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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研究断续节理岩体裂隙在复杂应力状态下的扩展规律和锚杆的加固及止裂增韧机理，研
究节理面和岩桥的破坏过程、模式及其强度特性，岩锚共同作用及渐进破坏机理，建立锚杆加固止裂
的突变模型及加锚岩体的断裂损伤本构模型及相关的计算方法。
建立了加锚断续节理岩体稳定性计算分析方法；提出锚杆增韧止裂机理，并建立了增韧效果评价经验
公式；提出了锚杆控制裂纹失稳扩展的突变模型，为评价加锚岩体稳定性和提前采取合理加固措施提
供决策依据；开发了可有效考虑锚固效应的大型三维断裂损伤有限元程序，并应用于国内多个大型水
电与隧道工程中，取得显著效果。
为岩体工程稳定性评价和布锚参数优化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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