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优秀成果推荐项目公示材料 

 

成果名称：黄土蠕变模型及工程应用研究 

成果简介：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非饱和黄土广泛分布于此区域，具有大孔隙结构和强水敏特性，因此导致的变形

问题使其在工程应用中面临诸多挑战。黄土地区的工程建设，如道路、桥梁、隧

道、水利设施等，除了常规的变形（遇水湿陷、受荷变形）外，常常受到长期变

形（蠕变）的影响，导致黄土构筑物产生长期沉降和耐久性降低。传统的非饱和

黄土变形计算和预测方法往往依赖于固结理论和工程经验，缺乏对黄土蠕变的深

入理解，加之气候变化对黄土土水特征的影响，致使设计往往和实际情况有较大

差距。此外，由于非饱和黄土的长期蠕变效应，基础设施工程变形预测的“试错

成本”巨大，亟需一种适用于实际工程的数值方法，提前针对复杂工况进行仿真

模拟，以预判易发状况，提高工程效率，确保工程安全。 

本项目综合运用室内试验、理论分析、数值模拟等手段，对非饱和黄土的蠕

变特性进行了系统研究。本项目历时 9 年，以陕西省重点研发计划和陕西省教育

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为依托，以黄土区域的诸多工程实践为支撑，形成了非饱和

黄土蠕变、土水特征、数值模拟等系列研究成果，已成功应用于西安轨道交通地

铁八号线、十五号线等 10 余个工程项目中，获陕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陕

西秦岭科学考察奖，陕西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1 项，项目组成

员获得“汉中市青年科技创新人才”荣誉称号。发表学术论文 15 篇（其中 SCI/EI

检索 8 篇），授权国家专利 6 项，获软件著作权 6 项。本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较为显著，为黄土地区的基础工程、边坡工程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科

学依据，对服务于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完成单位



序号 合作方式 
合作关系人 

及排名 
合作时间 合作成果 

1 共同立项 
郭鸿/1、付江涛

/3 

2018.01-

2023.12 

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干湿循环作用

下土石混合体劣化机理及变形预警

关键技术研究 

2 共同立项 郭鸿/1、徐乾/2 
2018.01-

2023.12 

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干湿循环作用

下土石混合体劣化机理及变形预警

关键技术研究 

3 论文合著 
郭鸿/1、骆亚生

/2 

2015.01-

2023.12 
论文：平面应变状态下黄土蠕变研究 

4 
共同知识

产权 
郭鸿/1、蒋红/2 

2018.05-

2023.12 

专利：一种精确的岩土抗拉试验装置

（授权号 ZL201721216790.2） 

5 论文合著 
郭鸿/1、杨奎斌

/2 

2023.05-

2023.12 

论 文 ： Effect of geogrid on 

dry-shrinkage cracking of loess 

 

 



主要完成单位及创新推广贡献： 

完成主要单位 排序 创新推广贡献 

陕西理工大学 1 

陕西理工大学作为慁倀大学



 

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知识产权类别 知识产权具体名称 国家（地区） 授权号 授权日期 证书编号 权利人 发明人 

 
 

发明专利 

一种离散元模拟

中的细观参数标

定方法 

中国 ZL201811477615.8 2022/9/6 证书号第

5434924号 

陕西理工大

学 

郭鸿;马帅帅;曹龙;王

普 

 
 

实用新型 



骆亚生 4 教授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蒋红 5 副教授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理工大学 

杨奎斌 6 讲师 陕西理工大学 陕西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