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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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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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为国家973项目“灾害环境下重大工程安全性的基础研究”研究工作的系统总结，全书共9章，主
要围绕灾害环境下重大工程安全性研究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在系统介绍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地质赋存环境与地质灾害成因、内外动力耦合作用下地质灾害演化机理及应用、不同尺度地质体
力学特性及力学行为、多场耦合作用下岩土力学特性与模型及应用、灾害环境中岩体应力传递与能量
释放规律与表征方法、近断裂地震作用下重大工程的动力响应分析方法、地质体与工程体相互作用机
理、重大工程结构在地震作用下破坏过程模拟、岩石工程安全性评估与时空预测理论和方法九个方面
系统阐述了理论与实验相结合、宏观与细观相结合、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相结合、经验与分析相结合的
灾害环境下重大工程安全性综合研究方法及其在水电、交通、铁路、矿山、地质灾害防治、桥梁建设
等工程领域的应用。
    本书内容丰富，涉及多个工程领域，可供地质工程、水电工程、采矿工程、交通工程、结构工程、
烟土工程、地下工程等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生借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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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地质赋存环境与地质灾害成因1.1 引言1.1.1 地质灾害及其所赋存地质环境研究的意义所谓地质灾
害，是指由于所赋存的自然环境因素发生变化或由于自然环境因素变化与人类工程活动的共同作用而
引发的对人类生活和工程构成重大威胁或造成重大损失的地质现象。
根据这一说法，发生在人类生活区和工程建设区的滑坡、泥石流、崩塌、滚石、地震、水毁、雪崩、
流砂坡等都是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的存在给人类生活和工程建设活动带来了严重威胁和巨大损失，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国外的滑坡可以举意大利瓦意昂大滑坡、新西兰Mount Cook大滑坡和加拿大Frank大滑坡等。
其中体积最大，造成损失最大的应当是发生于1963年的瓦扬大滑坡。
这一体积近3亿m。
的近坝大滑坡激起了巨浪，它跃过大坝后冲毁了朗格朗日村，致使2000多名村民罹难，并导致当时在
现场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者死亡。
如图1.1所示，大滑坡使瓦扬坝工程报废，水库变成了“石头库”。
我国是一个地质灾害频发的国家。
以下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问题的严重性：1980年发生在湖北盐池河的崩塌一滑坡，使284人罹难；1996
年发生在浙江天荒坪抽水蓄能电站大溪滑坡严重地影响了工程建设；2001年发生于重庆武隆的滑坡，
造成79人死亡；1982年发生于长江鸡扒子的大滑坡，损失逾亿元；2007年四川群发特大泥石流致使12
个人死亡，18人受伤，并在房屋、车辆、粮食作物方面损失严重。
至于我国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问题，孙广忠认为“包括山崩、滑坡、泥石流等山地灾害造成的直接经
济损失每年可达20亿-30亿元”，而陈祖煜等对地质灾害所造成损失的估计要高得多。
他们认为“每年由地质灾害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平均在200亿-500亿元之间，地质灾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
济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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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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