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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六
·

重大工程中的关键力学问题

与会专家建议优先发展领域如下
:

1 大跨
、

高耸结构风工程力学 ; 2 大型复杂工程结构的抗震动力分析与控制 , 3 结构系

统可靠度和结构安全评定 ; 4 机械工程中的非线性动力学振动与控制
;

统 )的藕合动力学 ; 6 能源动力装置流场结构分析和新流型研究 ; 7

5 大型机电设备 (系

非牛顿多相流体管道输

运的研究 ; 8

性控制 ; 10

工程岩体的典型地质结构分析及力学效应
; 9 岩土工程结构状态的预测与稳定

高速列车的特殊力学问题 ; n 风暴海况下工程结构的力学行为
。

大型岩体工程中的工程地质力学问题

孙玉科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

广州 51 03 01 )

1 国内外大型工程发展概况

到 2 0 0 0 年
,

人类对空间的利用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工商业的发展
,

人 口 的增长和土

地面积限制
,

人类将依靠近代的科学技术向地球争取空间
:

扩展地表向高空发展
;
向深层地下

空间开发
;
向海洋筑造海上空间等等

。

1
.

1 超高层建筑 发达国家把高层建筑视为展示本国技术和经济实力的一种标志
。

目前

已建成的最高建筑是美国芝加哥的希尔斯大厦
,

高度为 4 43 米
。

现美国和 日本又计划建造高度

为 70 0 米至 8 00 米的塔楼
,

试图做出更令人震惊的世界奇观
。

我国城市人 口密集
,

建设用地紧

张
,

人 口密度比发达国家高 4一 8 倍
,

人均建设用地只有发达国家大城市的 1 4/ 一 l 5/
。

又由于

我国沿海城市经济发达
,

人口更为集中
,

所以
,

今后高层建筑发展是必然趋势
。

需要突破的难题
:

抗震和耐震结构 ;高强度和高耐久性材料
;
地基与基础整体抗震性能

;
地

基持力层及不均匀沉降间题
。

1
.

2 大深度地卞铁路设施 大深度地下铁路设施是在不影响现存地面设施的情况下
,

在地下铺设地下铁路和地下公路
。

我国北京地铁属浅层地下铁路工程
,

其它城市则刚刚起步
,

2 0 0 0 年后将会有较快的发展
。

为此
,

进行深层地下铁路的先期研究是必要的
。

需要解决的难

题
:

地下深部不同岩土的隧道施工技术
;
地下水渗透

、

温度
、

地压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与地铁隧

道的作用
;
深层构造断裂问题

,

等等
。

1
.

3 无盆力地下实验设施 无重力地下实验设施是利用物体自由落下过程中的无重力

状态而开展各项实验的设施
。

为获得有效的无重力时间
,

要在地下建造深度 50 0 米以上的竖

井
,

并用线性马达控制在竖井中落下的物体
。

实验内容包括检查在空间中使用的机器的动作
,

观察物理现象以及材料的溶解和凝固现象
,

这对于将来在宇宙空间建设实验设施和生产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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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要意义
。

目前
,

日本在无重力地下实验设施的开发研究居领先地位
,

预计在 2 0 0 5 年可达

到实用化阶段
。

需解决的难题
:

竖井内环境控制技术
,

如重力
、

磁力
、

地应力
、

温度等地下环境

问题
。

1
.

4 大型水电工程 我国水 电资源丰富
,

居世界首位
。

理论总蕴藏量为 6
.

76 亿千瓦
,

可

开发的为 3
.

79 亿千瓦
,

而实际现 已开发的大约只有其中的 7%
。

工业发达的国家达到 40 %
,

有

的 已达到 80 一 90 %
。

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
,

如巴西
、

印度
、

墨西哥
、

土耳其
、

埃及等已达到 10 一

20 % 或更多
。

所以
,

今后的较长时期还是要优先发展水 电工程
。

发展水电工程
,

特别是兴建

1 50 一 2 0 0米的高坝
,

库容大
,

将会出现一系列的工程地质与岩体力学 问题
,

如复杂岩坝基稳定

问题
;
大跨度

、

高边墙地下厂房的围岩稳定问题
;
库岸滑坡问题

;
水库诱发地震问题

,

等等
。

1
.

5 大型矿山工程 我国矿山工程的特点是
,

地质条件复杂
,

开采深度愈来愈深
,

露天采

矿发展迅速
,

矿山环境问题逐渐显露
。

目前
,

我国大型露天矿采深一般达 3 00 一 40 0米
,

最深的

已超过千米
。

深部采矿 出现的主要工程地质力学间题
:

高边坡岩体变形破坏问题
;
地下采矿的

高地应力
、

高地温
、

软岩及破碎岩的井巷围岩变形问题
;
硬岩岩爆问题

。

1
.

6 深海油气开发工程 世界上约有 50 % 以上 的油气资源储存在海底
。

当前
,

海上石油

勘探钻井的最大水深 已接近 2 0 0 0 米
,

油气生产平台水深 已超过 3 00 米
。

我 国有广阔的大陆

架
,

据估计海下石油占总储量的 25 %左右
。

据近几年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所在曾母暗沙海域

进行的地球物理勘测证实
,

曾母暗沙盆地含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

约为大庆油田的两倍
。

因此我

国油气勘探和开发的重点将逐步由陆地向海洋发展
,

同时由浅海逐步向深海和远海发展
。

深海油气开发工程需要解决的难题
:

深海及海底环境研究
;
深海工程结构力学问题

; 海底

工程结构的损伤
、

疲劳
、

寿命预测问题
,

等等
。

1
.

7 海湾人工岛— 海上城市 日本在东京以南 50 一 1 00 英里的海面上
,

兴建海上城市
“

信息城
” ,

建筑面积 16 平方公里
,

分四层
:

底层是公用事业区
;
第二层是住宅 区

,

可容纳 1 00 万

人 ;
第三层是行政机关和高技术工业区

;
最顶层设有机场和娱乐设施的绿化场

。

整个城市建在

1 万根主柱上
,

每根主柱都安装了消震器
,

能承受强台风的袭击
。

我国南沙群岛海域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和海洋渔产资源
,

要进行生产性的开发
,

就需在岛礁

上兴建房屋
,

做为生产和居住的中间性的基地
,

这是完全可行的
。

据台湾报道
:

台湾官员建议
,

台北应在有争议的南沙群岛建立空军基地和码头
,

加强海军巡逻力量
。

我国第一座人工岛是

张巨河人工岛
,

位于河北省黄弊市歧 口镇
,

距海岸 4 0 0 0 多米
。

人工岛为圆形
,

直径 63
.

6 米
,

面

积 2 8 2 6 平方米
,

能打油井 72 口
。

该岛为沉箱式钢结构
,

总高度 n 米
,

其中沉入海滩中 3 米
,

总

重量 70 0 吨
。

显然
,

这是一个很小的人工岛
。

但它说明了我国人工岛工程有了起步
。

主要的工程地质力学问题
:

地基下沉预测间题
;
地震对人工岛的作用间题

。

2 工程地质力学的几个墓础性问题

大型工程中有很多科研课题
,

涉及很多学科
。

本文所指的是工程地质力学方面与岩石力学

和工程力学有密切关系的课题
。

现在
,

工程地质工作者和岩石力学工作者对岩体的基本特性

的认识是接近一致的
。

他们都认为岩体具有不均匀性
、

不连续性
、

多变性
、

随机性等
。

为了研究

岩体的性质
,

除应用固体力学理论外
,

还吸收了其它一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

如概率理论
、

模糊

理论
、

灰色系统理论
,

分维几何理论等
。

在岩体稳定性分析方面
,

引用了有限单元法
、

边界元法
、

离散元法
。

这些对解决岩体工程问题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但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还没有新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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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

我认为还是应从第一性的认识问题开始
,

深入到岩体中去
,

到 自然界去寻找原因
。

现提出

以下四个方面的第一性间题
。

2
.

1 结构面的不连续性问题 从工程地质力学观点
,

把岩体中存在的各种断层面
、

层理

面
、

不整合面
、

节理面
、

风化裂隙面等统称为结构面
。

这些结构面在岩体中对岩体力学强度
,

岩

体变形破坏起相当大的控制作用
。

所以
,

结构面在岩体中是连续还是不连续是非常重要的
。

迄

今
,

对结构面的不连续性尚没有一个明确的定量标准
,

缺乏严格的科学定义
。

解决这个问题的

难度
,

首先是如何实测岩体中的不连续结构面问题 ;其次是对不连续结构面取样进行力学实验

问题 ;还有结构面的不连续性与工程规模的相关关系间题
。

2
.

2 岩体结构与工程尺度的相关关系 工程地质力学所论述的岩体结构概念
,

已被工程

地质界和岩石力学界所接受
,

并对岩体结构的力学性质研究有所发展
。

但仍有难题没有突破
,

这就是岩体结构与工程尺度的相关关系问题
。

在相 同的岩体结构条件下
,

由于工程尺度的不

同
,

岩体结构在工程岩体中所产生的效应是完全不同的
。

如工程尺度较小时
,

工程的岩体结构

可称为整体结构 ;工程尺度扩大
,

工程的岩体结构可称为块体结构 ;工程尺度再扩大则可称为

碎裂结构
;
当工程尺度再继续扩大

,

则工程的岩体结构可称为散体结构
。

由于岩体结构的类型

不同
,

所要建立的岩体力学模型也随之有所不同
。

如整体结构可视为近似理想的弹性介质模

型
,

而散体结构可视为近似的塑性介质模型
,

但岩体的自身性质并没有变化
。

由此可见
,

正确地

建立岩体结构与工程尺度的相关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

是需要突破的一大难题
。

2
.

3 地应力问题 地应力对工程岩体的变形与破坏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

如我国某露天矿

高边坡采场中
,

由于地应力作用
,

产生了大变形和在地表上出现大开裂现象
;
在巷道开拓中

,

由

于地应力作用
,

巷道变形与破坏严重
,

经多次返修
,

大变形仍在继续
。

对这种岩体变形与破坏
,

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

从 50 年代起
,

一些发达国家做了大量的地应力研究工作
,

对地应力测

量技术的发展和实测资料的积累
、

为地应力的研究开创了新的局面
,

在工程建设中发挥了应有

的效益
。

但这仅局限于对测点资料的分析
,

对总体上的地应力场研究还很不够
。

近十多年来
,

我国在地应力的成因
,

区域构造应力场
,

地应力量测技术方面都有很大的进

展
。

今后应着重在区域构造应力场研究与工程区实测点地应场的研究相结合
,

可能会创造出新

的成果和新的突破
。

区域构造应力场的研究
,

要从宏观的大构造区应力场的地应力分布规律
,

逐步分析到相对微观的工程区构造应力场的地应力分布规律 ;工程区实测点的地应力研究
,

要

从微观的点的实测结果逐步向区域构造应力场的方向推进
。

两者逐步能取得共同的成果
,

对地

应力的成因
、

分布规律
,

及对工程岩体变形
、

破坏和失稳的认识会有大的突破
。

2
.

4 岩体稳定性的时间尺度问题 岩体稳定性受两种主要因素控制
:

一是岩体自身的强

度和它的时间效应 ;二是岩体所受外部载荷作用 (包括难以预测的地震力和地下水动力 )和它

们的时间效应
。

如何确定它们的时间尺度 ? 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
。

地质学中的时间尺度是以
“
万年

”

为最小单位的
。

最新的第四纪沉积物的时代都在百万年以上
。

而我国最早的两项伟大

工程
:

都江堰和万里长城
,

都是秦国时代兴建的
,

距今有 2 2 0 0 多年历史
。

以工程时间尺度来讲
,

这两项伟大工程可算是最长的
,

但与地质学的时间尺度相比相差悬殊
。

当然
,

我们不能按地质

学的时间尺度来研究人类的工程问题
。

但对造福于后代的大型工程当以
“

千年
”

为时间尺度是

比较科学的
。

我国的古代工程都能保持两千多年
,

我们的现代工程
,

更应当是这样
。

我国的三

峡工程从 50 年代开始勘察与规划
,

仅为工程的可行性论证就花费了 40 多年
。

如果
,

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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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尺度是不以
“

千年
”

为单位来考虑
,

将是不可思议的
。

岩体的稳定性在千年或几千年之内会发生什么样变化
,

是需要认真研究的
,

如
:

千年之 内

的地震间题
,

千年一遇的水文问题
,

千年的地应力释放问题
,

千年的岩体风化问题
,

千年的岩体

强度的时间效应问题
。

对上述问题进行综合研究
,

最后应对岩体稳定性的变化趋势做出预测
,

这对大型工程的安全和经济都是非常重要的
。

还有的工程
,

规模虽大
,

而工程寿命不长
。

如有的大型露天矿开采工程
,

30 一 40 年开坑
,

多

者 1 00 余年
,

在这段工程时间尺度内
,

边坡发生变形
,

甚至出现大变形
,

只要不发生滑动破坏
,

不影响采矿生产
,

就可认为边坡是稳定的
。

但要加强变形观测
,

加强监视
。

当然
,

这要在深入研

究时间尺度之后
,

才能得出科学结论
。

以上提出的四个问题
,

不是工程地质工作者独立能解决的
,

需要多学科的联合
,

特别是与

岩石力学和工程力学工作者的联合
,

还要特别重视实验技术开拓和创造
,

先进的技术手段是解

决这些问题的最好钥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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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子动力学中的若干近代力学问题

张 文
(复旦大学应用力学系

,

上海 20 0 4 3 3)

由于动力
、

能源和航空工程等的需要
,

近 30 多年来转子动力学有了很大的发展
。

当前
,

国

内外对转子动力学的研究热点有以下几方面

1 大型复杂转子系统的力学建模和分析手段

1
.

1 大型复杂柔性转子系统 近代旋转机械一个重要特征是高转速和轻结构
,

轻柔部

件在强离心力作用下会发生强烈的弹性变形
,

因此不能再像低转速时那样把许多部件简化为

刚体
,

而必须作为弹性体处理
,

从而构成复杂柔性转子系统
。

航空发动机叶片
一

盘
一

轴整体群全

弹性转子模型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

此时若采用有限元模型
,

面对的将是几万
、

几十万个 自由度

的系统
,

为计算机容量所不容
。

因此
,

必须为大型复杂柔性转子系统寻求新的建模手段
。

我国

航空发动机总公司 已把该课题列为
“

八五
”

重点攻关项 目
。

1
.

2 柔性转子系统
一

柔性墓础系统 要使超临界转子运行安全
、

可靠
,

需采用柔性支承

和柔性基础
。

用加固基础抑制振幅的传统观念已陈旧且会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
,

这是近代旋转

机械设计思想的一个飞跃
。

但却大大增加了动力分析的难度
,

因为此时面对的是转子系统和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