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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藏铁路冻土环境和冻土工程》从冻土和冻土工程的环境地质学属性介绍了青藏铁路冻土工程的研
究方法、研究内容以及工程实践。全书共分6章，第1章为青藏铁路冻土环境，第2章为青藏铁路冻土工
程次生环境，第3章为冻土环境和冻土工程研究方法，第4章为冷却地基思想和青藏铁路冻土工程，第5
章为运营期冻土区线路变化和工程病害防治预警，第6章为青藏铁路冻土工程施工和建设管理技术。
《青藏铁路冻土环境和冻土工程》可供冻土区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施工、运营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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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自昆仑山北麓西大滩至安多间广泛分布的片状多年冻土，把沿线分割成几个不同的水文地
质单元。多年冻土区内的水文地质条件，又具有它本身的特殊性。　　冻土区具有一定厚度的多年冻
土，形成一个较完整的统一的隔水层，出现了冻结层上水、冻结层下水、融区水等几种特殊的地下水
类型，并且都有各自的分布特征和富集规律。　　青藏铁路冻土区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
、融雪水、冰川消融水。地表水在多年冻土区汇集成溪流，在径流过程中补给多年冻土区的层上水以
及非多年冻土区的地下水。而多年冻土层下水，由于冻结层的存在，不可能直接获得地表水的补给，
主要通过河湖融区及冰川底部融区接受层上水或地表水补给，故其补给量较少。冻结层下水，主要通
过融区排泄，径流缓慢。冻结层下水的天然露头在寒季形成冰锥或冻胀丘。　　（3）不同的构造体
系，严格控制了区域水文地质条件，由于强烈的构造活动，形成了隆起的山地、断陷谷地及盆地。在
基岩山区褶皱裂隙的组合部位往往形成良好的蓄水构造。一般水质较好。新生代早期断陷盆地内，冰
水沉积砂砾石覆盖较薄，地下水主要赋存于新生代早期湖相含盐地层内，水质较差。在断陷谷地内，
地下水主要赋存于新生代晚期巨厚的冰水沉积砂砾石层中，水量丰富，水质较好。　　4）地下水分
类　　在多年冻土区，由于多年冻土层的存在，使地下水的埋藏条件和分布规律更加复杂化。冻土地
区的地下水可分为：冻结层上水、冻结层下水和融区水几种特殊的地下水类型。　　（1）冻结层上
水，是高原多年冻土区分布较为广泛的一种地下水类型，它的水位不稳定，相态不固定，埋藏条件也
随季节而改变，其含水层厚度受冻土上限的控制，水量大小也随季节而变。青藏铁路冻土区多年冻土
上限埋深一般为2-4m，含水层厚度较小，一般仅1~2m左右，由于径流及垂向蒸发的影响，其分布受
微地形控制较为明显，在地势较高处则基本疏干，不能形成统一的含水层。每年4月初地表开始解冻
，随着土中冰体的融化，这一含水层便在活动层中逐渐形成，9月底或10月初融化深度达到极限，含水
层厚度也最大。10月初地面开始冻结，随冻结深度逐渐加深，直至次年1月土层完全冻结并与多年冻土
衔接起来而结束。总之冻结层上水基本为潜水类型，含水层薄且不稳定，其埋藏和分布状况主要决定
于季节融化层的分布特征和多年冻土融化底板的形状。　　（2）冻土层下水，是多年冻土区内地下
水的一种主要的赋存形式。这种类型的地下水相态稳定，一年四季都处于液态。除西大滩地医多年冻
土的边缘地带不具承压性外，一般都具有承压性，且有些地方可以流出地表。多年冻土层为其承压顶
板，多年冻土层的厚薄直接改变着冻结层下水的径流状态和赋存规律。冻结层下水的补给条件困难，
径流条件也较差，水质好坏相差悬殊，水量贫富极不均匀。根据含水介质的不同，主要有孔隙水、孔
隙裂隙水、裂隙水、岩溶水等四类。　　孔隙水主要赋存于西大滩、温泉、扎加藏布断陷谷地下部砂
砾层孔隙中及楚玛尔河、沱沱河、通天河等高平原及盆地中半成岩粉细砂岩孔隙中。孔隙裂隙水主要
赋存于可可西里、风火山及其间高平原与盆地下部的泥岩、砂岩、砾岩孔隙裂隙中。裂隙水主要赋存
于昆仑山、唐古拉山构造裂隙中。岩溶水主要赋存于楚玛尔河高平原、沱沱河盆地及唐古拉山山麓泥
灰岩及碳酸盐岩岩溶裂隙、孔隙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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