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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 何思明 性   别 男

职   务 研究室主任 职   称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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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610041 电子邮件 hsm112003@yaho
o.com.cn

 简历:

 

何思明：工学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山地灾害
形成机理与防治关键技术研究。近年来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
SCI/EI检索:40篇。

 研究领域:

 

从事山地灾害（滑坡、高边坡、崩塌）形成机理与减灾技术研
发方面的研究工作，尤其在边坡预应力坡锚固技术、开挖边坡
稳定性的超前诊断与超前支护技术、崩塌滚石灾害形成机理与
防治、强震带边坡位移控制设计与柔性防护、广义极限分析与
极限平衡理论、滑坡动力过程与定量风险评估等方面取得了较
好的研究成果。

 社会任职:

 

 获奖及荣誉:

 

2011年度中国科学院王宽诚西部学者突出贡献奖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第二届“科学技术奖”三等奖 
2008年度中国公路学会科学技术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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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infall and Aftershock Threshold for Debris 
Flow of Post-earthquake, J. Mt. Sci. (2011) 8: 750–
75(SCI) 
[2]Siming He* ,Chaojun Ouyang , Yu Luo, Seismic 
stability analysis of soil nail reinforced slope 
using kinematic approach of limit analysis, Environ 
Earth Sci,DOI 10.1007/s12665-011 -1241-3(SCI) 
[3]何思明，张晓曦，欧阳朝军，条形基础荷载对边坡稳定性
影响与加固研究，岩土工程学报，2011，33（12）1980-1986
（EI） 
[4] 何思明，沈均，罗渝, 滚石坡面法向冲击动力响应特性研
究，工程力学，2011，28（6） 118-124. （EI） 
[5]何思明，沈均，吴永. 滚石冲击荷载下棚洞结构动力响
应，岩土力学，2011，32（3）781-788. （EI） 
[6]何思明，张晓曦，欧阳朝军，基于非线性破坏准则超前支
护桩加固高切坡的静动稳定分析，工程力学，2011，28（12）
119-126（EI） 
[7] 何思明，罗渝，何尽川，一种高切坡超前支护桩的作用机
理，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2011，43（6）79-84
（EI） 
[8]何思明，罗渝，吴永. 基于损伤理论的颗粒材料接触摩擦
特性研究[J].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201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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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LACEMENT OF SLOPES REINFORCED WITH PILES,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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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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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沈均，何思明，吴永，基于上限定理的边坡横向条分稳定
计算，自然灾害学报，2010，19（5）：132-137 
[48]Sun xinpo,He siming,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foundation pit support, 2010 2nd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Technology, ESIAT 2010(EI) 
[49]Li dexin,He siming,Ni huayong, Li junge,Model 
analysis and advice on the rainfall-triggered 
shallow landslide, 2010 2nd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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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何思明，吴永，李新坡. 嵌岩抗拔桩作用机制研究，岩土
力学. 2009(2): 333-337（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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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何思明，张小刚，沈均，罗渝，乐山大佛景区景云亭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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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学报，2009，18（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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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LI Xinpo, HE Siming，Seismically Induced Slope 
Instabiliti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Treatmen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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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吴永，何思明，李新坡. 地震波作用下抗滑桩的失效机理
[J].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2009，43(3): 284-288. 

 



（EI） 
[57]李新坡，张正波，何思明，等. 非线性破坏准则的竖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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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杨雪莲，周永江，何思明，框架预应力锚索在滑坡加固中
的现场试验研究，灾害学，2009，24（2）37-40 
[61]吴永，何思明，沈均，坡面颗粒侵蚀的水力学机理，长江
科学院院报，2009（8）6-9 
[62]沈均，何思明，吴永，滚石对垫层材料的冲击特性研究，
安徽农业科技，2009（17）8286-8288 
[63]何思明，李新坡，吴永. 滚石冲击荷载作用下土体屈服特
性研究,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8，27(增1) 2973-2977
（EI） 
[64]何思明，李新坡. 高切坡半隧道超前支护结构研究,岩石
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8，27(增2) 3827-3832（EI） 
[65]何思明，吴永，杨雪莲. 滚石坡面冲击回弹规律研究[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8，27(增1) 2793-2798（EI） 
[66]何思明，吴永，李新坡. 颗粒弹塑性碰撞理论模型,工程
力学. 2008(12): 19-24（EI） 
[67]何思明，李新坡,高切坡超前支护桩作用机制研究,四川大
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2008(3): 43-46（EI） 
[68]Siming He, Yong Wu & Xinpo Li, Consolidation 
mechanism of fully grouted anchor bolts, Landslides 
and Engineered Slopes -Chen et al. (eds)，2008 
Taylor & Francis Group, London, ISBN 978-0-415-
41196-7 
[69]陈晓清，崔鹏，程尊兰，张小刚，何思明，党超，5．12
汶川地震堰塞湖危险性应急评估，地学前缘，2008，15（4）
244-249 
[70]崔鹏，韦方强，陈晓清，何思明，汶川地震次生山地灾害
及其减灾对策，中国科学院院刊，2008，23（4）317-323 
[71] 崔鹏，韦方强，何思明，游勇，陈晓清，5•12汶川地震
诱发的山地灾害及减灾措施，山地学报，2008，26（3）280-
282 
[72]沈均，何思明，吴永，滚石灾害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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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力计算[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2007(8): 1664-1669
（EI） 
[77]何思明，雷孝章. 全长粘结式灌浆锚杆锈胀机制研究[J].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2007(6): 30-35（EI） 
[78]李新坡，何思明，徐骏，等. 层状岩质边坡临界高度极限
分析上限解[J].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2007(1): 44-
47（EI） 
[79]雷孝章，何思明，唐学文. 双标量描述下土的弹性非线性
损伤模型[J]. 四川大学学报(工程科学版). 2007(2): 20-24
（EI） 
[80]徐俊，王成华，何思明，张小刚，粒状碎屑溜砂坡桩板墙
加固防护技术，水土保持研究，2007，14（3）315-317 
[81]王成华，徐俊，何思明，张小刚，粒状碎屑溜砂坡树根桩
固砂防护技术，水土保持研究，2007，5（1）93-96 
[82]王成华，张小刚，阙云，何思明，粒状碎屑溜砂坡的形成
和基本特征研究（溜砂坡系列研究之一），岩土力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边坡锚固结构耐久性与寿命预测
（4057215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滚石的冲击与回弹特
性研究（40872181）；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震后滑坡崩塌形成条件与机理（2008CB425802）；交通部西部
交通科技项目：国道317线西藏段公路边坡超前诊断及处治技
术研究；西藏公路边坡锚固结构耐久性与寿命预测；四川省科
技厅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滚石灾害及其防治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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