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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跨度隧道施工力学行为及衬砌裂缝产生机理是困扰隧道科技工作者的一个难题。
作者借助于数值分析，针对工程中常见的II、III、IV和V级围岩中大跨度单拱和边拱隧道施工的力学行
进行了较深入研究。
通过研究得到了不同级别围岩中大跨度隧道的合理开挖顺序。
隧道渗透水是影响隧道安全运营和结构稳定的主要不利因素，而初砌开裂是引起渗漏水的主要原因。
本书结合沙坝隧道分析了倾斜岩层中衬砌开裂机理及其承载能力，并提出了相应的处治措施。
　　本书通俗易懂，实用性强，可供隧道工程界的工程技术人员、科技人员及高校师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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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不同断面大跨度隧道的力学特性　　2.1　简述　　地下硐室一般都修建在天然岩体之中
，在岩体工程开挖之前的岩体或者在岩体工程影响区之外的岩体中都存在着初始地应力场。
在岩体内开挖地下硐室必然扰动或破坏原先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初始地应力场，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引
起地应力的重新分布，并且导致岩体发生某种程度变形。
在岩体内开挖地下硐室，由于破坏了已有的地应力平衡状态，而引起地应力重新分布，致使围岩将在
径向、切向分别发生引张及压缩变形，因此使得原来的径向压应力降低，而切向压应力升高，这种压
应力降低和升高现象随着远离硐室壁而逐渐减弱，以至于达到一定距离后消失。
通常，将这种应力重分布所波及的岩石称之为围岩，围岩中的初始地应力状态叫一次应力，重分布后
的地应力状态叫二次应力或围岩应力。
　　依据岩体中初始地应力场产生的主要因素，可以将岩体中初始地应力场划分为两大组成部分，即
自重应力场和构造应力场，二者叠加起来变构成岩体初始地应力场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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