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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张苏民同志这篇文章
,

既谈 了关于土 力学理论 的发展问题
,

也谈 了青年科技工作

者如何掌握好科学研究方向的问题
,

谆谆告戒青年科技工作者要解决好理论与实际 相

结合的 问题
,

才能少走 弯路赶超前人
,

创造 出更丰硕 的成果来
,

很值得青年科技工作

者认真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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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场关于土力学理论发展的

讨 论 中 所 想 到 的

机械工业部勘察研究院 张苏民

19 9 1年下半年
,

在国内著名的 《岩土工

程学报 》 上开展了一场关于土力学理论发展

的讨论
,

结合我院当前科研工作中的一些现

象
,

深感这场讨论所涉及问题实质具有普遍

意义
,

从 中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

这场讨论是从一位青年岩土 工 作 者 所

写的一篇关于弹塑性本构模型理论的论文而

引起的
。

这位青年作者凭借着他 的数学力学

功底和勤奋
,

近年来就土的弹塑性模型的课

题写出了多篇论文
。

在当前基础理论研究工

作受冷落的情况下
,

这是难能可贵的
。

但就其

成果看
,

他的研究工作所走的道路是有问题

的
,

由于试验和实际工程方面工作的不足
,

使得对土的性质的复杂性 了解不够
,

只有徘

徊在纯数学的小径中
。

作者自谓 的
“ 统一的

模式
” 、 “

新的
、

更一般的数学本构理论关

系 ”
也只是在前人或别人的成果中兜圈子

。

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

有志于从事岩

土工程和岩土力学工作的青年科技人员们应

当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

才能不浪费 自己的

才华和精力
,

从而在此学科中作出 自己的贡

献
。

任何基本理论的研究不可能一跳而就
,

尤其是岩土工程和岩土力学的研究
,

没有大

量的实践资料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

是断无成

就的
。

由于土的力学性质复杂多变
,

所以土力

学的发展离不开实践
。

在建立和验证土的力

学理论时离不开试验和现场观测
。

在解决实

际工程问题时
,

也离不开长期实践经验
。

理

论的正确性也只能在工程实践中得到检验
。

所 以实际工程一试验研究一理论一工程实践

是岩土工程和土力学研究的主要工作方法
。

也就是说从实际工程中发现 问题
,

通过试验

( 包括室内试验
、

模型试验和对实际建筑物

的观测 ) 研究
,

得出一般性的规律
,

从而上升

为新的理论和观点
,

再 回到工程实践中去解

决实际问题并接受检验
。

这种循环过程是符

合正确的认识规律的
。

我院近年来在黄土工

程性质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已经引起了国

内外学者和同行的注意
,

而这些成就的取得

正是遵循了正确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结

果
。

作为一个生产单位
,

我院数十年来完成

了数以千计的国家大 中型建设项 目的勘察工

作
,

积累了大量的数据和宝贵的经验
,

这就

为我院开展科学研究创造了极为 有 利 的条

件
,

而这正是一些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所渴

求而不及的
。

同时
,

我院拥有一大批既有丰

富实际经验又有坚实理论基础的专家
,

通过

长期的科研实践和培养研究生
,

又具有一般

生产单位所缺乏的理论研究能力
。

因此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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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样认为
,

理论联系实际
,

生产科研并重

是我院所具有的一个鲜明特色
,

在国内占有

一定 的优势
。

自从太沙基 1 92 5年创立土力学的基本理

论— 饱和土体的渗压理论以来
,

土力学 中

的理论和数学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不断

前进
。

当前
,

由于计算技术和计算机的发展
,

使土力学的研究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

使

得一些最新的数学方法和力学理论都在土力

学中得到应用
,

并表现出其独特 的形式
。

谁也

不能否认
,

在土力学和土工问题中
,

数学方

法是必不可少 的
。

不重视理论研究
,

就不可

能达到较高的水平
。

一些新的
、

高层次的数学

理论
,

可能会更深刻地有效地解决岩土工程

中的问题
。

我们提倡岩土工程工作人员敏感

地吸收新的数学理论
,

以便能充分运用数学

方法解决高难 度 的实际问 题
。

但由于土 和

实际工程间题的复杂性
,

数学不可能解决所

有的问题
,

数学的应用现在仍然是相对的和

有条件的
,

这是因为对于土的力学性质的影

响机理还不完全清楚
,

许多土的物理量间尚

找不到定量关系
,

而复杂的边界条件使岩土

工程 问题更加复杂化
。

所 以
,

一直到现在为

止
,

在解决复杂的岩土工程问题时
,

数学计

算结果常常只做为综合 判 断 的 参考
,

而成

功的工程实录和有经 验的专家们的经验常常

是决定性的
。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数学应用

的可能性还与一定的技术背景有关
。

没有计

算机的出现
,

数值计算方法和许多数学理论

在土力学中的应用是不可想象的
。

而 目前
,

测试和试验手段的不齐全和不完善
,

更严重

地影响了数学方法在土力学中的应用
。

因为

如果所测参数的 精 度 很 差
,

误差在 50 % 以

上
,

那么再精密的数学模型和计算方法也就

没有意义了
。

从这点来说
,

当前着重研究生

产科研 中的测试和试验手段问题
,

要比单纯

研究数学模型更为迫切
。

工程实践是土力学理论发展的源泉和最

终检验标准
。

任何一个数学模型或者一种计

算方法
,

只有通过实践 的验证
,

也就是计算值

与实测值的比较
,

才能确定它的可靠性
。

同

时
,

模型应该尽量简化
。

我国著名土力学教

授黄文熙先生有一句名言
“ 最有用的模型是

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最简单的模型
” 。

在进行

科学研究的过程 中
,

我们往往想把问题考虑

得全面一些
,

复杂一些
,

但是
,

由于土的应力

一应变关系是非常复杂的
,

要找出一个数学

模型来全面地
、

正确地表达土的这种特性
,

实

际上是不可能的
。

因而
,

作一定程度的简化是

必要的
。

也只有用 比较简单的
,

易于被工程

师们接受的计算方法来解决工程问题才具有

真正的实际意义
。

这就是我常说的对于理论

研究既要
“

钻得进去
”
又要

“

钻得出来
” 。

如果

我们长期只能停留在工程总结的水平上
,

对

于理论研究的城堡总是入不了门
,

那末我们

对岩土工程学科发展的贡献只能说是比较有

限的
。

但是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完全是

从理论到理论
,

总是在数学的圈子里转来转

去
,

坠入迷雾之中而钻不出来
,

这样的成果

最多只能是孤芳自赏
,

不易为工程师们所理

解和使用
,

既无实用的价值
,

在理论上也不能

真正前进一步
。

所以从事土力学理论研究应

该首先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数学出发
,

当理

论的严密性与对实际结果的描述能力不能两

全时
,

宁肯暂时先把数学理论放下
,

而力求

与试验结果和观测结果更符合
,

先使其能实

用
,

以后再逐步完善
。

近年来
,

一批年轻的科技人员加入到我

们的勘察队伍中来
。

他们的思路开阔
,

理论

根底扎实
,

给我们的事业增添 了新的生气和

活力
。

另一方面
,

也应该看到 由于一些年轻

的同志对岩土材料的特性了解不足
,

缺少实

践经验
,

随着一些新理论的引进和计算技术

的发展
,

使他们误认为在岩土工程 中可以仅

用理论计算来精确地穷极一切问题
,

因而往

往忽视艰苦细致的试验
一

与现场观测工作
,

片

面追求理论的深奥和公式的繁杂以及计算的

( 下转第 1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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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非等应变取值 s(
.

> s’ )

若垫层和基础为柔性的
,

则复合地基受

荷后
,

桩和桩间土的受力变形情况会发生再

调整
,

使得桩间土和桩不满足等应变条件
,

桩间土的变形大于桩 的 变 形
。

如 图 5 示
,

f , 、

f
:

的取值要考虑到桩和桩间土的非 等 应

变条件
。

取值时
,

土的变形可大于桩的变形
。

五
、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应用旁压试验结果来计算散

体材料桩复合地基承载力的方法
,

并对其中

的几个间题进行 了探讨
。

不难看出
,

采用文

中所述方法
,

可求得散体材料桩复合地基相

应于不同基础沉降时的承载力
,

承载力不是

固有不变值
,

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

承载力的

大小和许可沉降值的大小有密切关系
。

想必

这一概念在实践上是十分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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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确
,

热衷于搞出一些脱离 实 际 的
“
新 理

论 ” 、 “
新方法

” 。

写文章
、

写报告
、

洋洋

大观
,

内容深奥
,

使人望而生畏
,

以为这样

才体现出水平
,

而实际上
,

这样的大量劳动

往往是作 了很多无效的工作
。

这难道还不应

引起我们的注意吗 ?

如何掌握好科学研究的方向
,

解决好理

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

始终是科技发展中

的一个重要问题
,

也是一个如何培养人才
,

造

就科 技接班人的问题
。

我院建院四十年来
,

许

多老科技专家为我们 已经作出了楷模
,

院内

外的经验证明
,

在土力学和岩土工程方面
,

凡是在科技事业上作出卓越贡献的专家首先

应该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
,

他们活跃 于生产

科研第一线
,

涉足于每一时期的重大工程
。

他

们善于正确地估价和熟练地运用各种试验手

段和理论工具
,

所有这些与他们丰富的经验

相结合
,

进行正确的综合判断
,

解决重大实

际工程问题
,

从而推动 了理论的发展
,

我们

完全相信
,

朝气蓬勃的年青一代必然会在科

学技术的道路上超越他们的前人
,

创造出更

丰硕的成果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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