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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综合各国研究成果，分析岩盐的蠕变、渗透、防辐射力学效应、盐腔内卤水的热膨胀等力学

特性、以及盐层倾角、岩盐溶腔围岩的应力和应变，溶腔的几何形状和溶腔顶板稳定性等影响岩盐溶腔

稳定的主要因素，可知岩盐溶腔用于核废料处置是安全的并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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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人

类在寻求水力、火力、风力等发电的同时，也开始开发

更高效的核能发电。自 #KDH 年前苏联在世界上建成

第一座核电站并投入运行以来，至今核电已有 H" 多年

的历史，全世界核电累计运行已超过 + *"" 堆 ! 年，发

电量 *"" """ 亿 PQ3。截止目前为止，全世界已有 !H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核电，世界上正在运行的核电厂有

H!# 座机组。据统计，由于核电站的广泛应用，以及与

医疗、科研、国防事业相关的核利用，目前全世界产生

的核废料已达 *" 万 ; 之多，预计到 *"!" 年，全球的核

废料总数将达到 D" 万 ;［#］。核废料贮存的长期安全性

及其对地质环境和生物圈的长期影响是人们十分关注

和担忧的问题，已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核废物含有大量半衰期各异的放射性核元素。高

放射性废料（RSQ）在 # """ 年内其放射性可降至初期

值的 #"，在约一百万年之后，其放射水平与花岗岩相

当。中、低放射性废料（ TSQ J SSQ）则在数千年后即

与围岩的放射水平相当。对于 TSQ J SSQ，可选择浅

部的处置场所，一般选在渗透性很差的粘土岩中；对于

RSQ，必须保证其在很长时间内完全与生物圈隔离，

宜置放于地下深部且封闭稳定的地质岩层中，而地下

岩盐溶腔提供了经济上合理、技术上可行、环境上无害

的最佳场所［*］。

自 *" 世纪初国内首创钻孔注水采汲卤水以来，现

在世界 E""以上的岩盐矿床都是采用钻孔水溶法开

采。常用生产工艺有单井对流法、油（气）垫对流法和

水力压裂法等。其共性都是将水或其它溶剂通过专门

装备的钻孔以一定的温度和压力注入岩盐矿床中，使

有用矿物原地溶解，转化为溶液状态提出地表，而在原

盐矿层中形成溶腔。

已探明的岩盐资源主要分布在北美和欧亚地区的

美国、法国、德国、俄罗斯、丹麦、伊拉克、摩洛哥，波兰、

中国等。这些国家由于开采地下盐矿，形成了丰富的

地下岩盐溶腔资源。采卤后的岩盐溶腔赋存深度通常

在距地表几百至上千米的范围内，溶腔半径几十米不

等，溶腔高度几十至上百米，容积一般几万至近百万立

方米。岩盐矿床与其它地质结构比较，渗透性极小，能

有效地阻止地下水渗入，因此溶腔具有很好的隔水性

和密封性。利用岩盐溶腔进行废物最终处置，可使被

处置物完全封闭隔离，有害物质无法迁移。这种良好

的天然地质屏障与地表处置废物时的人工工程设障相

比具有无可比拟的长期性和可靠性。根据德国、法国、

英国、美国近四十多年在岩盐溶腔中贮存液态和气态

碳氢化合物的经验及近年来的固体废物（ 包含核废

物）处置试验证明研究在盐层中处置特殊废物，安全

性是有保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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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利用岩盐建造的地下试验室概况

名称 地点 主岩 深度 # $ 经营负责单位 时间

%&&’
"

德国、汉诺威

东南

岩盐

"
()* + ,**
洞穴在 )-*

德国环境和健康国家研究

中心（./0）

!)1- + !)2, 年作低中放废物处置，研究

活动到 !)22 年，回填工作等在进行中

345&6’7’8
"

德国

"
盐穹

"
-9- 之下

"
德国 :0/ 和 ;:<
"

!),! + !)), 用作低中放废物处置库，原

为废盐矿

=>??（ 废物隔

离示范工厂）

美国、新墨西

哥州

盐岩

"
1--
"

美国 ;@<
"

!),9 + !))) 年开始处置超铀废物

.456’7’8
"
"

德 国 汉 堡 东

南 !** A$
"

盐丘

"
"

)** 之下

"
"

德国联邦辐射防护局（:0/）

，德国放射性废物最终处置

专业工程公司（;:<）

!),- + !))* 原考虑为处置发热和非发

热各类放射性废物

"
%$’6B’
"

法国

"
岩盐

"
+
"

法 国 放 射 性 废 物 管 理 局

（%C;D%）

!),1 + !))9
"

英国 岩盐 )!- 英国设菲尔德大学 9**! 处置高放射性固体废物

!" 岩盐力学特性

" " 岩盐的力学特性比较复杂，其力学特性的很多方

面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国际上为此专门设立了如文献

［E］提到的岩盐力学特性研讨会。在大量的试验和理

论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外专家对岩盐的几个重要的力

学性质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

!! !" 岩盐的蠕变特性

当岩盐进行短期的压缩试验时，岩盐呈软弹性；当

岩盐进行拉伸试验时，岩盐呈脆弹性。如果对岩盐进

行长期测试，即使在非常小的偏应力作用下岩盐也具

有流体的特性。岩盐的蠕变速率是作用在其上的偏应

力和温度的高阶非线性函数。对此，学者们对岩盐的

蠕变特性进行了深入研究［(］。

!）稳定蠕变阶段。当恒定荷载加在岩盐试件上

一段时间后，岩盐试件将处于稳定蠕变阶段。这阶段

是以稳定的蠕变率为标志的，要求试验时保持恒定的

温度和施加恒定的应力。

9）瞬时蠕变阶段。由于加载在岩盐上的应力突

然变化引起的。瞬时蠕变段是以高初始蠕变率为特征

的。高初始蠕变率随着荷载的增加慢慢的减少到稳定

蠕变率或更低。但有时相反，初始蠕变率随着荷载的

增加慢慢的增加到稳定蠕变率［-］。

同理，可以把岩盐的稳定蠕变和瞬时蠕变的力学

性能的研究应用到盐腔力学特性上来。用盐腔的体积

应变率（ "· # "）代替岩盐的轴向应变率；用盐腔深度的

地压力（$F ）与盐腔内卤水压力之间的差值代替施加

在岩盐上的单轴压力。尽管如此，力学特性的类推还

需要作修正。一方面，任何压力的增大（ 减小），都会

引起充满卤水的盐腔的瞬时蠕变效应伴随着岩盐的溶

解和结晶，从而进一步引起显著地瞬时效应。另一方

面，盐腔的瞬时蠕变效应比岩盐持续的时间长，岩腔周

围的应力分布也不均匀，与前面所说的单轴试验相比，

在还没有达到稳定的蠕变阶段前，由于卤水压力的变

化引起的应力变化会扩展到整个岩体。换句话说，岩

腔的瞬时蠕变力学行为会引起岩盐的流变特性和盐腔

几何性状的改变。

根据岩盐单轴试验，其稳定蠕变段力学行为可以

用式（!）来描述，一般称为 C45G48HIJ66 准则：

!
· % &’KL（ ’ " # (#）$)， （!）

其中 &，) 和 " # ( 是 E 个参数。$ 为轴向应力，* 为试

验时的绝对温度；指数 ) 的范围为 E M 1，" # ( 的变化范

围为 ( *** M !* *** N。& 为 :54OJ5P 和 :Q5’&G 已出版

的专著里的数据［1］。

轴向试验的表达式也可以写成三维的形式：

!
· % &’KL（ ’ " # (*）

!
) + !

/（ E,! 9）)+!

/ $
， （9）

式中：,9 R ! # 9-./-/.；-./ R $./ +
!
E（$..）%./。

同理，理想化球型（或柱型）盐腔可以用相似的方

法进行研究。经过较长的时间之后，盐腔内卤水压力

比盐腔深度处的地应力小，应力分布见图 ! 所示。可

以观察到，离盐腔壁很长一段距离内，其切线应力比地

应力小 $&& S $F T *，任一横截面都朝应力平衡方向

发展。

对于球型的盐腔，其稳定蠕变阶段的体积变化率、

温度和压力的关系如下：

"·

" % ’ E
9

E
9)（$F ’ $.[ ]）

)
&’KL ’ "

(( )#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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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球型盐腔的应力分析图

" " 对于柱型盐腔，#$% &$’())*［+］给出了相似的公式

!·

! " #!, !,-$（%. # %&[ ]）

$

’)/0 # !
(( )"

， （1）

" " 根据式（,）和（1）以及前面提到的岩盐特性，可以

得出结论：只要盐腔内压力与岩石静压存在差值，盐腔

终将慢慢收缩，从而导致溶腔压力的升高。

对于 ! 222 ’ 深的盐腔，比较典型的初始收缩率

为 !· ) ! 3 4 , 5 !2 41每年（但是 6789$7: 和 6;7)<= 发现

随着盐腔场地特性和盐腔形状的不同，初始收缩率的

差异较大）。而盐腔的收缩率会引起盐腔压力增长率

的变化，其关系为：%·& 3 4 !· )（#!），其中 # 为压缩因

子。对于标准的盐腔，#81 5 !2 41>?$ 4!，则每年压力

增长率为 %·82* +@ >?$［A］。但实际上，盐腔的压缩率

一般都大得多，一是盐腔的形状不规则，二是盐腔里含

有其他气体。B$CC%)7 和 ?$$7 指出：由于随着时间的

发展，盐腔内卤水压力的日益增加，盐腔的地应力和其

内压力的差值将不断的减小，使得盐腔蠕变率的不断

减小。经过几个世纪之后，盐腔的内压力与盐腔深度

平均地应力将达到平衡。

盐腔压力的增加是时间和溶腔深度的函数，其中

溶腔深度的影响包含了两个方面：!）增加了盐腔地应

力（%.（>?$）3 2* 2--+（’））和盐腔内静压力 %& 3 %,

（>?$）3 2* 2!-+（’）之间的初始差值。-）增加了岩

石的平均温度，从而影响深部盐腔的岩盐的蠕变和导

致更快的蠕变率（ 并发提高了压力的增长率）。上述

因素都将加快深部盐腔的初始压力的增长率，6;7)<=
等人在参考文献［D］中作了综合的阐述。

!* -" 盐腔内卤水的热膨胀性

岩盐的温度随着埋深的增加而提高，一般在埋深

为 ! 222 ’ 左右，典型的温度为 1@ E。但是如果盐腔

的溶解用水是由浅层蓄水层的软水补给的，则其温度

只有 !@ E左右。盐腔内水温度的转变时间一般是几

天（大的盐腔为几周），也就是说，盐腔内卤水的温度

在溶解期间或在溶解结束后很接近于软水的温度（设

深度为 ! 222 ’ 处卤水的温度为 -2 E）。若盐腔保持

闲置，当溶解完成之后，由于岩盐体与盐腔之间的热传

导和盐腔内的热对流作用，盐腔初始温差 -( 3 -2 3 1@
4 -2 3 -@ E，慢慢的会减小。

热传递方程可用下式表示

/-
/.

" /!-， （@）

,"$010-
·

&:" " ,/" "2/- ) /$:3， （F）

-&（ .）" -G$CC。 （+）

" " 公式（@）用于表述岩盐体内部温度（/ 是热扩散率，

一般取值为 / 3, 5!2 4F’- H <8!2 ’- ) 年），公式（F）是岩

腔壁边界条件：热量主要通过盐腔壁（ "2 是盐的热传导

率，一般取值为 "28F BH ’ H E）传递来加热盐腔内的卤

水到平均的温度 -&。由参考文献［!2］可知，$010 为卤

水单位体积热容量，一般取值为 $0108! -22 5 1 222 3
1* A 5!2F I H ’, H E。公式（+）假设盐腔壁的温度等于盐

腔内卤水的平均温度。这个假设把由于热对流引起的

盐腔内卤水的流动效应给予理想化。J)(79$7K（!DDF）

对 D@2 ’ 深的 L4@, 盐腔的温度分布进行研究，发现由

于热传递的作用，盐腔内温度的分布很均匀。

温度的演变过程可以通过数值方法进行模拟预

测，温度的预测包络线可以通过热传递方程计算得到。

方程（-）的空间分析证明了热传递是由第一特征时间

控制的，（特征时间，.5 3 !- ) , )（1/），! 为盐腔的体积，

’,）。对于球型的盐腔，.5 是指盐腔内卤水和岩盐体

的初始温差降低 +@6 左右的时间。对于圆柱型的盐

腔，卤水的吸热速度更快。特征时间值大意味着要达

到热平衡所需时间比较长。如体积为 ! 3 A 222 ’,，其

特征时间为 .5 3 ! 年，而对于体积为 ! 3 @22 222 ’,，其

特征时间为 .5 3 !F 年。平均温度变化率为（ . 为 2 M

.5），-·&82* +@（-( 4 -2 ）) .5，如，当 -( 4 -2 3 -@ E 时，

体积为 A 222 ’, 的盐腔的温度变化率为 -·&8!A E )

年。体积为 ! 3 @22 222 ’,的盐腔的温度变化率为 -·&

8!* - E ) 年
参考文献［!!］指出，对于开放的盐腔，温度的升

高会导致热膨胀和卤水外溢。7 3 %!-
·

&，% 为热膨胀系

数，一般取值为 %&81* 1 5 !2 41 E 4!。而对于封闭的

盐腔，温度的升高会导致压力的增大，%·& 3 %-
·

& ) #。% )
# 的 比 值 接 近 ! >?$ H E。也 就 是 说 卤 水 温 度 升 高

! E，盐腔的压力就升高 ! >?$。换句话说，经过若干

个特征时间之后，初始温差 -@ E被吸收时，相应的压

D+第 !2 期" " " " " " " " " " " " " " " 刘新荣，等：" 用于核废料处理的岩盐溶腔力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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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增加 !" #$%。这就超过了初始地应力和卤水压

力差，就有可能导致盐腔的破裂。初始温差被吸收的

快慢与盐腔的体积大小有关，对体积为 & ’’’ () 的盐

腔，其 压 力 变 化 率 为 *& #$% ! 年；而 对 于 体 积 为

"’’ ’’’ ()的盐腔，其压力变化率为 *" ! #$% ! 年。了

解到盐腔的蠕变效应导致盐腔内压力的增长率为每年

’" +" #$%。有此可见，对于溶解刚完成后不久封闭的

盐腔，主要是热膨胀对盐腔的力学性能占主导作用。

但这种负影响是可以避免的，如埋在 ! ’’’ ( 以下的

深部盐腔，或是位于易于蠕变的蒸发盐层上。此外为

了避免卤水的热膨胀作用的影响，可以在封闭溶腔之

前等上足够长的时间，也就是达到了热平衡的状态。

*" ), 岩盐的渗透特性

考虑岩盐的渗透特性，则压力升高的负面影响将

有所减轻。任何一个标准工程学都假定岩盐为不渗透

的。岩盐的渗透率很小，导致实验室测出的岩盐的渗

透率数值具有较大的离散性，对岩盐的取样、卸荷等对

渗透性有较大的影响。现场的原位试验很少，在 -.$$
岩盐场对未受干扰的岩盐实验给出的渗透率小到 # /
*’ 0!*(!［*!］。1#2.［*)］在一口井中为期一年的测试得

出的岩盐的渗透率为 #83 4 *’ 0!’ (! 在水文地质学

中，通常定义渗透性小于 # / *’ 0*+ (! 为不渗透岩体，

这个值比前面提到的数值大 ! 个数量级。也就是说，

如果把盐腔作为封闭性容器作为短期的烃的储存是十

分安全的。

从长远的角度考虑，盐腔就不再是那么安全的了，

尤其是那些压力会增加的封闭盐腔。由于卤水具有较

高的压缩性，甚至微量的液体流失也可以显著的降低

盐腔的蠕变作用，以确保盐腔的压力不会升得太高。

考虑一个半径为 $ 的盐腔，其渗透性系数为 #，盐

腔卤水的压力为 %&，初始卤水压力为 %’，! 为卤水的

动力黏性系数 !8*" ! 4 *’ 0) $%·5。根据达西定理的

假设，稳定蠕变阶段，卤水的渗透率满足下式要求：

’( ! ) * )#（%& + %’）!（!$!） （&）

, , 可以看出，渗透率很小，如：当 %& 0 %’ 为 " #$%，$
为*!" " (（ ) / & ’’’ () ），# 为 *’ 0!’ (!，’( ! ) 为

’" ! () ! 年，几乎与盐腔蠕变率相平衡，盐腔的压力保

持一个定值。67895:，698;<59，68=<%8> 等人在法国东南

部 ?:89@ 岩盐场的 ?@") 盐腔作了一个为期 *& 个月的

密封溶腔长期演变的试验，研究表明溶腔在长期的演

变过程中确实会达到一定的稳定状态，平衡时的压力

远小于岩石静压。

*" A, 岩盐的辐射力学效应

辐射损伤引起的膨张会引起岩盐内各晶粒的膨胀

不均一，可能会诱发内应力。在试验中已观测到，受高

能辐照的固体，它的内应力可能会超过作用的外应力。

6%:B9 C D（*E&*）［*A］利用经钴 3’ 辐照过的岩盐进行的

蠕变试验和三轴试验，结果表明，辐照或辐照“ 后效”

均可使试样蠕变变形性能降低，受辐照后的试样发生

应变硬化较未受过辐照提前，在较小应变时即已发生，

并使其变形模量增大，但过屈服点后，随着应变增大"
两曲线很快趋于一致，因为空穴产生对位错的钉扎作

用。通过现场实验研究发现，辐射只会使洞室有限厚

度内的岩盐体受到损伤，辐射通过 )’ F( 的岩盐体后，

强度已衰减到只有原来强度的 *, 。

!, 岩盐溶腔结构稳定性

地下岩盐溶腔中储存有害物质或具有放射性的核

废料，这就要求岩盐溶腔具有永久的稳定性。而岩盐

溶腔的稳定性研究主要包括盐层倾角、岩盐溶腔围岩

的应力和应变分析，溶腔的几何形状和溶腔顶板稳定

性分析等。

!" *, 盐层倾角对溶腔稳定性的影响

文献［*"］对长山岩盐矿床，盐层倾角分别取为

!-、)-和 "-进行计算，发现溶腔围岩各节点的稳定性系

数非常接近，同时有效应力、最大主应力、弹性应变能

密度、最大剪应力也有类似的规律。表明小角度时，盐

层倾角对水溶开采形成的溶腔稳定性影响很小；反之，

盐层倾角对溶腔稳定性影响是比较明显的。

!" !, 岩盐溶腔围岩应力和应变分布

在地下岩盐进行水溶开采活动时，破坏了溶腔围

岩原始应力平衡状态，导致溶腔围岩应力重新分布。

文献［*3 0 *+］从相似模拟试验和有限元分析结果中

总结了溶腔围岩的应力重分布和变形规律。

*）溶腔围岩的应力分布特征因围岩所处位置不

同而不同。在岩盐层中，支承压力峰值集中系数、支承

压力峰值位置（ 离溶腔边界的距离）和支承压力影响

范围均随远离岩盐层上边界而减小。

!）处在同一岩层层位的岩层支承压力峰值集中

系数、峰值点距溶腔边界的距离以及支承压力影响范

围随溶腔顶板跨距增加而增大。

)）岩盐溶腔顶板悬露跨距相同时，处在同一岩层

层位的岩层支承压力峰值集中系数、支承压力峰值位

置距溶腔边界的水平距离以及支承压力的影响范围随

岩盐开采深度增加而增大。

A）岩盐溶腔在直接地压作用下会发生收缩，但不

垮塌，并与井深无关，因为塑性变形区是沿着溶腔周围

发展的。

"）通过塑性变形区的扩展，足以经受外地压，岩

盐溶腔建立起新的结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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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溶腔几何形状影响研究

$）溶腔高度对其稳定性的影响

当溶腔高度增大时，对其侧壁的稳定性影响很小，

不过高度较大时，顶板稳定性相对较差；溶腔两侧的稳

定性表现为两头（顶、底板）小、中间大，且顶板不如底

板稳定。

!）溶腔跨度对其稳定性的影响

对于薄层岩盐，随跨度（ 上底）的增大，侧壁和底

板的稳定性减小，溶腔跨度对其稳定性的影响远小于

高度的影响。对于厚层岩盐，随跨度（ 上底）的增大，

侧壁和顶板的稳定性减小，溶腔跨度对其稳定性的影

响大于高度的影响。

"）溶腔形状对其稳定性的影响

从应力分布上看，不同形状的溶腔因其对称性不

同，而造成围岩中应力集中程度不同，致使溶腔稳定性

差异较大。研究表明，球形、圆柱形稳定性最好，近似台

形次之，组合形（上半部为台形，下半部为柱形）最不利。

!! %# 溶腔顶板稳定性分析

岩盐溶腔顶板的稳定性研究至关重要，它直接关

系到溶腔的长久性稳定。文献［$&］对顶板复合岩层

的力学特性进行了探讨，采用突变理论研究了岩盐单

井溶腔顶板、连通井顶板稳定性，深入了解顶板岩体运

动过程和失稳的发展过程。

"# 结# 论

综上所述，盐岩结构致密、孔隙率低、导热性强和

塑性大，随温度的升高（$!%’ (），盐岩强度增高，抵

抗变形破坏的能力增强。同时，在高温（$!%’ (）作

用下，损伤破裂盐岩具有再结晶自愈合特性。有利于

在长时高温辐射作用下、保持盐岩储库的稳定。随着

地下溶腔存储技术的发展和完善，岩盐溶腔用于核废

料处置愈来愈受到关注，逐应进一步如作下研究。

$）我国岩盐及其顶底板岩石的流变性、渗透性、

损伤特性、高温特性和水力压裂特性等。

!）岩盐溶腔建腔技术、溶腔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等。

"）利用岩盐溶腔进行核废料地下处置的其他一

些基本问题，以确保环境安全。

参考文献：

［$］# )*!+ ,-./012 2. 032456738 280 3170927:71 49; 201897146 54373 :.-
)<= ;73>.346 79 ?4>49［=］+ ?4>49：@;.50 @1-.542，!’’$+

［!］# 罗嗣海，钱七虎，周文斌+ 高放废物深地质处置及其研究

概况［?］+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A）：&"$B&"&+
［"］# )@CDE C)，<@FGHC =+ ,-.100;79I3 .: :7-32 1.9:0-0910

.9 J018497146 5084K7.L- .: M462［N］+ N64L32846BO0660-:06;，

G0-J49P：Q-493 Q018 ,L5，$R&%：R’$BR’!+

［%］# ,+ STCHMQ@，?+ SHCGUHM@，S+ SCVU@CD@+ @ 3462 14KB
0-9 4549;.9J092 2032［ ?］+ *920-9427.946 ?.L-946 .: C.1W
=01849713 X =7979I M1709103，!’’$（"&）："AYB"Z&+

［A］# [@F M@=SHN\ <<+ HK46L4279I 14K0-9 20323 49; 3L-:410
3L537;0910 L379I 37J>60 9LJ0-7146 J.;06［N］(,-.100;79I3
.: M0K0928 MPJ>.37LJ.9 M462，K.6+ *+ @J320-;4J：H630K70-
M170910 ,L567380-3 S+ [，$RR!：%"" $ %"R+

［Z］# SCVU@CD S，STCHMQ ,+ @ 2092427K0 164337:71427.9 .: 34623
411.-;79I 2. 2807- 1-00 >-.>0-2703［N］(,-.100;79I3 .: M=C*
M>-79I =00279I，F0] V-60493，$RR&：$& $ "&+

［Y］# [@F M@=SHH\ <<+ @ 37J>60 J028.; :.- J.;0679I 280
>-033L-0 5L76; L ,.- :6.] .: 49 4549;.90; 3.6L27.9 ]066［N］

(,-.100;79I3 .: M=C* M>-79I =00279I，@L3279，$RR’+
［&］# SHTCHMQ ,，SHCGUHM ?，SCVU@CD S+ @984-J.971 .3B

1766427.93 79 L9;0-I-.L9; 14K72703［ ?］+ NC @14; M17 ,4-73，
3^-70 ** 5，$RRY，"!A：Y’$BY’Y+

［R］# GH[@FQ=@F <)+ ,8P37146 >-.>0-2703 ;424 :.- -.1W 3462
［?］+ F427.946 SL-04L .: M249;4-;3（U+ M+ ），$R&$（$ZY）：

!&&+ #
［$’］SVUN<E ,+ H_>^-‘09103 79 372L 02 J.;^673427.9 ;L 1.JB

>.-20J092 ;03 14K72^3 L27673^03 >.L- 60 32.1W4I0 ;L I4a［ ?］+
C0K b- G^.2018，$R&!（$&）：%R$ A&

［$$］EVU Q，=@*MVFM N，[@<HQQH =+ H_>0-7J09246 >-.10B
;L-0 :.- 280 16.3L-0 .: 280 5-790 >-.;L127.9 14K0-93 .9 280

“M46790 ;0 [4LK0-2”3720［N］(,-.100;79I3 .: M=C* b466
=00279I，)499.K0-，$RR%+

［$!］DUCU ,?G+ <.9I 20-J 20323 :.- 27I829033 0K46L427.93 ]728
5-790 49; I43 79 3462［N］(,-.100;79I3 .: M=C* b466 =002B
79I，)499.K0-，$RR%+

［$"］[@F M@=SHH\ <<+ HK46L4279I 14K0-9 20323 49; 3L-:410
3L537;0910 L379I 37J>60 9LJ0-7146 J.;06［N］( ,-.100;79I3
.: M0K0928 MPJ>.37LJ .9 M462，K.6+ *+ @J320-;4J：H630K70-
M170910 ,L567380-3 S+ [+ ，$RR!：%""$ %"R+

［$%］S@Q)H \ ?，)V <HHBc*FG+ @ M7J>60 49; 0::0127K0 060B
J092 :.- 4946P373 .: I090-46 38066 32-L12L-03［?］+ N.J>2 M2-L12
$R&$，$"：ZY"B Z&$+

［$A］刘成伦，徐龙君，鲜学福+ 浅埋薄层岩盐溶腔稳定性的数

值模拟计算［?］+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Z
（"）：$%"B$%Z+

［$Z］刘新荣，姜德义，许江，等+ 岩盐溶腔围岩应力分布规律的

有限元分 析［?］+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Z
（!）："RB %$+

［$Y］刘新荣，姜德义+ 岩盐变形特性的试验研究［ ?］+ 矿冶工

程，$RRR，$R（%）：$!B$A+
［$&］刘新荣，余海龙，姜德义+ 岩盐顶板复合岩石力学性质试

验研究［?］+ 重庆建筑大学学报，!’’%，!Z（"）："!B"A+
［$R］刘新荣，鲜学福，马建春+ 三轴应力状态下岩盐力学性质

试验研究［?］+ 地下空间，!’’%，!%（!）：$A"B$AA，$ZA+

（下转第 R$ 页）

$&第 $’ 期# # # # # # # # # # # # # # # 刘新荣，等：# 用于核废料处理的岩盐溶腔力学特性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qks.cqu.edu.cn



!"#"$%&’ $() *%$&+,&" -. !-$)/$0# 1233-%+,(4
-. 5,(" ,( 6,"/ -. 7,4’ 8"-9#+%"## 1-.+ !-&:

!"# $%&’()*+,&，-，./#$ 01’()21&，34/#$ 05’()6,’(&，-

（!" #$%%&’& $( )&*$+,-& ./0 1/23,$/4&/5.% 6-3&/-&*；7" 8&9 :.;$,.5$,9 ($, 5<& 1=>%$35.53$/
$( 6$+5<?&*5 )&*$+,-&* ./0 5<& 1/23,$/4&/5.% @3*.*5&, #$/5,$% 1/’3/&&,3/’，A3/3*5,9 $( 10+-.53$/，

#<$/’B3/’ C/32&,*359，#<$/’B3/’ DEEEFE，#<3/.）

;<#+%$&+：G35< 5<& 3/-,&.*3/’ 0&>5< $( -$.% 43/3/’，+/0&,’,$+/0 ,$.0?.9* ?3%% ;& . <3’<&, &/23,$/4&/5 $( ’&$H*5,&**，
&*>&-3.%%9 3/ 5<& .,&.* ?<&,& 5<&,& <.2& <.>>&/&0 3/5&/*& .-532353&* $( ’&$%$’3-.% *5,+-5+,&" )&*&.,-<3/’ $( *-3&/53(3- *+>H
>$,53/’ (.*<3$/* $( *$(5 ,$-I ,$.0?.9* 3/ <3’< ’&$H*5,&** &/23,$/4&/5 3* 5<& I&9 $( &/*+,3/’ -$.% 43/3/’ 0&&>%9 3/ #$.%
A3/&" J<&,&($,&，;.*3- -$/-&>5 $( <3’< ’&$H*5,&** *$(5 ,$-I ./0 35* ($,43/’ -$/0353$/* <.2& ;&&/ 03*-+**&0，;.*3/’ $/
4.*5&,9 $( 0&($,4.53$/ -<.,.-5&,* ./0 *+>>$,53/’ >,3/-3>%& $( <3’< ’&$H*5,&** *$(5 ,$-I ,$.0?.9*，5<,&& 03((&,&/5 *+>>$,5H
3/’ (.*<3$/* <.2& .%*$ ;&&/ ,&*&.,-<&0 ./0 &=&-+5&0 ?35< 5.I3/’ <3’< ’&$H*5,&** *$(5 ,$-I ,$.0?.9*’*+>>$,53/’ $( K.3L3.$
#$.% A3/& 3/ M+,$/’ A3/3/’ N,&. .* $;L&-5*" J<& ,&*+%5* 3/03-.5& 5<.5 ,3’30 ’. O(%&=3;%& %.9&, *+>>$,53/’ (.*<3$/ 3* 5<&
;&*5 $/& ?<3-< -./ (35 &((&-532&%9 <3’< ’&$H*5,&** *$(5 ,$-I -$/0353$/"
="0 >-%)#：<3’< ’&$H*5,&**；*$(5 ,$-I ,$.0?.9；-$4;3/&0 *+>>$,5；,3’30 ’. O(%&=3;%& %.9&, *+>>$,53/’

（编辑P 侯P 湘

************************************************

）

（上接第 Q! 页）

5"&’$(,&$? @"’$A,-% -. !-&:#$?+ B$A"%( .-% !$),-$&+,A" >$#+" C,#3-#$?

7"8 9,’):5’(，34;#$ 3%)<,&’(
（#$%%&’& $( #323% 1/’3/&&,3/’，#<$/’B3/’ C/32&,*359，#<$/’B3/’ DEEEDR，#<3/.）

;<#+%$&+：N* 5<& .4$+/5 $( ,.03$.-532& ?.*5& 3/-,&.*&0 *<.,>%9，5<& *.(&%9 (3/.% 03*>$*.% 4&5<$0 $( ,.03$.-532& ?.*5& ?.*
;&3/’ ,&*&.,-<&0，5$ &/*+,& 5<.5 5<& ,.03$.-532& ?.*5& ?.* ,&*&,2&0 *.(&%9 3/ . %$/’ 5&,4" N--$,03/’ 5$ 5<& ,&*&.,-< $(
&.-< -$+/5,9，5<& 4&-<./3-.% ;&<.23$, $( ,$-I*.%5，*+-< .* -,&&>，$*4$*3*，4&-<./3-.% ;&<.23$, $( ,.03.53$/ *<3&%0 ./0
5<&,4.% &=>./*3$/ $( ;,3/&，?.* 03*-+**&0" N/0 5<&/，5<& >,34.,9 3/(%+&/-3/’ (.-5$,* $( ,$-I*.%5 -.2&,/ *5.;3%359，*+-<
.* $;%3B+359 $( ,$-I*.%5，*5,&**H*5,.3/ $( ,$-I*.%5，’&$4&5,3-.% *<.>& $( ,$-I*.%5 -.2&,/ ./0 -.2&,/ ,$$( *5.;3%3S.53$/，?&,&
./.%9S&0" T5 3* -$/-%+0&0 5<.5 ,.03$.-532& ?.*5& 03*>$*.% 3/ ,$-I*.%5 -.2&,/ 3* *.(& ./0 <.* ?&%% >,$*>&-5* $( .>>%3-.53$/"
="0 >-%)#：,.03$.-532& ?.*5&；*.%5 -.2&,/；-,&&>；>&,4&.;3%359

（编辑P 陈移峰）

!U第 !E 期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P 尹光志，等：P 高应力软岩下矿井巷道支护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qks.cqu.edu.cn


	0710 77
	0710 78
	0710 79
	0710 80
	0710 81
	0710 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