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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水下爆炸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
海战需要始终是这项研究最主要的驱动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的海战使人们的注意力又一次集中到水下爆炸问题上，一些国家（特别是美
国和苏联）专门设立了水下爆炸研究机构，广泛研究水下爆炸现象、理论和应用技术。
经过100多年，特别是近50年的研究，水下爆炸问题的研究得到了迅猛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也开展了该领域的广泛研究，特别是长江科学院、中科院力学所、航总702所等单
位做了大量的探索性研究。
早在20世纪60年代，P.Cole（1948）就对水下爆炸现象进行了分析归纳，系统总结和研究了水下冲击波
形成及传播理论、冲击波测量、界面效应等，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水下爆炸理论。
S.Temkin（1988）评述了小药量水下爆炸产生的压力脉冲的传播规律，肯定了非线性声学方法的实用
性，同时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忽略非线性效应。
B.Mehaute和S.Wang（1994）汇集了有关爆炸形成水下波系形成和传播的理论基础及实验结果，分析了
各种理论的适用条件。
而目前浅水中的爆炸作用研究仍然是个难点和热点。
近年来，在开展浅水中爆炸的相关试验过程中，遇到了爆炸冲击波以及聚能装药对浅水中障碍物的毁
伤作用问题。
此后，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收集研读相关的文献资料，期望能从中找到解释试验现象的机制
和理论分析方法。
目前国内仍未建立这方面较为系统的理论，难以满足认识相关问题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始了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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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论述了浅水中爆炸及其破坏效应的相关内容，主要包括：水下爆炸研究的发展概况、浅水
中爆炸冲击波理论、水下爆炸冲击波的边界效应、空化的形成、水下爆炸参数量测技术、水下爆炸数
值模拟研究、浅水中爆炸破坏效应等多方面内容。
书中包括了作者以及合作者近年来所获得的部分研究成果，相对于过去水下爆炸方面的出版物而言，
本书的针对性更强，它着力阐述了浅水中爆炸作用研究的新方法、新认识、新进展和新方向。
书中还特别对浅水中爆炸毁伤混凝土试件进行了理论，数值计算和试验研究，尤其是试验结果具有很
强的参考价值。
在强调基础理论和系统性的同时，着重反映了该领域的最新热点研究成果。
    本书可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尤其适合于爆炸理论，武器弹药设计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可以
作为高等院校相关专业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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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工作等，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数据，丰富了水下爆炸的理论并提高了工程实践水平，为水下爆炸
冲击波量测技术从传感器的选用、标定和系统的配置等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水下爆炸作用机理是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研究与探索的问题之一，与一般的陆上爆炸相比，水下爆炸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此外，水下爆炸对设备设施、爆炸材料、爆破技术要求比较高，在安全方面也有很严格的要求。
尤其是水下爆炸理论的实际水平与水下爆炸技术的发展和需求之间具有相当大的差距离。
由于水介质的特殊性以及其他影响水下爆炸产生的水下爆炸冲击波参数的外界因素（如水深、水底介
质、水底地形等）错综复杂，使得目前的研究手段仍然是以试验实测数据为基础，然后对物理现象进
行描述，通过分析所获得的试验数据而拟合特定条件下的经验公式，没有经过理论推敲，没有得到世
人所公认的较为合适的计算模型和公式。
目前这种状况下，人们进行水下爆炸、水下爆破时，仍然还是以经验为主，进行数值模拟或者小型试
验，在分析对比之后再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大规模爆破作业。
水下工程爆破是水下爆炸作用在工程上的应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施工手段，已经在航道和水利建设工
程中得到广泛使用。
随着水下施工技术的飞速发展，水下爆破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既涉及到各种条件下的水下爆炸效
应，又包括水底土岩地基和水工构筑物等各类水下工程爆破，在国防事业和经济建设中都显示出巨大
的作用，并逐渐成为一种高速、有效、经济的作业手段。
就国防事业而言，水下爆炸理论对于研制和优化水下兵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经济建设工程，水下爆破技术也在其中许多领域得到了应用。
例如，利用水下爆炸释放的巨大能量进行水下切割、焊接机械零件；新建港口、桥梁、水中建筑物等
的水下岩石基础爆破开挖；采用水压爆破方式拆除建筑物；利用水下爆炸产生的地震波进行物理勘探
等。
为了有效地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加强对水下爆炸作用和水下爆破原理的全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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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浅水中爆炸及其破坏效应》是由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浅水中爆炸及其破坏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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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