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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卫忠等著的这本《特殊地质与环境下地下工程稳定性研究》以我国交通、铁路、能源和矿山等领域
特殊地质与环境地下工程的本构模型、破坏机理等方面理论与应用为主题，重点阐述高原寒区低温相
变岩体的温度-渗流耦合机理、空气温度和湿度影响的风流场湍流模型、通风条件下冻岩隧道温度-渗
流-应力-损伤(THMD)耦合模型、防寒保温抗震材料的研究、地下工程地震动输入方式、震害及地下
工程的隔震和抗震技术。
本书强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论述寒区多场耦合理论、仿真成果及现场监测成果等方面，既考虑本
书作者所在学术团队的研究成果，又兼顾国内外该领域的最新研究现状与成果，使读者对该领域的研
究进展有全面的了解。

《特殊地质与环境下地下工程稳定性研究》适合水利、能源、矿山、交通、核废料处置等行业从事地
下工程相关研究的科研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相关专业教师、科研人员和研究生的
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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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力学与工程研究著作丛书》序
《岩石力学与工程研究著作丛书》编者的话
前言
第1章  绪论
  1.1  引言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1.2.1  岩石冻融特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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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地下结构抗震分析方法
第2章  含低温相变岩体温度-渗流耦合特性研究
  2.1  引言
  2.2  温度-渗流耦合模型
    2.2.1  理论基础
    2.2.2  岩体温度-渗流耦合模型推导
  2.3  温度-渗流耦合模型参数取值方法研究
    2.3.1  渗透系数
    2.3.2  密度
    2.3.3  等效体积热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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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温度-渗流耦合模型有效性验证
    2.4.1  试验概况
    2.4.2  有限元计算边界条件与参数取值
    2.4.3  有限元模拟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验证与分析
  2.5  含低温相变岩体温度-渗流耦合效应分析
    2.5.1  计算基本条件和参数
    2.5.2  计算结果
第3章  考虑空气温度和湿度影响的寒区隧道风流场湍流模型及其与围岩热交换规律研究
  3.1  引言
  3.2  考虑空气温度与湿度影响的隧道风流场湍流数学模型
    3.2.1  基本假定
    3.2.2  隧道风流场湍流控制方程推导
  3.3  湍流的数值模拟方法研究
    3.3.1  湍流数值模拟三大基本方法
    3.3.2  湍流控制方程的时均化处理
    3.3.3  基于湍流黏性系数法的kε两方程湍流模型
    3.3.4  低雷诺数kε模型与壁面函数法
  3.4  湍流条件下空气与围岩热交换规律研究
    3.4.1  总换热系数h研究现状
    3.4.2  温度壁面函数法
  3.5  数学模型有效性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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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损伤力学基础
    4.3.2  多次冻融循环损伤演化
    4.3.3  损伤本构模型与试验验证
第5章  通风条件下冻岩隧道温度-渗流-应力-损伤耦合模型及施工技术研究
  5.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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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1  基本假定
    5.3.2  温度场控制方程推导
    5.3.3  地下水渗流场控制方程推导
    5.3.4  岩体应力场控制方程推导
  5.4  数学模型有效性验证
    5.4.1  试验概况
    5.4.2  有限元计算定解条件与参数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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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低温淋水地段喷射混凝土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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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二衬模筑混凝土配合比设计与冬季施工温控技术研究
    5.6.1  嘎隆拉隧道二衬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5.6.2  二衬混凝土冬季施工温控技术研究
    5.6.3  二衬模筑混凝土施工工艺总结
第6章  高原寒区破碎地层隧道涌水规律及注浆堵水技术研究
  6.1  引言
  6.2  涌水特征与涌水规律研究
    6.2.1  嘎隆拉隧道进口端施工阶段渗漏水情况
    6.2.2  隧道施工期间水流量观测及其涌水特征分析
    6.2.3  基于裂隙网络模型的嘎隆拉隧道大涌水断面等效裂隙宽度研究
    6.2.4  基于数字图像处理技术的隧道洞口堆积体渗流特征分析
  6.3  高原寒区破碎地层隧道注浆堵水技术研究
    6.3.1  注浆参数及施工工艺调整试验
    6.3.2  嘎隆拉隧道注浆堵水方案数值模拟研究
第7章  防寒、抗震泡沫混凝土新材料特性研究
  7.1 引言
  7.2  高原寒区隧道保温及抗震材料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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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1  试验原材料
    7.2.2  试验设备
    7.2.3  试样制备方法
    7.2.4  试验方案
    7.2.5  正交试验结果与分析
  7.3  泡沫混凝土导热系数测试
    7.3.1  测试方法
    7.3.2  测试结果
  7.4  泡沫混凝土冻融劣化特性研究
    7.4.1  试验方案
    7.4.2  冻融次数对泡沫混凝土冻融劣化特性影响规律
    7.4.3  泡沫掺量对泡沫混凝土冻融劣化特性影响规律
    7.4.4  珍珠岩对泡沫混凝土冻融劣化特性影响规律
    7.4.5  聚丙烯纤维对泡沫混凝土冻融劣化特性影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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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  合理选择地震波的必要性
    8.2.2  地震波的选取和调整
    8.2.3  近断层地震动记录的人工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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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5  算例验证
  8.4  数值分析中的几个问题
    8.4.1  阻尼的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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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  地震波的基线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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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1  近断层地震动的模拟
    9.3.2  近断层地震与一般地震作用下洞室响应对比分析
    9.3.3  隧道进洞口活断层对隧道的影响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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