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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岩体力学的基本理论及其工程应用，简明扼要叙述了作为岩体力学理论基础的弹塑性理论
、强度理论和流变理论；介绍了岩体中不连续面和含有不连续面的非均匀岩体的力学特征；以及如何
根据岩体力学特性以及工程与岩体相互作用关系，建立简单实用的力学模型，把固体力学相关分支融
人岩体力学，并纳人工程应用。

　　本书工程应用部分理论与工程紧密结合，着重介绍压力隧洞，隧洞围岩稳定性和重力坝坝基稳定
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对生产单位和研究单位工作人员有一定参考价值，亦可供研究生和本科生作为教
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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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6岩体力学模型的建立　　6.1 引言　　岩体是最不均匀的介质之一。
在地壳中，岩体的不均匀性由断层、层面、软弱夹层、节理、裂隙等不连续面造成。
　　这些不连续面使得岩体的力学性质十分复杂，在建立岩体力学模型时必须考虑它们。
同时还要考虑被研究岩体范围的大小，处在不同的地质背景中，岩体的力学性质差别很大。
岩体的力学性质可能分别呈各向同性弹性、各向异性弹性、弹塑性、流变性和脆性断裂。
不均匀岩体的力学性质受应力历史、加载途径、应力水平和不连续面尺度的影响。
岩块可能呈各向同性线弹性，稍大一些范围的岩体可能呈各向异性弹塑性。
在坝基、拱坝坝肩和地下结构稳定分析中还要考虑断层、层面和软弱夹层等不连续面的影响。
　　岩体的力学性质是随机分布的。
建立岩体统计力学模型，能够反映岩体中不连续面的存在，也是对不连续介质的“连续化”。
统计力学模型是从许多局部去看整体。
如果岩体内部的不均匀“点”高度无序排列，就可能用局部性质去代替整体性质，岩体就可以看成均
匀介质。
如果岩体中需要考虑的是少数几个较长的不连续面，或特殊部分的节理裂隙，建立统计力学模型就比
较困难。
对于这种情况需要对不连续面单独的处理。
　　因此，从根本上讲岩体应该建立统计力学模型。
均匀模型和不连续模型是统计模型的两个极端。
在工程实践中用得最多的也是把岩体力学性质典型化以后分别当均匀介质处理和个别处理不连续面。
这样，固体力学的各个分支在岩体力学中就有了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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