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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小清等的论文《基于宏细观损伤耦合的非贯

通裂隙岩体本构模型》[1]，（以下称为原文）于 2015

年 10 月刊发在《岩土力学》第 36 卷第 10 期上。原

文对耦合损伤理论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讨论，笔者

有几点疑问，故提出与作者袁小清商榷。 

笔者采用符号参数如无说明，则其含义与原文

相同。以下是讨论的内容： 

（1）节理裂隙平均体积密度 v 算法问题 

原文指出， v 按照文献[2]的方法计算。仔细阅

读文献[2]，并没有给出 v 的计算方法。研读原文第

4 节（计算实例与模型验证）和原文引用的文献[3]

资料，原文中计算参数 v 是由节理的个数除以单位

厚度二维模型的体积，而与试件的厚度 B 无关，即

v  325 / (15 cm 15 cm 1 cm) 0.11 cm   ，如果按

照此算法，原文式（16）计算的损伤变量值 1D 将与

试件厚度 B 有关，二维模型中的节理裂隙布置方式

不变，随着厚度 B 的增加， 1D 急剧减小，与理论上

1D 应保持恒定相悖，不知作者原文中如何计算平均

体积密度 v ? 

（2）传压传剪修正系数问题 

原文指出，式（22）优点的表述为“由该方法

求出的损伤变量不但很好地考虑了裂隙的方向及几

何尺寸特性，而且还同时考虑了裂隙面的强度参数

和试件尺寸对损伤的影响。由此求出的裂隙岩体损

伤模型将更符合实际情况，无需采用裂隙的传压及

传剪系数对其进行修正”。实际上原文式（22）是基

于节理裂隙面理想完全闭合、裂隙面上的法向应力

和裂隙面间的应力完全抵消推导得出，即认为裂隙

的传压系数为 0[45]，故认为此段中“无需采用裂隙

的传压及传剪系数对其进行修正”应修改为“无需

采用裂隙的传剪系数对其进行修正，传压系数等于

0”，不知原文作者根据式（22）得出“无需采用裂

隙的传压及传剪系数对其进行修正”是出于何种考

虑？由于原文第 4 节采用的是张开节理的试验数据

验证，本文基于理想闭合节理得出的理论，并没有

考虑法向的能量损伤，所以对原文“无需采用裂隙

的传压及传剪系数对其进行修正”的理解非常重要，

否则，原文第 4 节计算实例与模型验证部分将与本

文理论部分不匹配。由于张开型节理裂隙和闭合型

节理的理论有比较大的差异[45]，根据两种节理的不

同，笔者单独列出，并与原文作者讨论。 

（3）张开型节理与闭合节理的差异 

原文前半部分成果主要是由闭合节理裂隙计算

得出，第 4 节计算实例与模型验证部分采用陈新等

基于张开型节理的室内试验数据进行验证。对于张

开型节理裂隙，法向有效强度因子[4, 6]将不可忽略，

设法向有效应力为 neff ，则原文式（21）应改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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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采用图 1 计算模型翼裂纹扩展角度 ，对

于张开型节理不再是原文固定的值 70.5°，而是与

节理倾角 、有效切向应力和有效法向应力比值有

关的一个函数[68]，变化范围较大从 40°～140°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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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同时考虑尖端强度因子奇异性型引入的有效长

度 *l 也不再是一个常量 0.27 a ，而是一个与翼裂纹

扩展角度 、有效切向应力和有效法向应力比值有

关的函数[68]。由此可见，闭合节理和张开型节理的

算法有本质的区别，不知原文作者采用闭合型节理

试验验证闭合节理裂隙理论的正确性，是出于何种

考虑？ 

 

 

图 1  翼裂纹扩展模型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wing crack growth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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