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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总结了近年来岩石力学与岩土工程领域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新成就、新进展，并展望了非线性岩石
力学与岩土工程学科发展的前景。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了岩土工程中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岩土工程中监测和加固新技术、岩土力学的基
础理论、试验和数值模拟方法和地下工程与基础及边坡工程四个方面的科研成果和工程技术进展，内
容丰富，实用性强，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这些论文汇集出版必将进一步推进我国岩石力学与岩土工程事业的发展。
　　本书可供土木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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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岩土工程中的重大关键技术问题钻爆法修建海底隧道的关键技术分析1. 引言世界上最早采用钻
爆法修建的海底隧道是20世纪40年代修建的关门海峡隧道；世界上最长的采用钻爆法修建的海底隧道
是日本的青函海底隧道；世界上采用钻爆法修建海底隧道最多的国家是挪威。
厦门翔安海底隧道则为我国的第一条海底隧道。
日本青函海底隧道由3条隧道组成，主隧道全长53.9km，其中海底部分23.3kin，陆上部分本州一侧
为13.6kin，北海道一侧为17km。
主隧道宽11. 9m，高9m，断面80m2。
除主隧道外，还有两条辅助坑道：一是调查海底地质用的先导坑道；二是搬运器材和运出砂石的作业
坑道。
先导坑道用于换气和排水，渗漏到隧道的海水会被引到先导坑道的水槽，然后再用高压泵排出地面。
作业坑道则用作列车修理和轨道维修的场所。
挪威有较长的海岸线及大量的海湾与岛屿，大多数人生活在海岸附近，因此修建了较多的海底隧道。
70年代末以来已建成约40多座海底隧道，总长超过100km，主要是公路隧道，其次是油／气管线隧道
及输水隧洞，而且均采用钻爆法施工。
挪威的海底隧道位于各种地质构造中，从典型的硬岩(如前寒武纪的片麻岩)到不坚实的千枚岩和质量
不良的片岩和页岩等，几乎所有隧道均穿过海底明显的软弱地带，许多海底隧道经过了十多年的研究
论证，均非常成功。
我国第一座跨海隧道——厦门翔安海底隧道为六车道高速公路隧道，长2×6050m，跨越海域长
约4200m，采用钻爆暗挖法修建，是我国大陆第一座海底隧道，也是目前世界上采用钻爆法施工的建
设规模最大的海底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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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第十届全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大会论文集》可供土木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第十届全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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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