mv（MPa-1）应按下列公式

计算： 

v

eE
α

0
s

1+
=  

01
1

eE
m v

s
v +

==
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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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先期固结压力 pc： 

以孔隙比 e 为纵坐标，单位压力 p 为横坐标，

绘制孔隙比与单位压力的关系曲线。原状土的先

期固结压力 pc 的确定方法可按下图执行，用适当

比例的纵横坐标作 e-lgp 曲线，在曲线上找出最小

曲率半径 Rmin 点 O。过 O 点作水平线 OA、切线

OB 及∠AOB 的平分线 OD，OD 与曲线的直线段 C

的延长线交于点 E，则对应于 E 点的压力值即为

该原状土的先期固结压力。 

 

4.6 注意事项 

①通过固定重量砝码向试样施加压力，压力输出较稳定，但也易受外部因素

干扰； 

②价格低廉；对操作人员要求较低； 

③结构简单，故障率低； 

④人工读数存在一定人为误差； 

⑤人工施加砝码时有一定的冲击力，对试样有一定扰动； 

⑥所有操作均需人工完成，效率低下。 

 

4.7 试验记录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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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五  直接剪切试验 

本实验方法分为快剪、固结快剪和慢剪三种。快剪实验和固结快剪实验的土

样宜为渗透系数小于 1×10-6cm/s 的细粒土。 

5.1 试验目的 

直接剪切实验是测定土的抗剪强度的一种常用方法，通常采用四个试样，分

别在不同的垂直压力下，施加水平剪切力进行剪切，测出破坏时剪应力，然后根

据库仑定律确定土的抗剪强度指标：内摩擦角 φ和粘聚力 c。 

5.2 试验原理 

土的破坏都是剪切破坏，土的抗剪强度是土在外力作用下，其一部分土体对

于另一部分土体滑动时所具有的抵抗剪切的极限强度。土体的一部分对于另一部

分移动时，便认为该点发生了剪切破坏。无粘性土的抗剪强度与法向应力成正比；

粘性土的抗剪强度除和法向应力有关外，还决定于土的粘聚力。土的摩擦角 φ、

粘聚力 c 是土压力、地基承载力和土坡稳定等强度计算必不可少的指标。 

 

5.3 仪器设备 

本实验所用的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变控制式直剪仪：由剪切盒(水槽、上剪切盒、下剪切盒)、垂直加

压框架、水平力推力座及推动机构、量力环等组成。 

（2）环刀：尺寸参数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土工实验仪器环刀》SL370-2006

的规定。本次试验用环刀直径 61.8mm，高度 20mm； 

（3）位移计(百分表)：量程 5mm～

10mm，分度值 0.01mm； 

（4）天平：称量 500g，分度值 0.1g。 

（5）其他:饱和器、削土刀或钢丝锯、

秒表、滤纸、透水石、直尺。 

 

5.4 试验步骤 

（1）试样制备 

黏性土试样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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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从原状土样中切取原状土试样或制备给定干密度及含水率的扰动土试样。

每组实验应取 4 个试样，在 4 种不同垂直压力下进行剪切实验。 

②测定试样的含水率及密度，对于试样需要饱和时，应进行抽气饱和。 

砂类土试样制备： 

①取过 2mm 筛孔的代表性风干砂样 1200g 备用。按要求的干密度称每个试

样所需风干砂量，准确至 0.1g； 

②对准上下盒，插入固定销，将洁净的透水板放入剪切盒内； 

③将准备好的砂样倒入剪力盒内，拂平表面，放上一块硬木块，用手轻轻敲

打,使试样达到要求的干密度。然后取出硬木块。 

（2）安装试样 

①取出剪切容器的加压盖及上部透水石，将上下盒对准，插入固定销。 

②将试样徐徐倒入剪切容器内，在试样面上依次放好透水石、加压盖、钢珠

和加力框架。 

③徐徐转动手轮至量力环上的百分表长针微微转动为止，将百分表的长针调

至零，即 R=0。 

④在试样面上施加第一级垂直压力 P=100kPa。 

（3）开始剪切 

①拔去固定销(切记!否则剪切时会损坏仪器)，以 8s/r 的均匀速率转动手轮，

使试样在 3~5 分钟内剪破。剪破标准：当百分表读数不变或明显后退，或百分表

指针不后退时，以剪切位移为 4mm 对应的剪应力为抗剪强度，这时剪切至剪切

位移达 6mm 时才停止剪切。 

（4）试验结束。卸除压力，取下加力框架、钢珠、加压盖等，倒出试样，

需要时，测定剪切面附近土的含水率。刷净剪切盒。 

（5）重复 2-4 步骤，改变垂直压力，使分别为 200、300、400kPa 进行试验。 

（6）成果整理 

①试样的剪应力应按下式计算： 

CR
A
CR

=×= ττ 或10
0

 

式中：τ，剪应力(kPa)；C，测力计率定系数(N/0.01mm 或 kPa/0.01m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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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力计读数(0.01mm)；A，试样初始的面积(cm2)。 

②以剪应力为纵坐标，剪切位移为横坐标，绘制剪应力 τ与剪切位移△L 关

系曲线。选取剪应力 τ与剪切位移△L 关系曲线上的峰值点或稳定值作为抗剪强

度 S。当无明显峰点时，取剪切位移△L=4mm 对应的剪应力作为抗剪强度 S。 

 

③以抗剪强度 S 为纵坐标，垂直单位压

力 p 为横坐标，绘制抗剪强度 S 与垂直压力 p

的关系曲线。根据图上各点，采用最小二乘

法拟合一天直线。直线的倾角为土的内摩擦

角 φ，直线在纵坐标轴上的截距为土的黏聚

力 c。 

 

5.5 注意事项 

①开始实验前拧掉固定剪切盒的固定销（否则剪切时会损坏仪器，切记!)。 

②仪器在非使用期间，务必拿掉剪切横梁，拧掉固定剪切盒的固定销，以防

止误操作损坏仪器。 

③实验结束请保存数据，清理掉土，恢复仪器原状。 

 

5.6 试验记录表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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