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林木根系固土力学机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林木根系固土力学机制>>

13位ISBN编号：9787030203915

10位ISBN编号：7030203917

出版时间：2008-3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陈丽华  等著

页数：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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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木根系固土力学机制>>

内容概要

　　植物根系固土是近年来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问题，受到广泛关注。
本书基于弹塑性力学、土力学、水土保持学、森林生态学、数学等原理和方法，采用野外实验与室内
实验相结合、实验测定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技术路线，通过调查分析我国黄土高原地区主要造林树种
——刺槐、油松的根系形态分布规律，构建了这两个树种根系形态分布模型；在研究油松根系应力应
变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油松根系的本构模型；通过对刺槐、油松根系与黄土接触面单元摩阻特性的
实验研究，揭示了影响根土接触面摩阻特性的因素，确定了接触面单元的本构模型；采用三轴实验，
分析了水平、垂直、复合加根方式对根一土复合体应力应变的影响；运用有限元方法，模拟了根一土
复合体的位移场、应力场，分析了单株造林和群株群根对土体应力、应变的影响；揭示了根土相互物
理作用的机制，为评估根系对非饱和土土坡稳定性的影响和进行边坡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本书可作为科研院所林学、水土保持等专业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林业、水土保持、生态、
环境等方面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本科生的主要参考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林木根系固土力学机制>>

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1章　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1.1　根系的研究历史　1.2　根系固土　　1.2.1　研究概述　
　1.2.2　根系抗拉　　1.2.3　根系锚固作用　　1.2.4　根系一土壤复合体抗剪强度　1.3　存在的主要
问题与发展趋势第2章　林木根系固土的力学基础　2.1　加筋理论　　2.1.1　根土复合体的强度特性
及破坏模式　　2.1.2　根土复合体的根土相互作用理论　2.2　锚固理论　2.3　根系固土研究模型　
　2.3.1　须根理论模型（w氏模型）　　2.3.2　垂直根系木本植物根-土相互作用力学模型　　2.3.3　
水平根系根一土相互作用力学模型第3章　实验材料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地区概况　　3.1.1　土壤
状况　　3.1.2　气象与水文　　3.1.3　植被　　3.1.4　土壤侵蚀　3.2　研究树种的选择　3.3　研究方
法　　3.3.1　林木根系形态分布　　3.3.2　树木根系拉伸试验　　3.3.3　根系与土的接触面特性试验
　　3.3.4　根土复合体的抗剪切试验第4章　林木根系形态分布　4.1　林木根系形态和根型　4.2　林
木根系形态特征　　4.2.1　各种形态根系的数量特征　　4.2.2　水平根和垂直根基部直径与胸径关系
　　4.2.3　水平根和主根不同长度部位直径变化规律　　4.2.4　单株根系生物量及相对生长模型　4.3
　林木根系形态模型　　4.3.1　模型描述　　4.3.2　方法评价　　4.3.3　模型拟合第5章　林木单根抗
拉强度　5.1　根系受拉应力一应变关系分析　5.2　林木根系本构模型　　5.2.1　双曲线模型　　5.2.2
　二阶抛物线模型　　5.2.3　三阶抛物线模型　5.3　影响根系抗拉特性的主要因素　　5.3.1　根系外
在形态特性　　5.3.2　根径　　5.3.3　根长第6章　根土复合体的抗剪强度　6.1　根系与土壤接触面特
性　　6.1.1　不同因素对根土接触面摩阻特性的影响　　　6.1.2　根土接触面应力一应变关系　6.2　
根土复合体抗剪强度特性分析　　6.2.1　根系对土体抗剪强度的影响　　6.2.2　根土复合体的抗剪强
度分析　　6.2.3　根土复合体抗剪强度的多因素方差分析　6.3　根土复合体强度特性分析　　6.3.1　
根系对应力一应变关系的影响　　6.3.2　根土复合体极限主应力差分析　　6.3.3　根系固土效果评价
第7章　林木荷载下土体应力分布研究　7.1　计算理论　　7.1.1　计算模型　　7.1.2　基本假定　
　7.1.3　计算参数的确定　7.2　林木荷载下土体应力分布　　7.2.1　单株林木荷载　　7.2.2　不同造
林方式　　7.2.3　不同林龄第8章　林木根系固土的有限元数值模拟主要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林木根系固土力学机制>>

章节摘录

　　第1章　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根系是植物直接与土壤接触的器官，根系在不断地从土壤中获
得养分和水分满足植物生长发育，又直接参与土壤中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两大生态过程，对土壤结构
的改善、肥力的发展和土壤生产力的发挥起着重要的作用的同时，还具有支撑树体与固持土体的重要
作用（刘建军，1998）。
近30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根系固土研究成为根系研究的热点，根系
固土力学机制研究成为一个正在展的具有学科交叉性的新领域。
　　1.1　根系的研究历史　　国外对植物根系进行的系统研究可追溯到18世纪20年代英国对栽培植物
根系利用土壤空间范围所进行的探讨。
Ha1es（1727）应用简单挖掘技术挖掘出栽培作物的根系，进行了形态学的观察，并测定其重量和长度
。
然而，对根系开展广泛研究是在19世纪后半叶农业重视矿物质肥料的施用之后（薛文鹏，2003）。
Miller（1974）在《根的植物学与形态学》一书中的引用了2975篇论文，有2900篇是1890年以后发表的
，可见与植物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根系是19世纪末开始的（刘晓冰等，2001）。
当时，德国、美国及俄国应用不同的方法，对农作物、果树、林木和草本植物根系进行了经典的野外
观察研究，主要对根毛的形成、根的生长、无机养分的吸收及与根形成有关的植物激素等方面开展了
研究。
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也曾对根的生产运动做过研究。
对根系的初期研究大多数是针对单根的生长生理学的研究（薛文鹏，2003）。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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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木根系固土力学机制》可作为科研院所林学、水土保持等专业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从事林
业、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等方面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和本科生的主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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