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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计算机智能计算方法的不断进步和现场观测手段以及观测精度的不断提高，根据现场观测数
据进行岩土力学模型参数反演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根据反演的岩土力学模型参数进行反馈设计，可
以不断完善和修正原来的工程设计参数。
最优估计的岩土力学模型参数是通过比较现场观测到的信息数据与理论模型得到的模型数据的差异而
得到的通过定义目标函数。
将参数识别反问题转化为优化问题处理基于梯度搜索方法的参数反演方法缺陷在于无法保证搜索到全
局最优解，其主要原因在于观测误差的存在和模型误差的存在Tihonov（1963）证明，如果正问题
（Forward Problem）是线性的，那么，反问题的解存在、唯一并且连续地依赖于观测数据（稳定）关
于地下水反问题和热传导反问题以及位移反分析的数值反演试验发现，当正问题是线性时，如果当不
考虑观测数据的观测误差时，反问题的解是唯一的，也就是说，目标函数是凸函数，正如Tihonov所指
出的那样：但是、当考虑到观测数据的观测误差时，即使正问题是线性的，反问题的目标函数是非凸
的，反问题解是不唯一的。
观测误差越大，目标函数的局部极小值数目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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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深入、系统地介绍了岩土力学模型参数的智能反演原理、方法、算法的实现及其工程应用，旨在
使读者了解参数反演的工程背景和研究对象，理解和熟悉智能计算的基本原理和算法，掌握基于智能
计算的参数反演的基本构架和方法，为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和工程应用打下基础。
    本书可供岩土工程、水利工程、地下工程、土木工程、交通工程、采矿工程、地质工程、工程力学
等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教师的参考书，还可以供从事智能计算与优化的研究人员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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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智能计算与参数反演概述　　1.1　参数反演的工程背景　　岩体的变形和受力状态分析
的难题之一便是如何恰当的估计岩体的力学参数和岩体的初始应力场。
毫无疑问，实验室测试和现场试验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但是以上两种方法各有其局限性，比
如由于岩体的非均匀特性（节理和裂隙的影响），基于实验室室内小试样的测试或局部的有限的现场
试验得到的岩体力学参数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并且实验结果代表性不强、数据离散，使得与实际的岩
体力学参数有较大的偏差，进而导致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这些参数所计算的理论分析结果（例如位移、
扬压力和应力等）与现场实测值有较大的误差。
无疑，这对岩石力学理论的发展和实际工程应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为了弥补上述方法的不足，采用反分析方法根据岩体变形的观测信息或扬压力水头的观测数据，进一
步修正岩体的弹塑性参数或渗透系数，才能够使得岩体变形或扬压力水头预报值与观测值更好的一致
，有效的解决岩石力学理论与岩土工程实践脱节的问题。
反分析方法为合理确定岩体的弹塑性参数和初始应力场或渗透系数提供了另一条有效的途径。
目前，岩土工程反问题研究已经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今天，世界上各种科学技术相互交叉、渗透，许多研究课题已经不能单靠一个领域的理论和方法能够
解决，许多边缘学科正是多个领域交叉发展的结果，基于计算智能的岩土力学参数反演方法就是其中
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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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智能计算的岩土力学模型参数反演理论和方法是智能算法、非线性科学、系统科学、不确定
性科学与岩石力学和土力学交叉融合发展起来的新兴边缘分支科学。
《智能计算与参数反演》一书详尽地论述了基于智能计算的参数反演的基本原理和算法的实现，其显
著特点在于理论上的系统性和方法的实用性，书中提供了大量的数值算例和工程应用实例，强调如何
应用最新的智能算法建立岩土力学模型参数反演模型与方法以及解决岩土工程中遇到的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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