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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介绍 

黄土是一种典型的特殊土，在我国分布广泛，其力学性质与环境和气候条件关系密

切，对黄土地区修建的交通、建筑、市政、水利水电、国防、机场工程及环境等影响很

大，因此黄土力学与工程特性的研究在我国开展较早，有关专家学者数以千计，且研究

卓有成效，使黄土力学发展成为了土力学的一个分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黄土地区

处于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区域，黄土地区的工程建设急剧增加，规模空前，工程实践有力

推动了黄土力学的发展，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层出不穷，总结和交流黄土力学的新

研究成果非常必要。 

另一方面，目前国家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黄土地区是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实施的主战场，基础工程建设的迅猛发展，对黄土力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形势下，集同行之力，汇群英之智，谋划黄土力学的未来发展是当务之急。 

鉴于上述，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分会“非饱和土与特殊土专业委员会”

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湿陷性黄土专业委员会”决定于2020年10月在西安召开“黄

土力学的理论与实践专题学术研讨会”。会议将以“一带一路”重大工程建设中的黄土力

学理论与实践的关键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问题为中心议题，对黄土的基本性质、测试技

术、本构模型、地基处理、基坑支护、桩基工程、地下工程、边坡工程、环境工程和数

值分析等方面研究的新成果和工程新经验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交流。热忱欢迎全国（特

别是黄土地区）从事相关领域研究、勘察、设计、施工及监测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等

踊跃投稿、积极参会。同时欢迎海内外华裔学者和国际同行参加。  

征文范围 

① 非饱和土黄土与饱和黄土的基本性质（包括变形、强度、渗水、渗气、结构性、湿

陷性、持水特性、屈服特性、动力特性等）； 

② 室内试验新仪器； 

③ 黄土地基处理和基础工程； 

④ 黄土高边坡、深基坑和地下工程； 

⑤ 地质灾害机理和防治； 

⑥ 现场测试新技术、新材料和新工法； 

⑦ 平山造地、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和生命线工程中的关键问题； 

⑧ 重大岩土工程实录和新经验； 

⑨ 黄土的本构模型、数值分析方法及工程应用； 

⑩ 其它特殊岩土工程问题。 



论文要求与出版 

论文要求： 

(1) 论文要求尚未公开发表，论点明确，论据可靠，数据准确，文字精炼，引用文

献出处明确，篇幅控制在A4纸6页以内。 

(2) 论文内容务必实事求是，不得侵犯他人著作权，不得重复投稿，不得涉及保密

内容，文责自负。 

(3) 会议论文格式一律按照《岩土力学》期刊格式撰写。 

(4) 务必注明作者详细通讯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及E-mail地址。 

论文出版： 

投稿论文经本次会议学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组织专家评审后，对高质量论文将推

荐到《岩土工程学报》（正刊、增刊）、《岩土力学》（正刊、增刊）发表，其它论文

推荐到《地下空间与工程学报》、《水利与建筑工程学报》、《地震工程学报》、《中国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学报》、《Earthquake Research in China》、《水利水电技术》等

正刊上发表。 

学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将评选出本次会议的优秀论文（第一作者的年龄不超过40

岁）8—10篇，由专委会颁发荣誉证书，并在大会闭幕式上进行表彰。 

重要日期 

2019年9月27日 发布会议第一号通知（会讯及征文通知） 

2020年1月31日 接受论文全文投稿 

2020年04月1日 提交论文全文截止 

2020年05月10日 通知论文是否录用 

2020年06月30日 论文修改稿截止 

2020年09月15日 发布会议第二号通知（注册及宾馆预订通知） 

2020年10月16日 代表报到 

2020年10月17~18日 学术交流，并表彰优秀论文 

2020年 10月 19日 工程考察（待定） 

会务费 

会议正式代表收取会务费1200元，学生代表及随行家属收取会务费600元。 

会议展览 

会议期间将举办岩土工程新仪器、新设备、新技术、新材料、新软件等方面的展览，

热忱欢迎岩土工程领域的相关公司和单位报名参加。 



联系方式 

地址：西安市碑林区金花南路5号，西安理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邮编：710048 

联系人：党发宁 13186080851 刘奉银 18192382900 张志强 15991608239 

王丽琴 15289386906 朱才辉 18220556922 马宗源 13519172001 

张 昭 13709129841 佘芳涛 13571838687 王松鹤 13324540927 

王 平 13519636855 薛海斌 17782650691 薛 熠 18092311315 

投稿邮箱：loess_xaut@126.com 

会议交流微信群：2020黄土力学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1  

2020黄土力学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2 

注：欢迎各位专家和中青年学者积极入群，及时了解会议动态！目前，群1人数已达上限（500人），

群2已超100人，系统设置人数超过100人无法通过扫描二维码进入。请还未进入会议交流微信群的专

家、学者选择以下方式进入群2，谢谢！ 

① 由群内好友邀请入群； 

② 加上述任一联系人为好友，由其邀请入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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