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岩土塑性力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岩土塑性力学>>

13位ISBN编号：9787112116683

10位ISBN编号：7112116686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中国建筑工业

作者：郑颖人//孔亮

页数：43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岩土塑性力学>>

前言

　　本书目的是编著一本比较系统和实用的岩土塑性力学基本理论的学术著作，并适用于作为研究生
教材与参考书。
因而要求既能提供反映岩土类摩擦材料力学特征与变形机制的塑性理论，而区别于经典塑性理论；又
能较系统、简明地阐明岩土塑性力学原理，适应不同层次的读者与研究生。
　　本书第一版《岩土塑性力学基础》油印稿于1983年初出版，曾先后在西安、重庆与北京三地举办
学习班。
1987的正式出版（作者郑颖人、龚晓南），获水利部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
2002年出版了第二版《广义塑性力学一岩土塑性力学原理》（作者郑颖人、沈珠江、龚晓南），获国
家科学技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该版修正了经典塑性理论中的三个假设，将经典塑性力学开拓为既适用于岩土又适用于金属的广义塑
性力学。
本书第三版《岩土塑性力学》（作者郑颖人、孔亮），对第二版作了较大修改和大量补充，新增岩土
摩擦体弹性力学、岩土极限分析等7章内容。
　　本书以系统阐述岩土塑性基本理论、岩土类材料实用建模方法与极限分析方法为目的，以提炼与
推广新理论、新方法为宗旨，强调系统性和完整性，便于读者自学和研究生教学，因而本书具有如下
两个特点：　　一、内容新颖、有足够的深度与广度，努力引进与推广国内外具有实用价值的新理论
与新方法，包含作者及其学生二十多年来的研究积累。
其主要创新内容：　　1.在国际上率先提出了岩土摩擦体弹性力学模型及其求解方法，在弹性力学中
考虑了摩擦力，体现了岩土的特色。
从而使弹性地基的计算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　　2.提出了材料屈服条件应遵循的力学原则及其检验
标准，发展了材料强度理论。
首·次提出了岩土三剪能量屈服准则，形成了岩土与金属材料的屈服准则体系；　　3.保留了原版的
创新内容，剖析了经典塑性力学中三个假设，即传统塑性势假设、关联流动法则假设与应力主轴不旋
转假设。
通过消除原有假设，建立了广义塑性力学体系，发展了包括加载条件、硬化定律、加卸载准则、本构
关系、应变空间表述、应力主轴旋转等系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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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本比较系统和实用的岩土塑性力学基本理论的基础理论著作，也是一本具有较多原创性论著
的学术著作。
本书以系统阐述岩土塑性基本理论、岩土类材料实用建模方法与极限分析方法为目的，并适用于作为
研究生教材与参考书。
因而要求既能提供反映岩土类摩擦材料力学特征与变形机制的塑性理论，而区别于经典塑性理论；又
能较系统、简明地阐明岩土塑性力学原理。
读者对象为土建类建筑结构专业及岩土工程设计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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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颖人，男，浙江镇海人，1933年出生，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岩土工程专家。
1956年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现为后勤工程学院军事建筑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市地质灾害
防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空军工程技术顾问，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隧道与地下工程分会及防护工程分会顾问，中国力学学会岩土力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科协副
主席等多种学术职务。
先后在军事地下工程、边坡工程、地下工程围岩力学、岩土塑性力学、岩土极限分析方法、区域性土
等理论研究与应用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发表论文四百余篇，其中“有限元强度折减法在土坡与岩
坡中的应用”人选“2008年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内学术论文”。
出版专著9部，其中《岩土塑性力学基础》获水利部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边坡与滑坡工程治理》
入选“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
主编国标、国军标5部。
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近百名。
其研究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各1项，军队、部委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以上奖励9项
，全国科学大会奖与国土资源部全国地质灾害防治科技进步特别贡献奖各1项。
先后获总后勤部“一代名师”，“重庆直辖十年建设功臣”，“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庆杰出贡献英模
”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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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概论　1.1　岩土塑性力学的发展史与研究方向　1.2　金属和岩土材料的试验结果　1.3　岩
土塑性力学的基本假设及其特点第二章　应力与应变　2.1　一点的应力状态　2.2　应力张量分解及其
不变量　2.3　八面体应力、广义剪应力与纯剪应力　2.4　应力空间与丌平面上的应力分量　2.5　洛
德(Lode)参数与洛德角　2.6　各剪应力与最大主剪应力的比较　2.7　孔隙应力、有效应力与总应力
　2.8　应力路径　2.9　一点的应变状态　2.10　应变空间与应变玎平面　2.1l　各种剪应变间的关系
　2.12　应变路径　2.13　应变率、应变增量与应力增量　2.14　有限变形第三章　岩土弹性力学与弹
性变形能　3.1　弹塑性力学基本方程　3.2　岩土摩擦体弹性力学　3.3　岩土材料的弹性剪切应变能
第四章　屈服条件与破坏条件　4.1　屈服条件与屈服面，破坏条件与破坏面　4.2　金属材料的屈服条
件　4.3　岩土材料的屈服条件　4.4　偏平面上屈服条件的形状函数　4.5　层状弱面体屈服条件与破
坏条件　4.6　各向异性的屈服条件第五章　塑性位势理论　5.1　德鲁克塑性公设　5.2　伊留辛塑性
公设　5.3　传统塑性位势理论　5.4　传统塑性位势理论剖析　5.5　不计应力主轴旋转的广义塑性位
势理论　5.6　广义塑性力学的基本特征　5.7　考虑弹塑性耦合的正交流动法则第六章　加载条件与硬
化规律　6.1　加载条件概述　6.2　硬化模型　6.3　岩土材料的加载条件　6.4　硬化定律的一般形式
　6.5　硬化定律　6.6　广义塑性力学中的硬化规律　6.7　用试验拟合确定加载函数的方法第七章　
弹塑性本构关系　7.1　广义虎克定律　7.2　各向异性弹性应力一应变关系　7.3　无静水压力影响的
理想塑性材料的本构关系　7.4　与广义米赛斯条件相关联流动法则　7.5　传统塑性力学中的一般应力
一应变关系　7.6　理想塑性条件下几种屈服条件的增量本构关系　。
7.7　广义塑性力学中弹塑性应力一应变关系　7.8　弹塑性耦合的应力一应变关系　7.9　平面情况下
层状材料的本构关系第八章　加卸载准则　8.1　传统塑性力学中基于屈服面的加卸载准则　8.2　广义
塑性力学中基于屈服面的加卸载准则　8.3　基于加卸载定义的加卸载准则　8.4　考虑土体压缩剪胀的
综合型加卸载准则第九章　应变空间中表述的弹塑性理论　9.1　应变表述的屈服条件和破坏条件　9.2
　应变空间中的硬化定律　9.3　应变空间中的塑性位势理论与流动法则　9.4　应变空间中表述的应力
一应变关系第十章　考虑应力主轴旋转的广义塑性力学第十一章　岩土非线性弹性模型第十二章　岩
土弹塑性静力模型第十三章　土的动力模型第十四章　平面应变极限分析理论第十五章　经典塑性平
面应变问题应力场的滑移线解答第十六章　广义塑性平面应变问题应力场的滑移线解答第十七章　经
典塑性中的极限分析定理第十八章　经典塑性与广义塑性中极限分析的上限法第十九章　有限元极限
分析法及其应用参考文献附录　A　广义塑性势公式的数学力学基础　B　应力主轴旋转时应力增量的
分解　C　广义塑性力学的应用范围　D　广义塑性梯度理论简介名词索引外国作者中译名著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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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探索了一些新的本构模型，如岩土损伤模型、细观力学模型、应变软化模型、特殊土模型、结
构性土模型、非饱和土模型、以及基于神经网络、遗传算法等智能化方法的土体本构模型。
最近还提出了基于能量耗散原理的土体热力学建模方法。
　　在此期间，国内外相继出版了一些岩土塑性力学方面的专著。
1969年，罗斯科等人出版了《临界状态土力学》专著，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关于岩土塑性理论的专著，
详细研究了土的实用模型。
1982年，（W.F.Chen）出版了《土木工程材料的本构方程》第一卷（弹性与建模），随后又出版了第
二卷（塑性与建模）；1984年德赛Desai等人也出版了一本《工程材料本构定律》专著，进一步阐明了
岩土材料变形机制，形成了较系统的岩土塑性力学。
1982年，Zienkiewicz提出了广义塑性力学的概念，指出岩土塑性力学是传统塑性力学的推广。
但他没有说明广义塑性力学的实质性含义。
在国内，80年代，清华模型、“南水”模型及其他双屈服面模型和多重屈服面模型相继出现。
沈珠江院士2000年出版的《理论土力学》对土力学理论研究中取得的进展进行了较好的总结。
本书的第一版《岩土塑性力学基础》（1983，1989）专著问世，该书收集和发展了新的岩土塑性力学
内容，如不服从传统塑性位势理论的部分屈服面理论、考虑应力洛德角影响的三维空间模型，应变空
间表述的塑性理论与多重屈服面塑性理论及岩土耦合理论等。
本书的第二版《岩土塑性力学原理》指出传统塑性力学所作的假设，提出与建立了广义塑性力学。
然而，当前的岩土塑性理论远未发展完备，有些基本概念还不清晰和没有得到一致的理解；有些理论
和模型缺乏科学的实验验证，因而岩土塑性理论当前正处于发展阶段，尚有待不断发展和深化。
下面提出几点岩土塑性力学及其本构模型的发展方向：　　1）当前发展的岩土模型种类繁多，但有
些不能反映岩土变形机制，有些又缺乏严密的理论依据。
因而当务之急，是明确广义塑性力学的含义与概念，建立和发展适应岩土类材料机制的广义塑性力学
体系，形成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
这正是本书的目的，力求系统阐明广义塑性力学概念、内容与方法，建立基于广义塑性力学的本构模
型，并使其日益普及。
　　2）力学计算的准确性，既取决于科学严密的理论，又取决于符合实际的力学参数。
因而，必须在岩土力学的发展中，坚持理论、试验及工程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完善测试仪器与方
法。
本书把如何通过试验确定屈服条件及其参数作为一项重要研究内容，以提供客观与符合实际的力学参
数。
　　3）进一步发展深层次的岩土塑性理论与模型，建立复杂加荷条件下、各向异性情况下、动力加
荷情况下以及非饱和土的各类实用模型。
　　4）探索新理论和新模型，在岩土塑性力学中引入损伤力学、非连续介质力学以及智能算法等新
理论；以连续介质不可逆热力学为基础，基于能量耗散原理，开展能量屈服准则的研究，宏细观结合
，开创土的新一代本构模型。
　　5）研究岩土材料的稳定性、应变软化、损伤、应变局部化（应变集中）与剪切带等问题。
这是描述岩土介质真实破坏过程的理论，虽然这项研究起步不久，但对判断岩土工程的失稳与破坏起
着重大的作用，因而岩土材料的整体破坏条件必将成为岩土塑性力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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