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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西部大开发等相关战略的实施，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全国展开：在建、
拟建水电工程达30多项，大多以地下洞室（群）为其主要水工建筑物，如龙滩、小湾、三板溪、水布
垭、虎跳峡、向家坝等，其中白鹤滩水电站的地下厂房高达90m、宽达35m、长400多m；锦屏二级水
电站4条引水隧道，单洞长16.67km，最大埋深2525m，是世界上埋深与规模均为最大的水工引水隧洞
；规划中的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的隧洞埋深大多在400－900m，最大埋深1150m。
矿产资源与石油开采向深部延伸，许多矿山采深已达1200m以上。
高应力的作用使得地下工程冲击岩压显现剧烈，岩爆危险性增加，巷（隧）道变形速度加快、持续时
间长。
城镇建设与地下空间开发、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建设日新月异。
海洋工程（如深海石油与矿产资源的开发等）也出现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
能源地下储存、高放核废物的深地质处置、天然气水合物的勘探与安全开采、CO2地下隔离等已引起
政府的高度重视，有的已列入国家发展规划。
这些工程建设提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岩石力学前沿课题和亟待解决的工程技术难题。
例如，深部高应力下地下工程安全性评价与设计优化问题，高山峡谷地区高陡边坡的稳定性问题，地
下油气储库、高放核废物深地质处置库以及地下CO2隔离层的安全性问题，深部岩体的分区碎裂化的
演化机制与规律，等等，这些难题的解决迫切需要岩石力学理论的发展与相关技术的突破。
近几年来，国家863计划、国家973计划、“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
计划以及人才和面上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教育部重点（重大）与人才项目等，对上
述科学与工程技术难题的攻克陆续给予了有力资助，并针对重大工程在设计和施工过程中遇到的技术
难题组织了一些专项科研，吸收国内外的优势力量进行攻关。
在各方面的支持下，这些课题已经取得了很多很好的研究成果，并在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发挥了重要
的作用。
目前组织国内同行将上述领域所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系统地总结，并出版《岩石力学与工程研究著作丛
书》，值得钦佩、支持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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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爆破震动信号的产生与传播、爆破震动监测、爆破震动预测、爆破震动信号分析技术、爆破震
动作用下结构体的动态响应特征、爆破震动危害机制与主动控制、爆破震动安全判据等方面，对爆破
震动效应进行了较为全面且深入的研究和总结，系统介绍了爆破震动效应分析中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特别是应用爆破震动信号分析理论与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途径。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矿业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研究生的教材，还可作为相关领域的工程技术人员
和科研工作者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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