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州填海岩石检测 修水坝用岩石指标检测

产品名称 广州填海岩石检测 修水坝用岩石指标检测

公司名称 广东省广分质检检测有限公司

价格 .00/个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新基村新基大道1号金科工
业园2栋1层101检测中心

联系电话 020-66624679 13719148859

产品详情

岩石试验是对岩石进行各种基本特性测定的总称。具体试验内容应根据工程类型、规模及
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及所要解决的工程地质问题等决定。根据试验条件不同，
一般可分室内岩块试验和现场岩体试验两大类。鉴于岩石多属于各向异性的不均匀介质，
因而室内试验岩块的选取，现场试验场地的确定，都必须十分注意其代表性，否则将得不
到反映实际情况的确切数据。

室内常规试验包括岩矿鉴定、岩石物理力学性质试验、化学分析。

岩矿鉴定

通常利用偏光显微镜鉴定矿物的光学性质、确定矿物名称，进行岩石定名，鉴定时观察矿物间的相互关
系、排列组合、以及胶结物性状、有无后期构造破坏、微观裂面、蚀变等现象。此外光谱分析和岩石中
同位素U(铀)蜕变量的测定，对鉴定岩石的年龄、分析区域构造、划分侵入岩、火山岩、变质岩的地质时
代都有一定作用。

岩石物理、力学性质试验

常规项目有比重、容重、吸水率及饱和吸水率，其大小说明岩石所含空隙数量的多少及其连通情况，用
于判断岩石的抗冻性及其强度， 当吸水率小于0.5%时认为是耐冻的;单轴抗压强度，可以采用直接压坏标
准试样的方法求得，也可在进行变形试验的同时测定;变形试验采用电阻应变仪测定试样在纵向压力作用
下的纵向和横向变形，计算弹性模量;抗剪试验有直剪和三轴剪两大类，从试件尺寸来分，有小型剪(直
径5厘米)和中型剪(边长20厘米×20厘米×20厘米，30厘米×30厘米×30厘米)两种，从剪切时间上又分瞬
时与长期(又称流变)两种;抗拉强度测定可用劈裂法与轴向拉伸法。室内力学试验由于采用了完整岩块的
小试件，不能反映裂隙、节理和风化破碎的情况。抗剪试件采用人为的磨光面进行磨擦，使参数缺乏代
表性。现改进了试件尺寸，采用原状软弱面作室内中型剪切试验;改进试件加荷条件并加大试验荷载;模拟



大坝受力条件;同时研制真三轴试验机、研究地应力条件下的岩石强度以及断裂力学。

化学分析

化学分析主要测定SiO2， A12O3， Fe2O3， FeO，CaO，
MgO，可溶盐、有机质、烧失量、比表面等含量，鉴定矿物的化学稳定性。

岩体现场试验主要包括岩体变形试验，抗剪强度试验和岩体应力测定。

岩体变形试验

岩体变形试验包括承压板法、狭缝法、单(双)轴压缩法，径向液压枕法及水压法等。

①承压板法是通过刚性或柔性承压板，施力于半无限空间岩体表面，测量岩体变形量。

②狭缝法(又名刻槽法)是通过埋设在岩体狭缝中的液压枕对狭缝两侧岩体施加压力，测定岩体变形模量
和研究岩体破坏前的变形特性。

③单(双)轴压缩法，系在试点四周被切开的狭槽内，埋入液压枕，并通过它对岩体施加压力， 测求岩体
变形。④径向液压枕法基本原理也是对岩体施加压力，测定其相应的变形量，但由于试验设备庞大，测
试周期长，应尽量少作。

⑤水压法是在密闭的试验洞内充水加压，测量其洞径的变形量，用于求取岩体的抗力系数和应力——变
形规律，是一种较为可靠的方法，但是费用大、周期长，宜尽量少用。目前应用广的是承压板法。水压
法和径向液压枕法主要用于大尺寸的和重要的有压隧洞求围岩的径向变形模量。此外，钻孔膨胀仪是近2
0多年发展起来的，在钻孔中测量岩体变形的仪器，它的名称很不统一，通常叫钻孔膨胀仪，也叫钻孔压
力仪、钻孔变形仪、或钻孔弹性仪等。

岩体抗剪强度试验

岩体抗剪强度试验可分为三种：①混凝土与岩体直剪试验，测定混凝土与岩体接触面的抗剪强度指标;②
岩体与岩体的直剪试验，测定风化岩体或半坚硬岩体本身的抗剪强度指标;③岩体与软弱结构面的直剪试
验，测定软弱结构面的抗剪强度指标。近来还发展了用楔形体试件研究不同倾角夹层的抗剪试验方法。

岩体应力测试

目前进行的方法有表面应力测试和钻孔应力测试。表面应力测试是测量岩体表面或地下洞室(人工，天然
)围岩表面经扰动后重新分布的应力状态，一般采用解除法和恢复法。钻孔应力测试用于测定钻孔中较深
部位的岩体天然应力状态，可分孔底应变测试法与孔径应变测试法，需用三孔交会来测岩体的全应力场
。孔壁应变测试法只需一孔就可测得岩体的全应力场，基本上反映岩体的初始应力。水压破裂法是在深
孔中测量地应力，操作较简便，其实质是用橡皮栓塞将欲测地应力的一段钻孔两端封闭，然后用高压泵
向测段内压水，一直到岩石发生破裂。纪录到的压力与岩体初始应力，以及破裂方向与初始应力之间存
在着基本弹性理论关系，利用这一关系估算初始应力的大小和方向。通过岩体应力测试，可判断水工建
筑物地区地应力的方向和量级，为合理布置地下建筑物提供依据，判断地下建筑物硐室围岩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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