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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危岩崩塌是一种全球性的山地地质灾害，具有突发、快速、强致灾等特性。
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土面积为山区，是世界上受到危岩崩塌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作为一种主要的山地灾害，危岩崩塌严重威胁着我国山区居民生命财产、城镇建设、矿山及交通运输
安全。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的蓬勃发展，系统实施危岩崩塌演化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是国家
的迫切需求。
科学识别危岩体，揭示危岩崩塌的形成及演化机制，有效预测崩塌落石运动路径，合理估算落石冲击
荷载，是危岩崩塌防灾减灾的核心科学研究内容。
本书作者陈洪凯教授及其团队，立足三峡及西部地区的危岩崩塌实际，率先在国内系统开展危岩崩塌
演化理论及防治实践研究，从危岩主控结构面的抗剪强度、损伤及断裂机制等方面着手，揭示了危岩
崩塌链式演化规律并构建其力学演绎机制，建立了崩塌落石运动特性及冲击力计算方法。
结合相关技术规范，从危岩稳定性、危岩锚固、支撑、支撑一锚固联合、落石拦挡、崩塌灾害安全警
报等方面，系统论述了危岩崩塌理论及工程治理技术，并给出了工程应用方式，实现了岩土力学与地
貌学之间的有机融合和科技创新，充分反映了该领域科技研究的最新前沿研究成果，是一部具有开拓
性的著作。
　　本书出版时值我国西部汶川大地震之后，对地震引起的滑坡、堰塞湖洪水以及泥石流次生灾害的
深入研究和论理是一个贡献。
对我国系统开展抗灾减灾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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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十余年对三峡库区及西部其他地区危岩崩塌的研究及防治工程实践，本书从崩塌源危岩破坏力学
机理和崩塌落石运动冲击两方面，系统建立了危岩崩塌演化理论。
运用地貌学、损伤力学、断裂力学、运动学、动力学等科学理论、现场试验和室内模型试验，分析了
危岩崩塌地貌演绎过程，从危岩土控结构面抗剪强度、损伤及断裂模型等方面揭示了危岩破坏机制，
建立了危岩崩塌链式演化规律的力学机制，建立了崩塌落石运动路径及冲击力计算方法。
紧密结合相关技术规范，从危岩稳定性、危岩锚固、支撑、支撑—锚固联合、落石拦挡、崩塌灾害安
全警报等方面，详细论述了危岩崩塌演化理论的工程应用方式，并给出了典型工程案例分析。
    本书可作为从事岩土工程、地貌学、地质工程、公路及铁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城镇建设等方向
教学、科研及工程技术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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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自然演化理论。
19世纪下半叶，热力学第二定律诞生，它是建立在封闭系统基础上，系统熵增不可逆。
熵较低的封闭系统从高位到低位只需微小的能量变化便能维持系统正常工作，随着时间推移，系统内
能分配越来越均匀，熵持续增长，当熵达到最大值时，封闭系统内所有部分所有参量均达到同样的能
量水平，系统趋于死寂。
　　事实上，地表的地形组合并不是封闭系统，它能够开放地吸收因地表隆起获得的重力势能、沉积
过程产生的动能、地表或近地表岩石崩塌所释放的太阳能或化学能、河道流量及推移质动能等。
Davis侵蚀循环理论最重要的假定是地貌初始隆起产生的重力势能，随后地貌组合始终保持不可逆的能
量水平，最终导致空间上的均匀地貌侵蚀基准平原。
该理论每个阶段都与地貌顶部被磨平的潜能衰退相关联，且每个阶段都存在与当地地表及其他能产生
冲刷作用的基准面之间所表现出的不同势能相符合的地貌组合，如河谷边坡、河网型式等。
　　2）假定　　1884～1899年期间，Davis创建的侵蚀循环理论根据地貌几何形态经过的一系列不可逆
变化，把地貌演化过程划分为青年期（yotlth period）、壮年期（maturity period）和老年期（old age）
。
Davis结合Gilbett地貌分级提出了纵向流及河谷边坡廓线的平滑曲线概念。
河谷边坡最早达到河口，然后一直溯源扩展至分水岭。
他认为任何地区的地质结构类型都可以被看做是在一个连续运动的给定过程中如温度和湿润、炎热干
燥和高山冰川等，产生地貌形态序列，每个阶段都有一套相适应的地貌和特征。
Davis侵蚀循环理论的假定：①岩性均一；②迅速隆起，伴随微量侵蚀，地貌顶面与侵蚀基准面之间的
高差较小，呈准平原地貌景观。
　　3）分期描述　　Davis侵蚀循环理论演化模式见图1.1和图1.2。
　　青年期。
在地表或海底产生了一个范围宽广的区域，这些区域不是被河流分水岭划分的主干河流和大的支流，
而是和许多短小支流合并为侵蚀性的溯源切割。
这种溯源侵蚀与河网的垂直切割在整个青年时期使地形迅速发育，逐渐形成陡峭的V形谷，其发育过
程由于受次生结构面控制产生的岩块崩落与快速运动而紊乱。
晚期，主干河流两侧斜坡和急流部位都会由于侵蚀作用而产生侧向演变，最初的高峰平面面积缩小，
高山峡谷地貌景观开始出现，主干河流开始分级并出现河曲，在干流沿线地势低平处出现小型冲洪积
平原。
　　壮年期。
河流两侧的地形坡度达到最大值，分水岭进一步变窄，山顶夷平面面积进一步缩小直至消失，尖锐的
山峰广泛分布，中下游地区河曲发育，支流下蚀作用增强，主干河流纵剖面接近平衡剖面，河流袭夺
现象出现，河流两岸阶地发育。
晚期，在河流中下游出现较大面积的冲洪积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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