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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药包爆炸波在结构体中传播规律是研究爆破工程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先利用爆炸水

池对微小药量柱状药包爆炸冲击波压力进行试验测试，得到药包爆炸冲击波压力计算公式的相关

参数；再利用预埋在试件中应变砖，对不同药量和长径比的药包进行爆破超动态应变测试。通过试

验数据分析获得了柱状药包的爆炸冲击波在混凝土类脆性材料中的传播规律以及近中区应力波公

式σ狉＝
σｍ

珔狉α
中的衰减系数α值。

关键词：柱状药包；爆炸力学；爆炸波

　　中图分类号：Ｏ３８２．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８２Ｘ（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２１０７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狅犳狋犺犲犾犪狑狅犳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狑犪狏犲狅犳犮狔犾犻狀犱狉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犵犲

犑犐犃犖犌犡犻犪狀犵狔犪狀犵，犢犃犖犛犺犻犾狅狀犵，犔犐犝犠犲犻，犎犝犃犖犌犠犲狀狔犪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ｈｕ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Ｈｕａｉｎａｎ２３２００１，Ａｎｈｕｉ，Ｐ．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ｗａｖｅ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ｋｅ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ｏｆｔｈｅ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ｂｔａｉｎｓｔｈ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ｏｆ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ｃａｕｓｅｄｂｙ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ｇｅ’ｓ

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ａｐｏｏｌｆｉｒｓｔ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ｅｓｔｉｎｇ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ｇｅｅｘｐｌｏｄｉｎｇｉｎ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ｔｈｅｎｇｅｔｓ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ｓｔｒａｉｎｗａｖｅ’ｓ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ａｎｄ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ｏｆ

ｅｘｐｌｏｄｉｎｇ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ｇｅｉｎ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ｓｐｅｃｉｍｅ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ｇｅ；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ｗａｖｅ

由于工程爆破具有快速、经济和安全等优点，所以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工程爆破技术在矿山、水利

水电、铁路、交通、建筑等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炸药爆炸使岩体类结

构体发生破裂、破碎及抛掷，这是爆炸应力波和爆生气体膨胀共同作用的结果。爆破作用是一个瞬间完成的

高温高压过程，岩石类材料本身具有非均匀性、非弹性和各向异性，这导致其在爆炸载荷作用下是一个复杂

的物理、力学过程［１２］。空气中和水下爆炸时的物理机制和介质运动已经研究的很全面和很详尽，相比之下

岩石中地下爆炸的物理机制、介质的运动和破坏的研究还很不透彻［３６］。

目前，对于岩石爆破的物理机制，国内外众多科研工作者从力学模型［７］、断裂损伤［７１２］、能量原理［２，１３１４］、

数值计算［１５］和实验［１６１７］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其成果与工程实际应用的需要相距甚远［１８１９］。爆破应力

波在工作介质中的传播规律是解决该问题的基础。根据应力波理论，应力波在介质中传播发生的衰减可分

为几何衰减和物理衰减：几何衰减是因能量分布空间的增大而衰减；物理衰减是波在传播过程中与介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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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致其携带的能量转变为其它形式的能量，如形成新岩块表面的表面能，由耗散生成的热能等。对于球形

药包爆破应力波理论，经过前苏联科学家的努力，已获得了广为大家接受的应力波方程。柱状药包与球形药

包的爆破应力波在传播过程中，在相同距离的条件下，其分布空间是不同的，故衰减也不同［１４］。因此，用球

形药包理论来处理柱状药包问题在本质上是不合适的。这里采用系统的实验手段对柱状药包在混凝土试件

中爆破应力波进行试验测试与分析。

图１　实验装置示意图

犉犻犵．１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犱犲狏犻犮犲

１　柱状药包参数的水下爆炸测试

由于试验用的水泥砂浆试块体积不

大，所需药量很小，炮孔直径也很小，只有

几个毫米，所以使用工业炸药是不合适

的。本试验采用的是二硝基重氮酚

（ＤＤＮＰ）作为爆源，装药密度为ρ０ ＝

０．８２ｇ／ｃｍ
３，爆速为狏＝３９９１ｍ／ｓ。药包

直径为３．５ｍｍ。试验所用爆炸水池

５．５ｍ、高３．６２ｍ。为避免炸药爆炸后

来自水面和水池底部冲击反射的干扰，

将装药在水池中心三分之二深度处爆

炸，以消除边界效应。水下爆炸测试系

统如图１所示。

根据Ｐ．库尔的研究
［２０］，炸药水下爆

炸冲击波压力计算公式

犘ｍ＝犽
犠

１

３

犚（ ）
α

， （１）

式中：犘ｍ 为冲击波压力，ＭＰａ；犠 为标定药包的重量，ｋｇ；犚 为传感器至药包中心的距离，这里其为０．２３７ｍ；

犽、α为与实验有关系数和指数。

试验测试数据如表１所示，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实验数据进行曲线拟合，得到犽＝４１．４５ＭＰａ，α＝１．２３５。

表１　柱状药包水下爆炸压力试验数据

犜犪犫犾犲１　犇犪狋犪狅犳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狅犳犮狔犾犻狀犱狉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犵犲犫犾犪狊狋犻狀犵狌狀犱犲狉狑犪狋犲狉

编号 药量／ｇ 峰值压力／ＭＰａ 平均压力／ＭＰａ

１

２
０．３３

９．５８６

９．４７６
９．５３３

３

４
０．４５

１１．８６７

１２．０４５

１１．９５６

５

６
０．６１

１４．３６１

１３．８９８
１４．１３０

７

８
１．１

１４．００５

１４．００５
１４．００５

２　柱状药包爆炸冲击波基本问题

药包爆炸时在爆破工作面上产生的压力可达５～１０万个大气压，爆炸载荷首先在炮孔附近区域形成冲

击波。随着冲击波的传播，爆炸能量向四周扩散，岩石介质中产生短时间的高压和高温，其使得岩石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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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碎圈。压碎圈的形成将消耗冲击波中很大一部分能量，导致冲击波衰减很快。因此，炸药爆破岩石的作用

是先形成爆炸冲击波，而后其衰减成应力波。

关于爆炸应力波的研究较为成熟的是集中装药的球形药包，而在工程实践中，常采用等效球形药包理论的

方法来计算柱状药包参数，即用集中药包的理论和公式计算柱状药包应力场参数，而后将其药量均匀拉长分

布或乘以一经验系数来修正。关于柱状药包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在介质中的衰减规律一般用式（２）表示
［２１］。

σ狉＝
σｍ

珔狉α
， （２）

式中：珔狉＝
狉

狉０
为比距离，狉，狉０ 分别为传播距离和炮孔半径，其适用范围：１０≤珔狉≤１２０；σｍ 炮孔的初始压力；α为

衰减系数，与介质和药包形状等因素有关。常见岩石的衰减系数由文献［２１］可知１．４≤α≤３．０，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不同岩石爆破应力波衰减系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犪狋狋犲狀狌犪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犲狓狆犾狅狊犻狏犲狊狋狉犲狊狊狑犪狏犲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狉狅犮犽狊

岩石类型 岩石波速／（ｍ·ｓ－１）
α值

堵塞封闭爆破 硐室爆破 表面爆破

灰岩、砾岩、片麻岩等 １０００～３０００ １．７～２．１ １．８～２．４ ２．４～３．０

砂岩、石英、白云岩等 ３０００～５０００ １．６～２．０ １．８～２．３ ２．２～２．８

花岗岩、大理岩闪长岩等 ４５００～６０００ １．４～１．８ １．７～２．１ ２．０～２．６

当冲击波衰减为应力波后，若此时假定岩石为理想弹性介质，就可以由应力波理论推导出其传播方程。

应力波在传播过程中，波阵面应满足质量守恒和动量守恒两定律，即运动学相容条件和动力学相容条件。柱

状药包在弹性介质中爆炸激起的应力波应为柱面波或近似柱面波。

采用Ｌａｇｒａｎｇｅ柱坐标狉，θ，狕，其中只有径向位移狌狉（狉，狋）非零，且其只是狉，狋的函数。由动量守恒条件

可得柱面波的径向运动方程：

σ狉

狉
＋
σ狉－σθ

狉
＝ρ０

狏

狋
。 （３）

　　根据广义虎克定律可得到应力的表达式：

σ狉＝（λ＋２犌）θ　２犌
狌狉

狉
，

σθ＝λθ＋２犌
狌狉

狉
，

σ狕＝λθ。 （４）

　　所以柱面波的波前应力为：

σ狉＝
狉０

狉槡σｍ。 （５）

　　显然，柱状药包的爆炸应力波在不同区域传播时衰减系数差异较大。在近中区，药包爆炸在介质中产生

的是冲击波，衰减规律如式（２）所示，其衰减系数大于在１～３之间；在远区，产生的是弹性应力波，衰减规律

如式（５）所示，其衰减系数是０．５。

３　柱状药包在砂浆试块中的爆炸测试

砂浆试块配比为：水泥∶黄沙∶水＝１∶２∶０．５。通过在材料试验机和ＣＴＳ２５型非金属超声波检测仪进行

测试，得到混凝土的物理力学参数，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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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水泥砂浆试块物理力学参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犆犲犿犲狀狋犿狅狉狋犪狉狊狆犲犮犻犿犲狀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容重／（ｇ·ｃｍ
－３） 抗压强度σｃ／ＭＰａ 弹模犈／ＧＰａ 泊松比 纵波狏／（ｍ·ｓ－１） 横波狏／（ｍ·ｓ－１）

２．２ ５０．６３ ２６．２５ ０．２９ ３９７１ ２１６１

混凝土试件采用圆柱体，直径为４００ｍｍ，高为４５０ｍｍ。药包在水泥砂浆中爆破应变测试装置如图２所

示。预埋的应变砖所用的材料和配比与混凝土试件相同，以保证它们波阻抗相等。应变砖尺寸为１８０ｍｍ×

２０ｍｍ×１０ｍｍ，每块应变砖上布置４个测点，其到炮孔的距离分别为４，８，１３，１８ｃｍ。

１－应变砖；２－堵塞；３－柱状药包；４－水泥砂浆试块；

５－ＳＤＹ２１０７Ａ型超动态应变仪；６－ＴＳＴ３４０６Ｃ动态测试分析仪；

７－计算机

图２　爆炸应变波测定装置示意图（单位：犿犿）

犉犻犵．２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犫犾犪狊狋犻狀犵狊狋狉犪犻狀狑犪狏犲犿犲犪狊狌狉犻狀犵犱犲狏犻犮犲（犝狀犻狋：犿犿）

实验采用的是柱状药包，直径为３．５ｍｍ，药量分别为：０．２，０．３３，０．４５，０．６１，１．１ｇ。每一药量做２个为１

组平行实验，根据前面的水下实验计算各种药量的药包其炮孔初始压力σｍ，如表４所示。

表４　混凝土试件炮孔中的初始爆炸应力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犻狀犻狋犻犪犾犫犾犪狊狋犻狀犵狊狋狉犲狊狊狅犳犫犾犪狊狋犺狅犾犲犻狀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狊狆犲犮犻犿犲狀

编号 药量／ｇ 药包长度／ｍｍ 药包长径比 炮孔深度／ｍｍ 初始压力σｍ／ＧＰａ

１ ０．２０ ３５ １０．０ ２５５ ５４．６４０

２ ０．３３ ６０ １７．１ ２６５ ６７．０１１

３ ０．４５ ８０ ２２．９ ２７５ ７６．０４０

４ ０．６１ １０５ ３０．０ ２８５ ８６．０７６

５ １．１０ １９０ ５４．３ ３２０ １０９．４６

图３　５＃试块爆破效果图

犉犻犵．３　犜犺犲狉犲狀犱犲狉犻狀犵狅犳犫狉狅犽犲狀５＃狊狆犲犮犻犿犲狀

试验中没有发生应变砖被剥离的现象，这说明预埋

的应变砖在试块中没有产生明显的界面效应，也证明这

种预埋应变砖的方法是可行的。爆破的破碎块度较为

均匀，以５号试块为例，其长径比是所有药包中最大的，

其被爆破成完整的８块，如图３所示。通过超动态应变

仪测得的应变波形，如图４所示。从所测波形图中得出，

炸药在岩体中爆炸，在近区首先产生快速的压缩波，各

测点应变急剧突跃，这时径向获得很大的负应变值。由

于装药条件的不同，每组所测波形在细节上又各不相

同。以５号试块为例，其应变波如图４所示，由里向外依

次为１、２、３、４号测点。５组试块测得的应变如表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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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５＃试块应变波图

犉犻犵．４　犛狋狉犪犻狀狑犪狏犲狅犳５
＃狊狆犲犮犻犿犲狀

表５　混凝土试件中爆炸应变波测试结果

犜犪犫犾犲５　犚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犫犾犪狊狋犻狀犵狊狋狉犪犻狀狑犪狏犲犻狀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狊狆犲犮犻犿犲狀

测点（狉０／狉） １号／με ２号／με ３号／με ４号／με ５号／με

２３．８５７ ５５００１ ７９９８７ １０５６６０ ８２８７８ ８３７９０

４６．７１４ ５１４６３ ７４９３５ ９１５３７ ８１４４６ ８１８３７

７５．２８６ ４７９３８ ７０４４３ ６５８２１ ７０１１８ ５９１８１

１０３．８５７ ４０００１ ７１８１０ ５６２５０ ６２０４５ ４７０７１

根据药包的水下测试得到炮孔的初始爆炸压力和混凝土的材料参数，对上表中数据进行拟合，得到爆炸

应力波的衰减系数α犻 和平均衰减系数α＝
１

狀α犻
为：α１＝１．０３０１９，α２＝０．９６７８７，α３＝０．９６３８９，α４＝

１．０４０３９，α５＝１．１２８１４，α＝１．０２６１。

试验结果与众多文献中给出的常见岩石中爆炸冲击波衰减系数相比偏小。试验所用的混凝土试块是水

泥砂浆，没有粗骨料，浇注也是在实验室中完成的。试件的均匀性得到了保证，其致密性较好，微缺陷较少，

所以其爆炸冲击波衰减系数比岩石的小，差异较大。

４　结　论

１）通过水下爆炸测试实验，得出了柱状药包的爆炸冲击波计算公式 犘ｍ ＝犽
犠

１

３

犚（ ）
α

的参数犽＝

４１．４５ＭＰａ，α＝１．２３５，其结果与其他研究结果和工程实际吻合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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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通过预埋应变传感器方法，测得柱状药包在混凝土试件中的爆炸冲击波在混凝土介质中的衰减规律：

σ狉＝
σｍ

珔狉α
，衰减指数：α＝１．０２６１，试验数据规律性较好，结果可靠。

３）通过对应变波传播规律的实验数据的数值分析，得出了柱状药包在混凝土试件中衰减系数，其与爆炸

冲击波在常见岩石中衰减系数有较大差异，对工程爆破实践有切实意义。

参考文献：

［１］钱七虎．岩石爆炸动力学的若干进展［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０９，２８（１０）：１９４５１９６８．

ＱＩＡＮＱｉｈｕ．Ｓｏｍ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ｒｏｃｋ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９，２８

（１０）：１９４５１９６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ＳａｎｃｈｉｄｒｉáｎＪＡ，ＳｅｇａｒａＰ，ＬｏｐｅｚＬＭ．Ｅｎｅｒｇ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ｉｎｒｏｃｋ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Ｍｉｎ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０７（４４）：１３０１４７．

［３］范新，王明洋，谭可可．爆炸荷载作用下深部块体变形运动规律研究［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２６（５）：

１０１９１０２５．

ＦＡＮ Ｘｉｎ，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ＴＡＮ Ｋｅｋ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ｒｕｌｅｏｆｂｌｏｃｋ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ｕｎｄｅｒ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ｌｏａｄ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７，２６（５）：１０１９１０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王明洋，葛涛，戚承志，等．爆炸荷载作用下岩石的变形与破坏研究（Ｉ）［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２００３，２３（２）：４３５４．

ＷＡＮＧ 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ＧＥ Ｔａｏ，ＱＩ Ｃｈｅｎｇｚｈ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ｒｏｃｋ ｕｎｄｅｒ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ｌｏａｄ（ｐａｒｔＩ）［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ｎｄ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２３（２）：４３５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王明洋，王立云，戚承志，等．爆炸荷载作用下岩石的变形与破坏研究（ＩＩ）［Ｊ］．防灾减灾工程学报，２００３，２３（３）：９２０．

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ＷＡＮＧＬｉｙｕｎ，ＱＩＣｈｅｎｇｚｈｉ，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ｒｏｃｋｕｎｄｅｒ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ｌｏａｄ

（ｐａｒｔＩＩ）［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ｎｄ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２３（３）：９２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王礼立．爆炸与冲击荷载下结构和材料动态响应的新进展［Ｊ］．爆炸与冲击，２００１，２１（２）：８１８８．

ＷＡＮＧＬｉｌｉ．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ｎｄｅｒ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ｉｍｐａｃｔｌｏａｄｉｎｇ［Ｊ］．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ｓ，２００１，２１（２）：８１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ＰｒａｓａｄＵ，ＭｏｈａｎｔｙＢ，ＮｅｍｅｓＪＡ．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ｒｏｃｋｓｕｎｄｅｒｉｍｐａｃｔｌｏａｄｉｎｇ［Ｃ］∥４ｔｈ

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Ｊｕｌｙ３１Ａｕｇｕｓｔ３，２０００，Ｓｅａｔｔｌｅ，Ｗａｓｈｉｏｇｔｏｎ．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５７７８２．

［８］李清．爆炸致裂的岩石动态力学行为与断裂控制试验研究［Ｄ］．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２００９．

ＬＩＱ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ｆｏｒｃｒａｃｋ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ｌｏａｄ［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２０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张志呈．定向断裂控制爆破机理综述［Ｊ］．矿业研究与开发，２０００，２０（５）：４０４２．

ＺＨＡＮＧＺｈｉｃｈｅｎｇ．Ｓｕｍｍ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Ｊ］．Ｍｉｎｉｎｇ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００，２０（５）：４０４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ＨｕｄａｖｅｒｄｉＴ，ＫｕｌａｔｉｌａｋｅＰ ＨＳ Ｗ，Ｋｕｚｕ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ｌａｓｔ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ｎ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１，３５（１２）：１３１８３３．

［１１］ＨａｍｄｉＥ，ＢｏｕｄｅｎＲｏｍｄｈａｎｅＮ，ｄｕＭｏｕｚａＪ，ｅｔａｌ．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ｅｒｇｙｉｎｒｏｃｋ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Ｊ］．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６（２）：１３３４６．

［１２］ＲｉｎｅｈａｒｔＪＳ．Ｄｙｎａｍ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ｒｏｃｋｓ［Ｃ］∥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ｏｎ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ａｒｋ，１９６５．

［１３］赵阳升，冯增朝，万志军．岩体动力破坏的最小能量原理［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０３，２２（１１）：１７８１１７８３．

ＺＨＡＯ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ＦＥＮＧＺｅｎｇｃｈａｏ，ＷＡＮＺｈｉｊｕｎ．Ｌｅａｓｔｅｎｅｒｇ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ｆａｉｌｕｒｅｏｆ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２２（１１）：１７８１１７８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颜事龙．集中药包与条形药包爆破能量分布的研究［Ｄ］．北京：铁道部科学研究院，１９９４．

ＹＡＮＳｈｉｌｏ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ｅｎｅｒｇｙｓｔｕｄｉｅｄｂ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ｃｈａｒｇｅａｎｄｃｙｌｉｎｄｒ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ｇ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

ＭＯ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９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王志亮，郑明新．基于ＴＣＫ损伤本构的岩石爆破效应数值模拟［Ｊ］．岩土力学，２００８，２９（１）：２３０２３４．

ＷＡＮＧＺｈｉｌｉａｎｇ，ＺＨＥＮＧ Ｍｉｎｇｘｉｎ．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ｒｏｃｋ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ＣＫｄａｍａｇ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Ｊ］．Ｒｏｃｋ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８，２９（１）：２３０２３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王伟，李小春．不耦合装药下爆炸应力波传播规律的试验研究［Ｊ］．岩土力学，２０１０，３１（６）：１７２３１７２８．

６２１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第３８卷



 http://qks.cqu.edu.cn

ＷＡＮＧＷｅｉ，ＬＩＸｉａｏＣｈｕ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ｏｆ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ｔｒｅｓｓｗａｖｅｕｎｄｅｒ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ｄｅｃｏｕｐｌｅ

ｃｈａｒｇｅ［Ｊ］．ＲｏｃｋａｎｄＳｏｉｌ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０，３１（６）：１７２３１７２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曾新华．岩石爆破损伤影响范围研究［Ｄ］．天津：天津大学，２００３．

ＺＥＮＸｉｎｈｕａ．Ｄａｍａｇｅｒａｎｇｅｓｔｕｄｙｉｎｇｏｆｒｏｃｋ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Ｄ］．Ｔｉａｎｊｉｎ：Ｔｉａｎｊ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黄文尧，穆朝民，宗琦，等．水胶药柱深孔预裂爆破弱化综采面硬岩断层分析［Ｊ］．重庆大学学报，２０１３，３６（７）：１０２１０７．

ＨＵＡＮＧＷｅｎｙａｏ，ＭＵＣｈａｏｍｉｎ，ＺＯＮＧＱｉ，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ｈａｒｄｒｏｃｋｕｓｅｄｂｙｌｏｎｇｈｏｌｅｐｒｅ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ｂｌａｓｔｉｎｇ

ｆｕｌｌｙｍｅｃｈａｎｉｚｅｃｏａｌｆａｃｅｗｉｔｈｗａｔｅｒｇｅｌ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ｇｒａ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３，３６（７）：１０２１０７．（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郭长宝，张永双，孙东生，等．挤压和剪切构造环境下深埋隧道岩爆对比研究［Ｊ］．地质学报，２０１１，８５（１）：６６７７．

ＧＵＯＣｈａｎｇｂａｏ，ＺＨＡＮＧＹｏ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ＳＵＮＤｏｎｇ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ｏｃｋｂｕｒｓｔｓｏｆｄｅｅｐｂｕｒｉｅｄｔｕｎｎｅｌｓ

ｉｎｔｈｅｓｈｅａｒａｎｄ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１，８５（１）：６６７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Ｐ库尔．水下爆炸［Ｍ］．罗耀杰，韩泽润，官信，等译．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１９６０．

ＣｏｌｅＰ．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Ｍ］．ＬＵＯ Ｙａｏｊｉｅ，ＨＡＮＺｅｒｕｎ，ＧＵＡＮ Ｘｉｎ，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杨善元．岩石爆破动力学基础［Ｍ］．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１：７４７８．

ＹＡＮＧＳｈａｎｙｕａｎ．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ｂａｓｅｏｆｒｏｃｋｂｌａｓｔｉｎｇ［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Ｃｏ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１：７４７８．（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　郑　洁）

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櫍

（上接第９０页）

［６］宫凤强，李夕兵，董陇军．基于未确知测度理论的采空区危险性评价研究［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０８，２７（２）：

３２３３３０．

ＧＯＮＧＦｅｎｇｑｉａｎｇ，ＬＩＸｉｂｉｎｇ，ＤＯＮＧＬｏｎｇｊｕｎ．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ｇｏａｆｒｉｓｋ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８，２７（２）：３２３３３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ＤｏｎｇＬＪ．Ｕｎａｓ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ｉｆｙ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ｏａｆ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１２（２）：２２１２２４。

［８］冯岩，王新民，程爱宝，等．采空区危险性评价方法优化［Ｊ］．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３（７）：２８８１２８８８．

ＦＥＮＧＹａｎ，ＷＡＮＧＸｉｎｍｉｎ，ＣＨＥＮＧＡｉｂａｏ，ｅ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ｇｏａｆｒｉｓｋ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７）：２８８１２８８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张燕平，张铃．机器学习理论与算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ＺＨＡＮＧＹａｎｐ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ＧｋａｌｅｌｉｓＮ，ＭｅｚａｒｉｓＶ，ＫｏｍｐａｔｓｉａｒｉｓＩ，ｅｔａｌ．Ｌｉｎｅａｒ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Ｊ］．ＩＥＥＥ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２，１９（９）：５７５５７８．

［１１］ＹｅＱＬ，ＺＨＡＯＣＸ，ＹｅＮ，ｅｔａｌ．Ｍｕｌｔｉｗｅｉｇｈｔｖｅｃｔｏｒ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Ｊ］．Ｐａｔｔｅｒｎ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０，３１（１３）：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１２］ＣｈａｎｇＣＣ，ＬｉｎＣＪ．ＬＩＢＳＶＭ：Ａｌｉｂｒａｒｙｆｏ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Ｊ］．ＡＣＭ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ＩＳＴ），２０１１，２（３）：１２７．

［１３］ＣｈａｐｅｌｌｅＯ，ＶａｐｎｉｋＶ，ＢｏｕｓｑｕｅｔＯ，ｅｔａｌ．Ｃｈｏｏ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ｆｏｒ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Ｊ］．Ｍａｃｈ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０２，４６（１）：１３１１５９．

［１４］赵洪波，冯夏庭．支持向量机函数拟合在边坡稳定性估计中的应用［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０３，２２（２）：２４１２４５．

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ｂｏ，ＦＥＮＧＸｉａｔｉｎｇ．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ｆｉｔｔｉｎｇｉｎｓｌｏｐｅ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Ｒｏｃｋ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０３，２２（２）：２４１２４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赵洪波．围岩破坏模式识别的支持向量机研究［Ｊ］．岩土力学，２００５，２６（２）：２３５２３８．

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ｂｏ．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ｔｙｐｅｏｆ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ｒｏｃｋｍａｓ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ｖｅｃｔｏｒｍａｃｈｉｎｅ［Ｊ］．ＲｏｃｋａｎｄＳｏｉ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０５，２６（２）：２３５２３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　郑　洁）

７２１第４期 江向阳，等：柱状药包爆炸波传播规律的试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