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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面对土木工程类专业大学本科生的一本土力学教材。
根据编者长期教学的经验和体会，本书在编写中着重注意和体现了优化教材体系，精炼教材内容与突
出讲炼用结合。
　　（1）优化教材体系。
正如日本土力学家松冈元在自著土力学教材的前言中所述，“教科书不是他人和自己最新研究成果的
简单罗列，而应该是把已经成熟的成果加以系统地归纳和总结”。
在这里，首先是系统或体系，然后是把已经成熟的成果在这个系统或体系内加以正确地归纳和总结。
关于土力学的教材体系，在多年来的教学实践中，人们曾经试用过学科型的教材体系，工程型的教材
体系和专题型的教材体系。
在对它们总结分析的基础上，本书采用了一种崭新的教材体系，姑且将它称之为分析型的教材体系。
　　学科型的教材体系由土的物理性质到力学性质，到土中应力、地基承载力、土坡稳定分析、挡土
墙土压力，再到地基处理，它使得每一个问题都基本上成了相对独立的部分，学生常需要在有了一定
的土力学知识后才能寻找和体会它们中间的内部联系；它与学生们熟悉的数学、力学等课程的思考体
系明显不同，往往会由于不习惯而造成杂乱的感觉，约束了学生主动思考力的发挥；同时，教师在教
学中也难于在一个问题的讨论中从有关的多个方面、有联系地对土的变形强度问题作出分析，使得一
个本来受到多因素影响的问题暂时地丢开一些必要的延伸与对比。
　　工程型的教材体系是结合某个工程对象来讨论土力学的内容。
如在结合土坝工程讨论时，可以包括土料的选择（土的基本物理性质与工程），土坝的渗流计算（土
的渗透性与工程），土坝的坝坡稳定性分析（土的强度与工程），土坝的沉降计算（土的压缩、固结
与工程），水闸地基稳定性分析（地基的承载力，挡墙土压力与工程）。
这样的体系，一方面，一些土力学的内容难于组织到工程对象中去，另一方面，又与土坝设计的专业
课造成重复或脱节。
　　专题型的教材体系是在讲授了土的物理性质之后，再分别讨论土的渗透性与土体的渗透稳定性，
土的压缩性与土体的变形稳定性，土的抗剪性与土体的强度稳定性等问题。
这种体系将土性和土体的稳定性尽早地结合，使理论密切地与实际问题相联系，是它的一个的优点。
但它将渗透、抗剪与压缩等相互割裂，在一个相当长的学习期间还不能形成对土材料的完整认识，在
考虑具体问题时，也限制了在渗透、抗剪与压缩等有关问题之间作相互有联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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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编者根据自己长期教学的体会与经验，以优化教材体系、突出讲炼用结合为主要目标而编写的
一本土力学教材。
全书采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突出了“土力学研究土和土体变形强度特性规
律及其工程应用问题”的根本任务，建立了从揭示影响土变形强度特性变化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和
时间因素，到阐明土与力结合时在变形强度上的各类特性规律，再到应用土性规律解决各类工程土工
问题的具体方法、技术措施的新的教材体系，各章均包括了基本内容、小结、复习思考题与作业练习
题等四个部分，注意灵活应用由“是什么”到“为什么”的分析，以利于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
力。
    本书包括了绪论(第1章)；内在因素、外在因素、时间因素的分析(第2、3、4章)；土与力之间基本力
学规律与指标的分析(第5、6、7章)；土的静力、动力学特性规律在地基、土坡、支护结构设计计算中
的应用(第8、9、10章)和以“土力学走向实用”问题为重点的总结(第11章)，主要面对土木工程类专业
大学本科生，同时也可作为其他土工科技人员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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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符号表第1章  绪论  第1节  土力学  ——研究土和土体变形强度特性规律及其工程应用问题的学科  
第2节  土力学的重要性、对象特点、任务与学习方法  第3节  土力学的主要内容  第4节  土力学发展的
现状与趋势  第5节  小结  思考题  习题第2章  影响土变形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一)  ——内在因素(物质
结构因素)  第1节  概述  第2节  土物质结构因素的四类特性指标体系  第3节  土物质结构因素的三类相互
作用关系  第4节  基于物质结构因素的土工程分类方法  第5节  土物质结构因素基本土性指标的测算  
第6节  小结  思考题  习题第3章  影响土变形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二)  ——外在因素(环境条件因素)    
第1节  概述  第2节  加载与卸载及其作用  第3节  增、减湿及其作用  第4节  渗透力及其作用  第5节  动荷
载及其作用  第6节  主要公式的推导  第7节  小结  思考题  习题第4章  影响土变形强度变化的主要因素(
三)  一一时间因素(时间过程因素)    第1节  概述  第2节  土的固结  第3节  土的流变  第4节  小结  思考题  
习题第5章  土变形强度特性变化的主要规律(一)  ——压缩性、剪切性、渗透性、击实性的特性规律  
第1节  概述  第2节  法向应力与变形之间的关系  ——土的压缩特性规律  第3节  剪应力与抗剪强度之间
的关系  ——土的抗剪特性规律  第4节  渗透流速与水力梯度之间的关系  ——土的渗透特性规律  第5节  
击实功与压实密度之间的关系  ——土的压实特性规律  第6节  小结  思考题  习题第6章  土变形强度特性
变化的主要规律(二)  ——固结、静三轴、动三轴试验的规律  第l节  概述  第2节  变形量与时间之间的
关系  ——土的渗压固结特性规律  第3节  静力三轴(常规)应力与应变之间的关系  ——一土静力三轴应
力应变的特性规律  第4节  动力三轴应力与应变之间的关系  ——动三轴应力应变的特性规律  第5节  小
结  思考题  习题第7章  土的静力变形强度特性参数与规律在工程计算分析中的应用(一)  ——地基工程
问题  第1节  地基工程中的变形强度问题  第2节  地基中应力的计算  第3节  地基压缩变形量(基础沉降
量)的计算  第4节  地基固结过程(基础沉降过程)的计算  第5节  地基承载力的计算  第6节  地基增稳的途
径与措施  第7节  小结  思考题  习题第8章  土的静力变形强度特性参数与规律在工程计算分析中的应用(
二)  ——土坡工程问题  第1节  土坡工程中的变形强度问题  第2节  土坡沉降变形的计算  第3节  土坡沉
降变形过程的计算  第4节  土坡稳定性的计算  第5节  增强土坡稳定性的基本途径与措施  第6节  小结  思
考题  习题第9章  土的静力变形强度特性参数与规律在工程计算分析中的应用(三)  ——支护工程  第1节
 支护工程中土的变形强度问题  第2节  挡土墙上的土压力问题  第3节  板桩墙上的土压力问题  第4节  地
下埋管上的土压力问题  第5节  隧道(洞)衬砌结构上的土压力问题  第6节  小结  思考题  习题第10章  土
的动力变形强度特性参数与规律在工程计算分析中的应用  第1节  土木工程中土的动力变形强度问题  
第2节  地基的动承载力  第3节  地基液化可能性的分析  第4节  土坡的动力稳定性分析  第5节  挡土墙上
动土压力的分析  第6节  增强土体动力稳定性的基本途径与措施  第7节  小结  思考题  习题第11章  结论(
土力学走向实用的道路)    第1节  对土力学认识的简要回顾  第2节  土力学走向实用的道路  第3节  综合
作业题中英文对照名词索引(暂以章节先后为序)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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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土体的稳定性分析既应包括强度稳定性的分析，又应该包括变形稳定性的分析。
土体的变形强度稳定性需要包括静力条件下和动力条件下的分析（基础土力学常以静力条件为主）。
对于地基，主要是沉降、变形过程及承载力的计算分析；对于土坡，主要是变形及抗滑稳定性的计算
分析，对于挡墙、洞室和埋管，主要是作用土压力及稳定性的计算分析。
除了应该包括它们的基本理论外，针对各自的具体条件提出增稳措施，它是保证土体稳定性的重要环
节。
　　（5）土工试验是建立和发展土力学的基础和方法。
一般的土工试验包括土材料的试验和土体模型的试验；也包括室内的试验和现场试验。
基础土力学的土工试验以室内、材料的基本土工试验为主，以掌握土工试验的原则、方法和基本技能
为目的。
其他类型的土工试验，常与有特殊要求的实际工程问题和科学研究的内容相结合。
将土工试验和力学原理（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塑性力学、断裂力学、损伤力
学或破损力学）的逐渐有机地结合起来，是土力学解决工程问题（主要有地基、边坡、挡土墙以及洞
室等）和学科进一步发展的根本途径。
　　（6）土力学应该将学科特点、影响因素、力学特性规律和工程应用方法“四个部分”组成具有
连贯性的框架体系。
就学科特点，应该从“多孔、多相、松散”介质这一根本特点思考土力学问题；就影响因素，应该认
识内在因素、外在因素和时间因素对土性的本质作用；就力学特性规律，应该掌握土的压缩特性、抗
剪特性、渗透特性、压实特性、动力特性等方面的基本规律；就工程应用方法，应该解决地基的承载
力问题，土坡的稳定性问题，挡墙、洞室及埋管上的土压力问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土力学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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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