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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对大理岩凯塞效应的影响

樊 运 晓
(中国地质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北京1嗍3)

擅要：岩石的凯塞效应具有记忆历史最大应力和应变的能力，但时隔两月对大理岩

样品进行再加戴试验表明，尽管大理岩仍有凯塞效应出现，但凯塞效应记忆先前应力

和先前应变的准确程度不高。笔者认为岩石声发射产生的原因在于其内都存在的裂

纹，岩石凯塞效应的机理则在于对其先前损伤的记忆。按照笔者确定的损伤因子，凯

塞效应具有记忆先前损伤的能力，时膀两个月对大理岩样品进行再加载试验，凯塞效

应记忆先前损伤的准确程度仅损失3％。文章从时间因素证明了凯塞效应的机理在

于对先莆损伤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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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l卯6年，金川忠等提出岩石的凯塞效应具有记忆历史最大应力的能力“J。之后，村山朔

郎等认为：岩石凯塞效应具有记忆先前最大应变的能力⋯。1993年，秦四清”1在研究岩石凯塞

效应时指出，岩石记忆应变的精度高于应力；同年}hrdy研究了岩盐的凯塞效应，}Iardy定义出

现凯塞效应时所对应的应力与先前最大应力之比值为应力恰当比值FR(应力)，该参数反映了

凯塞效应记忆先前应力的准确程度。FR>l，表示岩石记忆内容滞后；FR<1，表示其记忆超前；

FR越靠近1，说明记忆先前应力的能力越准确。试验表明岩盐凯塞效应的恰当比值(FR)在

0．94一1．1l之问，记忆应力的准确度很高，但时隔一年之后再加载时恰当比值降为0．79，}la耐y

认为时间因素使岩盐的记忆能力丧失了21％”1。笔者认为“o，岩石声发射产生的原因是由于

岩石内部的存在裂纹，凯塞效应的机理在于对其先前损伤的记忆。本文将恰当比值的概念加

以扩晨，定义出现凯塞效应时所对应的应变与先前最大应变的比值为应变恰当比值，记作FR

(应变)；出现凯塞效应时所对应的损伤因子与先前最大损伤因子的比值为损伤因子恰当比值，

记作FR(损伤因子)。

岩石的凯塞效应究竟记忆岩石什么参数?为什么岁月会磨平岩石记忆先前应力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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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因素会不会改变岩石对其他参数的记忆?本文选择大理岩进行低藏单轴压缩试验，涮得

加羲过程中的应力、横向应变、纵向应变以及声发射信号。时隔两个月之后进行再加载以检验

岩石的凯塞效应，比较时隔两月之后凯塞效应记忆应力和应变的能力，并从时间因素证明凯塞

效应的机理所在。

1 试验结果

圈l试验流程示意图

F毡．1№驴Iph 0fthe唧eri姗t

1．1存在性

对大理岩样品进行加载一卸载试验，记录加载过程中最大应力、应变值，然后将试样放置，

时蕊两个月之后进行再加载试验，观察并记录再加载过程中是否有凯塞效应出现．记录岩石记

忆各参数的能力，并检验其记忆损失程度。试验流程图见图1。

试验表明，时隔两个月之后，大理岩仍具有凯塞效应。图2为某大理岩试样的声发射事件

鼓一应力曲线。图中表明大理岩再加羲初始时有声发射信号释放，但信号较弱，声发射事件数

在l∞以内。当载荷达到45MPa左右时，声发射信号骤然增大，而且持续保持最大值，声发射

仪上昼示声发射信号溢出，这说明放置两个月之后大理岩仍旧具有凯塞效应。

圈2声发射事件数一应力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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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大理岩记忆先曹应力与先曹应变的比较

表l、裘2和衰3分别给出了时间因素对

大理岩凯塞效应记忆应力、纵向应变和横向应

变能力的影响。时隔两个月，大理岩的凯塞效

应记忆先前应力的恰当比值在O．746一O．964

之问(表1)，应力恰当比值均小于l，说明记忆

能力超前，平均应力恰当比值为0．蝴，说明
大理岩在时隔两月之后对先前应力的记亿损

失为15％。

寰1时■再月之后曩一效应记忆域向应力的■力

T龇l R卸舱mbeling蜘abil畸0fbd8盯
e‰aRⅡtwomtbB

寰2时■再月之后瓤●效应记忆烈自应变麓力

TaMe 2 Re删釉bedng娃试出ain abiHty 0fKai∞r棚bct afIert啪咖d培

洼：m’为●改后的恰当比值，详囊内容’觅正文

时蕊两个月大理岩记忆先前纵向应变(表2)和横向应变能力(表3)基本相当，表3中数据

表明：第1、2两个试样凯塞效应受时间因素影响较小，恰当比值在O．828—1．102。记忆损失在

10％一17％以内；第3、4个试样的凯塞效应受时间因素影响较大，尽管试验中出现明显的凯塞

效应现象，但应变恰当比值最小仅为O．O鲫，记忆准确程度竟不足lO％。比较表2和表3数据，

大理岩凯塞效应记忆纵向应变的能力略好于横向应变。

寰3时■再月之后■■效应记忆横向应童的麓力

1圳e 3 Re咖d咖曲珊v∞e ehain矗bihty 0fKaiser甜赫出盯t帅删山s

注：I"为●改后的恰当比值，详蛔内容参见正文

2试验现象分析

尽管在单轴压缩作用下，由于岩石本身组分的复杂多样性以及孔隙、裂纹的影响，受压的

大理岩仍伴随有塑性变形的发生。在第一期试验连续加载一卸载过程中，前次试验卸载后，尽

管应力岸到零，但是横向应变和纵向应变一般不回零，都留有残余应变，因而在继后加载中残

余应变曩加在新的应变中被记录下来。随着加载次数的增加，残余应变量越来越大，当量后一

次应力卸载到零时所对应的应变即为该试样的残余应变。以4号样为倒。其第一期试验中量

后一次卸羹至应力为零时，所对应的纵向应变和横向应变数据分别为2龉和137，卸为残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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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时隔两个月之后再加载以研究凯塞效应对先前应变的记忆能力，应力和应变值都从零计

起，忽略了第一期试验中的累计残余应变。表2和表3中列出了时隔两月后再加载时大理岩

试样在第一期试验中的残余应变，如将残余应变累加在相应的散据上再进行处理，结果有所好

转，具体数据见表2和表3中的修改后的恰当比值F雕一栏。其中，FR，(纵向应变)表示出现凯

塞效应时的纵向应变与残余纵向应变的累加值与先前纵向应变的比值；FR’(横向应变)则表示

出现凯塞效应时的横向应变与残余横向应变的累加值与先前横向应变的比值；

一文献[5]认为凯塞的实质是对其内部物理特性的记忆。在此基础上，文献[5]分析了声发

射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声发射信号反映了岩石的散观结构对外力的忍受程度，凯塞效应的机理

在于岩石对所受损伤的记忆。文中定义了损伤因子：

。=，√毒一t
其中D为损伤因子。石为岩石固有基质

无先天裂纹的弹性模量，E0为岩石加载过程

中实际弹性模量。

根据文献[4]所确定的损伤因子求得时

隔两个月之后凯塞效应对于先前损伤因子的

记忆，得到详细数据见表4。

数据表明：时隔两个月之后，岩石凯塞效

应记忆损伤的能力并未减少多少，恰当比值

囊●时■再月之后鼠■效应对先曹扭伤的记忆

1铀le 4 m粕咖bering d岫‘萨lb出1y 0fKai晰

e珏÷ct afIer two nmnIs

在0．卵一1．06之间，平均恰当比值1．030，说明恰当比值仅损失了3％。可见时间因素并未改

变大理岩凯塞效应对先前损伤的记忆，由此说明凯塞效应的机理在于对于先前损伤的记忆。

3 结论

本文通过大理岩时隔两个月之后再加载试验凯塞效应的研究，比较了时间因素对大理岩

记忆先前应力、应变以及损伤因子的比较，主要得到如下的结论：

(1)时隔两个月之后，大理岩仍有凯塞效应出现；

(2)大理岩凯塞效应记忆先前应力的能力与时间因素有关，其记忆损失程度达15％；

(3)大理岩凯塞效应记忆先前纵向应变和横向应变的能力相当，应变值包括凯塞应变值和

残余应变值；凯塞效应记忆先前应变的能力受时阃因素影响大i

(4)大理岩凯塞效应记忆先前损伤的能力很好，其平均恰当比值为1．03，记忆损失仅为

3％，从时问因素可以证明凯塞效应的机理在于对先前损伤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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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陆块北缘构造运动序列及区域

构造格局》新书简介

地质力学研究所崔盛芹、李锦蓉、孙家树、王建平、吴珍汉、朱大岗合著的‘华北陆块

北缘构造运动序列及区域构造格局>由地质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发行。全书共四

麓、十六章，约53万字，附图145幅，附表3l张，围版4版。

谈书在完成横穿全区不同地段五条走廓带与燕山造山带等重点区段野外观测与综

合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不同类型遥感一地球物理资料综合解译与区域地质资料综合分

析，以构造运莉序列、古构造编圈和区域构造分析为主线，将基底一盖层、构造一建造、

形变一相交、深部一浅部、宏观一微观、过程一机制、定性一定量与构造一岩浆一成矿研

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力求从三维空间加时间的角度，阐述华北陆块北缘区域构造格

局、区蛾构造演化过程与区域成矿地质背景。提出了华北陆块北缘存在地表多向叠加、

地壳深部双向复合、上地幔单向展布的岩石圈三维构造格局；剖析了深断裂和边界断裂

的类型、产状与地质、地球物理特征，拟定了构造区带划分新方案；划分出太古宙一古元

古代克拉通基底阶段、中一新元古代拗拉槽阶段、古生代华北克拉通盖层与陆缘造山盼

段及中新生代陆内造山阶段四大构造演化阶段的构造运动序列；编制了基底古构造圈、

盖层构造圈、中新生代不同时期古构造图与区域构造体系困等系列区域构造图件，论述

了区域构造发展演化过程与不同时期构造运动规律；分析了区域成矿地质背景与不同

时期构造一成矿关系。该书资料详实，内客丰富，层次清楚，重点突出，是一部重要的学

术专著，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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