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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岩体结构精细描述及其工程应》

前言

　　大型土木工程建设通常将岩体作为建筑物的地基和建筑物的环境。由于不同建造的岩体在漫长的
地质历史时期曾经历过多期的地质构造运动，以及浅表生地质作用的改造，岩体中广泛存在规模不等
、产状不同、性质各异的各类不连续面，或称之为结构面。正是由于这些结构面的存在，岩体具有显
著的结构特性，其主要特点是复杂性、非连续性、各向异性，以及力学响应的非线性特性，这些结构
特性构成岩体中的薄弱部位，成为控制岩体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
学者通过许多大型工程实践和一系列灾害性的岩体失稳事件逐步总结和认识到了岩体中的结构面对岩
体变形及稳定性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几十年来对岩体结构一直在进行研究。国际岩石力学学会
也曾对岩体结构的实验室试验和野外试验以及现场描述推荐过一些定量的指标体系。各国学者也曾在
结构面的几何特性、力学特性、结构面的网络模拟方面做过大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意义的成果。
但由于不同地区、不同建造和改造的岩体，其结构特征不同，因此，准确认识和描述岩体的结构和结
构面仍然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也是工程地质和岩石力学领域的前沿和热点课题。　　成都理工大
学黄润秋教授及其领导的课题组长期从事水电工程重大工程地质问题研究。他们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资助的基础上，结合长江三峡、金沙江溪洛渡、澜沧江小湾、黄河拉西瓦、雅砻江锦屏等大型水
电工程建设，选择“复杂岩体结构精细描述及其工程应用”这一热点问题作为攻关课题，历经近十年
，在大量扎实的野外工作基础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复杂岩体结构的精细描述与定量评价的方法，撰
写成这本系统专著。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复杂岩体结构的形成机理、岩体结构面的分级调查技术与
相应的指标体系，以及岩体中断续结构面（基体裂隙）参数的调查测量与评价方法。特别是针对玄武
岩体中发育的大型缓倾层间、层内错动型结构面，提出了其结构面分类体系及工程应用的评价方法。
在基体结构面参数的概率模型估计，尤其是迹长和连通率这两个重要参数的估计方面取得了具有重要
创新意义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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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杂岩体结构精细描述及其工程应用》在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数理分析手段，
立足于复杂岩体结构的精细描述，提出适用于工程的复杂岩体结构面描述体系，并进一步讨论其工程
应用。《复杂岩体结构精细描述及其工程应用》共分12章。第1章至第6章主要论述岩体结构的形成机
理分析，岩体结构面分级及调查技术，层间结构面分析，层内结构面工程特性研究，岩体结构的分析
方法；第7章至第12章介绍了基体结构面调查与描述的普遍测网法，侧裂面调查与描述，基体结构面二
维、三维连通率研究，信息复杂岩体信息系统和三维可视化模型。
《复杂岩体结构精细描述及其工程应用》可供土木工程、地质工程、岩石力学等专业的科技人员及高
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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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本书从岩体结构的地质成因出发，以对结构面的深入和精细描述为目标，结合大型工程实践，较
为系统地研究了复杂岩体结构的形成机理、结构面的工程地质分级以及描述指标体系；针对短迹长的
基体结构面，系统地建立了其野外数据采集与分析评价方法，提出了从确定性模型到随机模型多种结
构面参数的估计途径和模型；结合金沙江溪洛渡、长江三峡等大型水电工程实践，进行了有针对性的
应用研究，为解决工程所涉及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可靠的依据。　　在研究期间（1995
～2002），我们共收集野外测量与观测数据30余万个，形成各种分析数据近百万个，取得了以下主要
的成果：　　1）结合大型工程实践，较为系统地阐明了复杂岩体结构形成的原生建造、构造改造、
时效变形三阶段的演化与发展历史；尤其是从河谷发育的动力学过程出发，深入揭示了岩体结构的表
生改造机理和表生改造对结构面工程地质性状的影响，总结了河谷边坡表生改造卸荷带的形成规律；
通过室内卸荷岩石力学实验，模拟再现了表生改造破裂机理及其与河谷下切卸荷过程的关系。　　2
）从系统工程地质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结构面的工程地质分级，针对不同级别的结构面，提出了其
描述的指标体系；尤其是对花岗岩和玄武岩地区结构面的描述和非夹泥型结构面的描述，既充分考虑
了结构面的地质属性，同时又体现了其工程属性。　　3）针对玄武岩地区层间和层内错动带的普遍
性和特殊性，本书以结构面的地质成因为基础，结合金沙江溪洛渡水电站工程的具体实践，提出了这
类结构面分类体系及工程应用的评价方法，较为系统地阐明了这两类结构面的发育分布规律和结构面
特征参数的变化规律，尤其是结合这两类结构面的工程适宜性评价，提出了控制性结构面的提取途径
和与工程相关的结构面参数的提取与评价方法。　　4）从不同的适宜条件和目的出发，提出了基体
结构面调查的普遍测网法、全迹长调查法、迹长估计法等。普遍测网法用来对坝区节理进行系统测量
和全面的控制，建立研究区基体结构面各类参数系统的统计模型；全迹长调查法用来针对某一特定方
向的基体裂隙进行全迹长测量，以确定该方向节理组迹长和连通率；迹长估计法是基于窗口法对节理
迹长的估计能力，对基体裂隙的迹长和连通率进行概率模型估算。本书给出了以上各种方法的野外工
作程序、数据采集与收集、数据处理与评价方法等，并针对普遍测网法，开发了结构面信息管理与数
据处理的ROCK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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