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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感谢吴明副教授等对笔者刊发在《岩土力

学》2017 年第 38 卷第 7 期的文章“曲线滑裂面下

有限宽度填土主动土压力计算”[1]（以下简称原文）

的关注，以及对文中的细节问题开展的有益讨论（以

下简称讨论稿）。对于讨论中涉及的问题，笔者按顺

序进行答复。 

（1）讨论稿中，吴明副教授提出，原文对试验

中砂土的填筑过程未有详尽描述，而该填筑过程对

砂体的特性有着一定的影响，在此做进一步的说明。

由于室内试验存在很多不可控制因素，为了保证每

次试验参数（孔隙比、相对密度、重度及密实度等）

相同，本次试验砂土的填筑均采用自由落体的填入

方式（将砂土从 2 m 高度处落下），铺设好的土样

静置 2 d（未进行压实处理），进而保证了每次试验

的参数基本相同。可见，如此处理的砂样均处于疏

松状态，与文献[34]的方法一致。 

（2）讨论稿中，吴明副教授提出，本文的试验

结果和其他学者[34]的试验结果在墙身底部处存在

一定差异。首先，归结于砂土的土拱效应，无论墙

后土体宽度是否属于有限宽度，不少试验[36]均已表

明（文献[3, 5]为有限宽度情况），土压力沿墙高分

布并非朗金或库仑土压力所描述的直线增加分布，

而是逐渐增大至最大值再逐步减小。原文的试验观

测数据，尤其是理论结果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亦

与其他的理论分析相吻合[78]，即准确地反映了土压

力分布的主要规律；其次，如讨论稿所言，原文试

验沿墙高的大部分区域（0～0.9 倍墙身埋深以内时）

与文献[34]的规律一致，且随填土宽高比n的增大，

二者确实更为接近（见讨论稿图 1），而存在差异处

主要集中在墙身底部（2 个测试点）。对此，笔者认

为是由于试验误差所造成的，其原因除了吴明副教

授所指出的挡墙未能保证百分百平动、侧墙约束作

用沿埋深增强的因素之外，挡墙与砂土摩擦力分布

的复杂性亦是造成各个试验土压力测试差异的重要

原因。 

以上为笔者的一些看法，不妥之处肯请批评指

正。分析墙后土体宽度不足情况下的土压力分布规

律，对于补充和完善土压力计算理论具有重要的意

义，在此再次感谢吴明副教授对拙作的关注，也对

《岩土力学》杂志提供这样一个交流平台表示由衷

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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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文武，毕  骏，马亚维，等 3208－3214 

22 
岩石断裂韧度 CCNSCB 方法渐进破坏机制与无量纲应力强度因子 

宽范围标定 
戴  峰，魏明东，徐奴文，等 3215－3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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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动荷载作用下隧道围岩块体稳定性分析及其应用 张露晨，李育慧，李树忱，等 3275－3282 

30 不等长工作面台阶区域覆岩运动诱冲机制及防治 李杨杨，张士川，高立群，等 3283－3290 

31 动态应力追踪方法识别采动裂隙带发育研究 张  燕，叶剑红，纪洪广，等 3291－3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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