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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是世界上多年冻土分布面积的第三大国。
多年冻土和季节冻土区分布面积分别占全国面积的21.5％和53.5％。
盐渍土面积约占全国面积的2％。
目前我国约有1／5耕地存在不同程度的盐渍化和次生盐渍化特征，有2.6亿亩受潜在盐渍化威胁的土壤
。
我国沙漠化土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86％，，年发展速率为1.47％。
冻土区土体冻胀和融沉及干寒区的地表盐渍化、盐胀及沙化是制约我国干寒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土壤和水是构成自然环境和农业的两项基本资源，也是人类赖于生存的两大支柱。
随着气候的波动，由于温度因子的参与，使本来就十分不稳定的土水体系加剧了冻融、干湿、胀缩、
分散和凝聚以及开裂和团聚等一系列物理、力学和物理化学过程的交替演变，给人类的工程活动、农
林牧业生产和自然环境带来危害。
因此，冻土及其演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生产活动和可持续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加深和传播冻
土中热质迁移的知识就显得愈加重要了。
　　笔者徐斅祖①从1981年开始踏上冻土中水分迁移课题研究的征途，有幸于1983-1984年问作为访问
学者在美国寒区研究和工程实验室做了专题进修，回国后立即得到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中
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的资助，筹建实验室并在工作中得到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提供有关
仪器设备及技术上的帮助。
　　本书是笔者徐激祖研究员多年工作，特别是与同事王家澄研究员、张立新研究员、邓友生高级工
程师和李萍博士共同完成“冻土中水分迁移规律的试验研究”、“正冻土中盐分迁移全过程的实验研
究”和“正冻土中冻结缘的成因和特征的实验研究”等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及冻土工程国
家重点实验室组织中、俄、日国际合作研究的结晶，在此基础上搭起了我国冻土物理学的框架，把它
献给从事普通冻土学、工程冻土学、土壤物理学、地质学、地理学和土木工程学等科学的专业工作者
和师生们，希望读者们能在温度梯度诱导下，冻土中水分、盐分和颗粒迁移的基本原理及其与冻胀、
盐分迁移和冷生构造的关系以及如何开展冻土利用和冻害防治等方面有所收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冻土物理学>>

内容概要

本书集大量室内试验及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于一体，侧重论述冻土物理学中能量和物质输运的基本理
论，分析土体冻结和融化诱发不均匀冻胀、融化下沉、盐胀、地表次生盐渍化及土地沙化的原因及对
策和冻土利用。
具体内容包括：冻土分布定名及勘测要求，冻土的基本物理性质，温度在地中的传播，未冻水动力学
原理，土中水冻结时的成冰作用及冻土中冷生构造形成的影响因素，土体的冻胀和盐胀，冻土改造和
利用，以及冻土基本性质的测定方法。
    本书旨在为自然地理专业冻土专门化及地质工程专业的研究生提供冻土物理学的基本教材，同时可
供从事冻土学、寒区旱区工程建筑、农业物理的研究、设计人员参考，并可作为高等院校工程地质、
土木工程、农业物理和生态环境等专业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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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多年冻土区酝藏着丰富的矿藏，诸如，东北大小兴安岭地区富含沙金矿，从清朝时期就进行开采
，以后在伪满时期以及解放后进行过多次开采，每次都在相同地区，为什么在这些地区的沙金矿会采
之不绝呢？
　　人类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对冻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带着上述种种问题，对其进行孜孜不倦的
研究。
　　怎样研究冻土？
从冻土利用和改造的角度，冻土研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分别把冻土作为资源、材料和低温环境来研
究。
　　当把冻土作为一种土地资源来研究时，主要要解决土层防冻和快速解冻、冻土中水分和盐分的控
制等技术问题，以及由于冻土变异引起的土壤沙化、荒漠化和次生盐渍化等。
使得冻土区森林茂密、草原肥沃、牛羊成群、农作物高产。
　　当把冻土作为构筑物地基材料、隔水材料或直接用作构筑物（如地下冷库等）时，主要研究在不
同边界条件（温度、外载等）下，冻土的物理力学性质、与构筑物的相互热、力作用以及冻土性质的
改良问题。
　　当把冻土作为低温环境来研究时，主要研究冻土与周围环境（大气和下垫面）的热、质交换及相
互作用，由此引发的地球化学过程、低温及冻结和融化环境下的沙金和天然气水合物的成矿机理和赋
存条件等。
　　由此可见，所谓冻土研究，并非只孤立研究冻土本身的分布、状态和特性，而且很多的注意力却
集中在研究天然和人为活动条件下，土的冻结和融化过程及其伴生现象的机理、调控和预测预报上。
冻土研究的对象虽然比较简单，只是冻土本身及土的冻结和融化过程及其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但
麻雀虽小，五脏齐全。
上述问题的研究，必须借助于相邻学科的许多基本理论，诸如地理学、地质学、土壤学、土质学、工
程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土木工程学、传热学、热力学、物理化学、材料力学和流体力学等。
所以，冻土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冻土研究的手段应包括现场调查、长期观测、室内试验、理论计算及计算机模拟等。
综合利用上述手段，采取宏观现象与微观机理相结合、理论计算与实践验证相结合的思路是推进我国
冻土物理学研究不断深化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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