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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地下工程问题智能评估、地下工程时间序列预测与控制、地下工程参数的智能识别和
施工方案智能优化以及地下工程反馈分析集成智能系统等前沿的地下工程智能反馈分析方法，并介绍
这些方法在水电地下厂房及交通隧道等工程建设中的应用。

　　本书可供岩土工程、结构工程、水利工程、交通工程和采矿工程等专业的高校教师、科研人员与
工程技术人员阅读参考，也可作为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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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谙，男，1971年生，博士，大连海事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岩石力学学会会员，中国岩
石力学学会东北分会理事，入选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人层次。
主要研究方向为复杂条件下地下工程灾害机理与控制。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项，主持博士一等科学基金和博士后特别资助基金各1项，主持或参加其他各
类的纵横向课题18项。
在《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等学术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80多篇，其
中3篇被SCI收录，52篇被EI收录。
获得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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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修建环境越来越复杂。
以海底隧道为例，由于在空间利用、经济性和抗御灾害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海底隧道逐渐成为主
要的跨海通道方式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近百年来国内外已建的海底隧道逾百座。
我国目前已在建厦门东通道翔安海底隧道、青岛胶州湾海底隧道、大连湾海底隧道，在未来20-30年内
将考虑建造多条海底隧道，包括上海到宁波的杭州海湾工程、大连－蓬莱跨海工程、广东－海南的琼
州海峡跨海工程、福建－台湾的台湾海峡跨海工程等”’。
由于深埋于海水下，海底隧道存在着高孔隙水压力和高渗流梯度的特点，并且面临海水的腐蚀问题，
给海下工程修建期间的安全性和耐久性带来很大的困难。
　　综上所述，地下工程固有的不确定性以及在规模、深度及环境诸多方面的复杂性，为其修建和运
营带来了新的挑战。
　　地下工程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存在着理论远落后于实践的特点。
一方面，随着开挖装备技术和新奥法为代表的现代施工工艺的发展，地下工程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隧道工程计算沿用的结构力学荷载结构法，由于采用了太多的假设和简化，不能适应实
际的复杂工程。
很久以来沿用的经验类比的方法有很大的人为盲目性，有时为了确保安全，不惜加大安全系数，也造
成很大的经济浪费。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计算科学的发展，以有限元、有限差分、离散元、流形元等为代表的数值
模拟方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复杂的地下工程计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地下工程数值模拟呈现从二维到三维、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单机计算到并行计算的趋势，已经能够
完成岩土结构足够复杂的大规模精细计算。
岩石力学理论和地下工程分析方法建立在系统假设已知的前提下，但遗憾的是在开工之前这种系统的
已知性是很难保证的。
由于岩土体的非确定性和复杂性，数值模拟面临着参数和本构模型不准的瓶颈问题，使其计算准确性
受到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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