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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工程活动中，人类一直在同地表土层打交道，土力学就是伴随着工程实践发展起来的一门应用
力学分支。
但作为独立学科的土力学却是一门新学科，它诞生于1925年并从60年代起进入现代发展阶段。
该学科发展至今，其内容已相当广泛，但仍未形成成熟而完整的理论体系。
例如，许多理论问题特别是土的本构关系仍处于探索阶段；土动力学、土流变学、可靠性分析、非饱
和土力学等领域的研究不够普遍和深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很有限，有时不得不主要凭经验行事
。
可以这样说，原有的基本问题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实践又源源不断地提出新的土力学问题，如高土石
坝的裂缝问题；深大基坑的变形与稳定问题；筏基、箱基和桩基的地基承载力问题；重型厂房和超高
层建筑的地基变形问题等等。
　　本书旨在对高等土力学进行系统总结与阐释。
所谓高等土力学是相对于初等土力学而言的。
初等土力学主要包含经典土力学的基本部分，可用于解决饱和土的一些静力学问题，而且解决问题所
采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比较简单。
高等土力学的理论与方法会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刻，尤其包括初等土力学所不能容纳的非饱和土力学
、土动力学、土流变学以及可靠性分析等复杂内容。
很显然，为了保持学科理论体系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在《高等土力学》中部分重复初等土力学的内容
是必要的。
　　土力学是为建筑工程、水利工程、交通工程、地下工程、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等许多专业领域服务
的技术基础学科。
众所周知，在不同的领域中，土力学理论的应用可能有明显的差别，而且与土力学有关的专业技术标
准很多，我国技术标准的稳定性又较差，将理论与应用兼顾起来是有困难的。
《高等土力学》作为教程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通用性，并反映带有共性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本书重点阐述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同时传递研究与设计中的重要信息；反映国内外最新学术成就
，并指出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与方法。
编著者的意图在于使本书既可作为岩土工程、地质工程、结构工程、道路与桥隧工程、环境工程等专
业的研究生教材，也可作为科研人员和工程师的参考书。
　　土力学文献汗牛充栋，本书只列出权威性或开创性的文献。
笔者对被引用文献的作者或未被引用却给予启发的文献的作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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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土力学》系统、深入地阐述了土力学的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内容大致分为三
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土的基本力学性质、强度理论和本构理论；第二部分论述土力学计算理论与方
法，包括土体渗流计算、土体强度计算和土体变形计算；第三部分属于特种土力学，即土体动力分析
、土体流变分析、土体可靠性分析及非饱和土体分析。
　　《高等土力学》可作为教材，供岩土工程、地质工程、结构工程、道路与桥隧工程、环境工程等
专业的研究生使用，也可作为科研人员和工程师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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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谈到结构总是想到组成部分及其相互联结。
组成部分称为结构单元，它们是具有一定轮廓界限的受力单元；结构就是指结构单元的大小、形状、
排列与相互联结特征。
土的结构单元可以是单粒体，例如粒状颗粒、片状颗粒；可以是由黏土颗粒、胶粒状物质和极细粒状
颗粒聚集而成的聚集体或凝块；也可以是由单粒体外包裹黏土颗粒而形成的复合体颗粒。
聚集体和复合体颗粒可统称为团粒。
　　结构的定量研究（谭罗荣，1983；薛守义，1984；胡瑞林等，1995）已经取得相当进展。
采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可以对扫描电镜图像上的颗粒、孔隙等微结构特征进行统计分析，得到颗
粒定向度等信息。
采用x射线衍射仪也可以测量颗粒定向度。
现在，利用cT技术已能够观察试样受力变形过程中微观结构的变化，为将微观结构特征与力学性质联
系起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土的结构对其力学性质具有重要影响，原状试样与重塑试样具有不同的力学性质可充分说明这一
点，因为两者的物质组成和密实程度完全相同，力学性质上的差异显然源于结构上的差异。
　　粗粒土具有单粒结构，呈疏松或紧密状态。
由于颗粒较大，粒间作用力比重力小得多，所以粗粒土单个下沉并形成单粒结构，颗粒之间几乎没有
结构联结。
研究表明，砂土结构具有各向异性，各向异性的程度取决于颗粒的细长比（颗粒的长轴与短轴之比）
、细长颗粒含量以及应力历史等。
粗粒土密实度增大时颗粒择优定向的程度降低。
粉粒在水中沉积时，基本上是以单个颗粒下沉。
当碰上已沉积的土粒时，由于粒间引力大于重力，故土粒就停留在最初的接触点上不再下沉，形成具
有很大孑L隙的蜂窝结构。
　　到目前为止，对黏性土中颗粒间接触的性质并不很清楚。
单个黏粒能够长期悬浮在水中，故通常是黏粒凝聚成集合体下沉。
微观结构研究表明，黏土片通常是若干个堆叠在一起形成黏土畴。
畴内黏土片之间的联结力较弱，但一般不易被分离。
畴的尺寸也很小，只有用电子显微镜才能清楚地加以观察。
黏土畴的表面也带有负电荷，电荷来源于表面几层黏土片。
此外，黏土颗粒通常包裹在粗颗粒的表面。
根据黏土片之间的关系，可以划分出两种典型的结构，即絮凝结构和分散结构。
絮凝结构也称为片架结构，其特点是黏土片以边．面联结，颗粒呈随机排列。
分散结构也称为片堆结构，特点是以面一面联结为主，片状颗粒呈定向排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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