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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琳鑫等-SR：从三维孔隙结构特征揭示压实黄土同天然黄土的性质差

异

2020-06-29 | 【大 中 小】【打印】【关闭】

　　黄土作为一种特殊土，占我国国土面积的6%以上，在未受水浸湿时，一般强度较高，压缩性较

小；在一定压力下受水浸湿时，其结构会迅速破坏，强度迅速降低，发生附加下沉。这种黄土特有

的工程地质性质被称为湿陷性，由此导致的地面塌陷和不均匀沉降常常造成黄土高原地区巨大的生

命和财产损失。 

　　孔隙结构是土壤最重要的性质之一，它直接影响土壤的含水量、渗透性和强度等其他性质。当

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黄土松散多孔的开放亚稳态结构是其湿陷性的基本条件，破坏其松散、大孔结

构理论上可以消除或减轻地基的湿陷性，因此在实际工程建设中多采用强夯、碾压等压实方法来对

黄土孔隙进行压密以增强地基强度，但事实表明此类人工重塑后的压实黄土仍具有湿陷性，且压实

黄土的变形规律严重影响大型黄土工程的安全及稳定。 

　　为此，大量学者开展了针对压实黄土的研究工作，发现不同干密度的压实黄土性质不同，他们

主要通过扫描电镜或压汞法研究其微观结构，但扫描电镜只能进行二维观测，而压汞测试中高压进

汞过程会破坏孔隙结构，因此不能全面反映实际状态下黄土的三维结构特征。此外，学者虽然发现

压实黄土的性质与天然黄土存在一定差异，并在宏观力学性质的对比以及二维微观图像的定性描述

取得进展，但是在高分辨率三维几何孔隙微观结构方面的定量对比研究，特别是基于无损CT扫描技

术的对比研究，仍然十分有限。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页岩气与地质工程院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

张琳鑫、导师祁生文研究员、杨继进正高级工程师等人合作，利用研究所先进的3D微米X-射线显微

镜设备，首次获取了高分辨率（1μm）无损状态下天然黄土与４种不同干密度压实黄土的三维微观

结构体（图1），并从中提取了样品的孔隙率、比表面积、孔径分布、连通孔隙含量和孤立孔隙含

量等三维微观参数，开展了天然黄土及压实黄土三维孔隙特征的定量对比研究，以揭示压实黄土同

天然黄土的性质差异（图2）。同时，他们利用传统压汞法获取了大小两种尺寸不同样品的孔隙

率、比表面积及孔径分布，对比微米CT测试结果，进一步探讨了压实黄土同天然黄土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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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a)微米CT设备；(b)1μm分辨率二维灰度图；(c)重建后的三维结构体

图2  基于微米CT扫描的天然黄土及四种压实黄土的孔隙孔径分布图

　　研究发现，压实黄土具有独特的不同于天然黄土的孔隙结构，这决定了其不同于天然黄土的特

殊性质。前人已发现干密度相同的条件下，压实黄土强度小于天然黄土。本研究进一步表明，尽管

压实黄土具有较大的压实密度，其孔隙稳定性依旧较差，这主要取决于压实黄土不具备天然黄土在

长期地质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固有连通孔隙及颗粒间稳定胶结。孔隙的孔径分布状态随干密度的

变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压实对黄土微观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压实过程中黄土结构破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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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大孔结构破坏为中孔和小孔，直至孔隙结构接近天然黄土的自然结构；随

后，中孔破坏，变成小孔。低压实度下压实黄土的结构变化趋向于接近天然黄土风积状态下的颗粒

排列。此外，定量对比发现，与天然黄土三维孔隙结构最相似的压实黄土，其干密度远大于天然黄

土的干密度。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前人的观点，即尽管干密度相同，室内固结黄土与天然固结黄土

的孔隙分布不同。这意味着，因样品不足、变量控制等需制备室内压实黄土以代替天然黄土的相关

实验室研究中，不应使用干密度相同的压实黄土代替天然黄土开展试验，而应适当增大压实黄土干

密度；同时在实际压实工程中，为实现稳定性，现场压实黄土干密度应大于与天然黄土三维孔隙结

构最相似的压实黄土的干密度。 

　　本研究系首次获取压实黄土高分辨率无损状态下的三维微观结构，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压

实黄土同天然黄土的结构差异性，为进一步研究压实黄土的特殊性质及其力学机制提供了新的思

路，同时也为室内黄土试验研究及实际工程建设中压实黄土干密度取值提供了依据。 

　　研究成果发表于Scientific Reports。（Zhang L, Qi S*, Ma L, et al. Three-dimensional

pore characterization of intact loess and compacted loess with micron scale computed

tomography and mercury intrusion porosimetry[J]. Scientific Reports, 2020, 10(1): 1-

15. DOI: 10.1038/s41598-020-65302-8）（原文链接）。该成果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黄土高原

重大工程灾变机理与防控重大项目”等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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