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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冻土试验与冻害调查》对作者在冻土勘察测试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
全书分上下两篇共八章：上篇着重介绍中俄原油管道沿线多年冻土勘察测试成果，内容包括多年冻土
地温观测资料、冻土未冻水含量的经验确定方法、估计冻土融沉性指标的经验公式和冻土热学指标数
据资料等；下篇主要介绍季冻区公路路基冻害钻探调查和现场观测数据资料、公路路基土冻胀敏感性
试验资料以及估计毛细水稳定上升高度和有害上升高度的经验公式。
书中原创资料丰富，同时将其与现有规范文献进行综合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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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上篇 冻土及其物理力学性质试验 第1章冻土概述 1.1冻土分布 1.2冻土地温 1.3冻土组成和构造 1.4
冻土中水的形态种类 1.5土中孔隙水的冻结特征 1.6冻土中未冻水和冰的动态平衡 1.7土冻结过程的水分
迁移和冻胀 第2章冻土基本物理指标和土质分类 2.1基本物理指标 2.2土质分类定名 第3章未冻水测试
3.1量热法测试原理和仪器设备 3.2试验结果和影响因素分析 3.3确定未冻水含量的经验公式 3.4量热法确
定未冻水含量的其他经验公式 3.5未冻水含量的其他测试方法简介 3.6测温法原理及其分析 3.7量热法与
测温法试验结果对比分析 第4章冻土融沉压缩性及分类 4.1冻土的融化下沉和计算公式 4.2冻土融化压缩
试验 4.3冻土融沉系数的经验确定方法 4.4确定融沉系数有关经验方法间的比较 4.5确定体积压缩系数的
经验方法 4.6多年冻土融沉性分类 第5章冻土的热学性质 5.1冻土的导热性质及经验值 5.2冻土导热系数
测试方法综述 5.3典型土料热流计法模拟试验结果 5.4典型土料热线法模拟试验 5.5正规状态法测量冻土
原状样导温系数 5.6冻土骨架比热容测试 参考文献 下篇季节冻土区公路路基冻害调查和试验观测研究 
第6章高速公路路基冻害钻探调查和现场观测 6.1野外调查和现场观测研究工作概况 6.2路基变形破坏状
况和因素分析 6.3道路冻深 6.4路基冻胀变形 6.5冻土融沉系数及其应用 6.6路基土中的水分迁移变化 第7
章土的冻胀敏感性和分类 7.1国内有关研究文献 7.2试验工作概况 7.3细粒土冻胀敏感性和分类 7.4粗粒
土冻胀试验数据和回归分析 7.5粗粒土冻胀性分类 7.6土质条件对砂土冻胀性的影响 7.7原状样的冻胀性
7.8细粒土法向冻胀力 第8章毛细水上升高度试验研究 8.1毛细水作用机理 8.2综合性试验研究工作概况
8.3试验曲线特性及影响因素 8.4毛细水稳定上升高度经验公式 8.5毛细水有害上升高度的确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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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6.4.3冻胀量沿冻深的分布 1.研究意义 早先，一般认为，随着冻结锋面的下移，下部
土层的冻结对地表冻胀量的贡献越来越小，以至于到某一冻结深度时可以忽略不计。
类似地，也曾提出过所谓主冻胀层在上部的概念。
 朱强等根据渠道冻胀试验研究成果提出，由于受各种因素影响，高冻胀层可以在冻深范围内的不同部
位，如上半部、下半部、中部和均布等类型，其中以前两种为多。
从而修正了早先概念，为渠道防冻设计提供了依据。
 对季冻区高速公路来说，冻胀沿冻深分布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为直接涉及防冻层设计，从而关系到
工程建设费用大小和道路运行好坏与使用寿命。
 两次冻害调查结果和两次现场观测资料都表明，路堑部位冻胀冻害往往比较严重，应该作为抗冻设计
重点预防地段。
 长余高速公路建设吸取长平高速等公路冻害调查经验，对路面已做了加强设计，防冻层比吉林省已有
长平、长吉和长营等高速公路都要厚，沥青混凝土面层、二灰碎石基层、各种稳定土底基层、砂砾防
冻垫层和砂砾防冻换填层总厚度已占去道路冻深的70％～80％。
因此，研究剩余冻深范围内土层的冻胀量及其对总冻胀的贡献大小，就成为检测防冻设计是否合理的
关键和积累防冻设计经验的有效途径。
 2.分层冻胀的计算 在长余高速公路上进行了两次冻深和表面冻胀观测，因而有一定条件进行冻胀量沿
冻深分布方面的分析探讨。
但由于没有分层观测资料，所以在分析探讨前必须作出一般都可以接受和比较符合实际的假设。
根据大庆姜洪举、程恩远基于野外观测资料提出的“已冻土的冻胀量很小，现场几乎观测不出来，对
工程问题来说基本可以忽略”的已有研究结论，假定：某一时段的地表冻胀增量与该时段内冻深增量
范围内土层的冻胀量相等。
有了这个假定，冻深范围内任一分层的冻胀量都可从地表两次冻胀观测差值得到，分层冻胀量与分层
厚度（冻深增量）之比即为现场分层冻胀率。
显然，观测次数适当多一些，这种估计就会精确些。
 上述大庆的研究结果是根据对天然土层的大量现场观测资料得出来的，其他一些相关研究也得出类似
的结论。
该结论对道路冻胀问题，特别是研究砂砾防冻层下残留土层冻胀大小问题尤为合适。
下面以2000～2001年观测1＃路段资料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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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冻土试验与冻害调查》可供工程建设各部门勘察、设计技术人员和大专院校工程地质、岩土工程、
道路工程等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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