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质力学导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地质力学导论>>

13位ISBN编号：9787116005044

10位ISBN编号：7116005048

出版时间：1989-09

出版时间：地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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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力学导论>>

内容概要

内 　 容 提 要
《地质力学导论》是根据高等学校地质力学课程教学大纲编写的。
全书分十六章。

书中重点讲述了地质力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工作方法，并适当地反映了近代地质力学
研究的新成果与新进展，对一些探索性的问题也作了简要介绍。

本书可供高等院校地质力学专业使用，也可供地质学专业及有关找矿勘探、水文地质及工程地质
等类专业师生教学使用和参考，还可供野外地质工作者及有关研究生和科学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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