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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系列教材：工程地质与岩土
力学》着重介绍工程地质与岩土力学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
其内容为：工程地质条件分析；岩土体的物理力学性质；岩土体的工程分类；岩土体的变形强度特性
；岩土体中的应力分布；土压力与围岩压力；地基变形与滑移稳定性分析；区域地壳稳定性分析；边
坡稳定性分析；地下工程围岩稳定性分析；岩土体的渗透稳定性分析；动力条件下岩土体的特性；库
区环境工程地质问题分析；水利水电工程中的地基处理；工程地质信息获取与处理等。
　　《教育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教材·水利水电工程专业系列教材：工程地质与岩土
力学》可作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职工大学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地质工程专业、岩土工程
专业的教材。
亦可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教材参考书。
此外，还可作为水利水电工程、岩土工程、地质工程及土木工程类勘测、设计、施工等技术人员的参
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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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 绪 论 1.1 工程地质与岩土力学的概念 1.2 工程地质条件和工程地质问题 1.3 工程地质与岩土力学
的研究内容 1.4 工程地质与岩土力学在工程建设中的作用和任务 1.5 工程地质与岩土力学的发展简介 
第2章 工程地质条件 2.1 岩石与地层 2.2 地质构造 2.3 地形地貌条件 2.4 岩体及岩体结构 2.5 水文地质条
件 2.6 物理地质作用现象与地球物理环境 2.7 天然建筑材料 第3章 土的物理性质与工程分类 3.1 土的结
构与特性 3.2 土的物理性质指标 3.3 土的物理状态指标 3.4 土的工程分类 第4章 岩石（体）的物理性质
与工程分类 4.1 岩石的基本物理性质 4.2 岩石的水理性质 4.3 岩石的热学性质 4.4 岩体的工程分类 第5章 
地基中的应力分布 5.1 自重应力 5.2 基底接触应力 5.3 附加应力 5.4 有效应力原理 5.5 岩体天然应力场 
第6章 土的力学性质 6.1 土的变形特征 6.2 土的抗剪强度与测定方法 6.3 土的极限平衡条件 6.4 三轴剪切
试验 6.5 土的压实特性 第7章 岩石（体）的力学性质 7.1 概 述 7.2 岩石变形特性 7.3 岩体结构面变形特征
7.4 岩体的变形特性 7.5 岩石的强度特征 7.6 岩体结构面的强度特征 7.7 岩体的强度特性 第8章 土压力与
围岩压力 8.1 土压力的产生及计算简述 8.2 土压力的类型及影响因素 8.3 土压力的计算 8.4 挡土墙的设计
8.5 地下工程围岩压力 第9章 岩土体的渗透稳定性分析 9.1 概 述 9.2 岩土体的渗透性 9.3 渗透破坏的形式
9.4 渗透变形产生的条件 9.5 坝基渗透稳定性分析 9.6 渗透变形的防治措施 第10章 地基变形与滑移稳定
性分析 10.1 基本概念 10.2 地基最终沉降量计算 10.3 地基变形与时间的关系（渗透固结理论） 10.4 建筑
物地基容许变形值 10.5 地基承载力 10.6 软弱地基的变形问题 10.7 坝基岩体的稳定性问题 第11章 边坡
稳定性分析 11.1 概 述 11.2 边坡的变形与破坏 11.3 影响边坡稳定性的因素 11.4 边坡稳定性分析与评价
11.5 不稳定边坡的防治措施 第12章 地下工程围岩稳定性分析 12.1 基本概念 12.2 地下洞室开挖引起的围
岩应力重分布 12.3 地下洞室围岩的变形破坏 12.4 地下工程岩体稳定性的影响因素 12.5 水工隧洞围岩的
承载力 12.6 围岩稳定性的定量评价 12.7 改善地下工程岩体稳定性条件的措施 第13章 动力条件下的岩
土体稳定性分析 13.1 概 述 13.2 砂土地基的液化 13.3 动荷载作用下的岩土力学特征 第14章 区域地壳稳
定性分析 14.1 概 述 14.2 区域地壳稳定性研究的内容 14.3 区域地壳稳定性的研究方法 14.4 区域稳定性的
分级分区评价 第15章 水库环境工程地质问题分析 15.1 概 述 15.2 水库渗漏的工程地质分析 15.3 水库浸
没的工程地质条件分析 15.4 库岸稳定性分析 15.5 水库淤积的工程地质分析 第16章 水利工程中的地基
处理 16.1 土坝软基排水固结处理 16.2 水利工程中截渗墙防渗处理 16.3 高压固结灌浆 第17章 工程地质
信息获取与处理 17.1 概 述 17.2 工程地质信息获取的方法与手段 17.3 工程地质信息处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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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地层是指在一定地质时期内先后形成的具有一定层位的层状和非层状岩石的总称
。
它与岩层一词的区别主要是含有时间概念，同时一个地层单位可以包含数种岩性不同的岩层。
地质历史的划分主要是根据对地层的观察研究得来的。
岩性能说明该岩层形成时的自然地理环境，岩层中的构造形迹记录着地壳运动的情况，而岩层中的化
石能更清楚地说明生物进化、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
因此，一层层的岩石地层，就像是一页页记录着地质发展历史情况的书本。
 地层时代的划分和地质时代的划分是完全一致的，但单位名称不同。
与地质时代单位——宙、代、纪、世、期相对应，地层时代单位为宇、界、系、统、阶。
如寒武纪时期形成的地层称为寒武系等。
另外，表示时间的早、中、晚，在地层中则用下、中、上。
 此外，有些地区地层不含化石或很稀少；其时代不能准确划定，或该地区跨越不同的地质年代，因此
，只能根据岩性特征和沉积间断等情况来划分地层的单位和时代。
这种只限于在某个地区适用的划分，按级别由大到小称为群、组、段。
其中组是最常见的基本单位，群是最大的单位。
这种名称多用于寒武纪以前的变质岩地层。
如：泰山群、登封群等。
 此外，在分析地质构造时，必须首先查明地层的时代关系，才能进行。
在野外工作中确定地层的相对年代，即判别其新老关系，有下述几种方法。
 （1）地层层位法 在地壳表层广泛分布的沉积岩层，如未经剧烈构造变动，则位于下面的地层时代较
老，上面的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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