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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青藏铁路Ｋ１４９６＋７５０监测断面含融化夹层路基长达１０ａ的地温监测数据，分析了在气
候转暖及工程活动下天然场地及路基左右路肩下多年冻土热状态年变化过程、融化夹层的年变化过程

及其对多年冻土热状态的影响。结果表明：监测断面天然场地、左右路肩下多年冻土上限逐年下降，

热稳定性逐年降低；观测期内，左路肩下发育有融化夹层，融化夹层厚度在波动中呈增厚趋势，且其增

厚主要是由多年冻土人为上限下降所致，而天然场地及右路肩下未发育融化夹层；多年冻土上限附近

土体热积累显著，进而导致多年冻土上限逐年下降及其附近土体温度逐年升高，弱化了多年冻土的热

稳定性；后期增加的块石护坡和热管两种具有“主动冷却”效能的工程补强措施很好的改善了路基的热

稳定性，右路肩经工程补强措施后，多年冻土人为上限得到显著抬升，热稳定性得到显著改善，而左路

肩由于融化夹层的存在，工程补强措施仅仅维持了当前多年冻土热状态，融化夹层的存在一定程度上

弱化了工程补强措施所产生的冷却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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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多年冻土是指地表下一定深度范围内地温持续

两年以上处于０℃以下的岩土层［１］。由于冰的存

在，多年冻土对温度变化极为敏感，其本身物理化

学性质，以及以此作为构筑物载体的工程性质均受

到温度的影响［２］。而聚集于狭长的冻土工程走廊

内的青藏铁路、青藏公路、输变电线路以及输油气

管道等工程构筑物之间相互影响，以及构筑物和多

年冻土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构筑物对下部多年冻土

产生强烈的热扰动，弱化了冻土的稳定性，使多年

冻土的生存环境变得脆弱，造成冻土的广泛退化，

进而引起一些工程地质问题［３－７］。同时，在全球气

候转暖的背景下，秦大河［８］认为未来５０ａ中国西
北地区气温可能上升１．９～２．３℃，青藏高原可能
上升２．２～２．６℃。

工程活动和气候变暖将改变多年冻土的热状

态，多年冻土年平均地温升高，活动层厚度增大，

地下冰融化，导致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南北界、岛状

多年冻土区及部分高温多年冻土区冻土退化严

重［９－１０］，导致多年冻土区不同程度的发育有融区。

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ｅｎ［１１］将融区定义为：位于季节活动层和多
年冻土之间、周围土壤常年冻结、温度为正的一层

土壤。Ｈａｒｒｉｓ等［１２］在 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ｅｎ［１１］、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１３］、
Ｗａｓｈｂｕｒｎ［１４］的基础上，根据多年冻土所处的地理
位置不同将融区分为封闭式融区、开放式融区、横

向融区、孤立融区、瞬时融区；根据未冻土形成机

理的不同将融区分为热传导作用融区、水热作用融

区、水化学作用融区。Ｓｉｎｇｈ等［１５］又在形成未冻土

机理不同的基础上增加了地热作用融区和人造融

区。青藏铁路部分路段路基下发育有的融化夹层也

属融区的一种表现形式。一般将多年冻土区季节冻

结最大深度界面与多年冻土人为上限之间形成的隔

年或多年不冻的融化土层称之为融化夹层或融化

第４０卷第５期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冰　川　冻　土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４０，Ｎｏ．５
Ｏｃｔ．，２０１８



核［１６－１８］。其中，李述训等［１９］基于二维有相变热传

导理论分析了青藏高原沥青路面下融化盘随时间的

形成变化过程及最大融化深度；陈冬根等［２０］研究

了融化夹层与路基高度、年平均地温的关系；金会

军等［２１］通过对冻土勘探钻孔，分析了６０眼观测深
度大于２０ｍ，观测时间达５ａ以上的地温数据，指
出了青藏公路沿线冻土发生下引式退化时将导致融

化夹层出现。吴吉春等［２２］在数值模拟结果的基础

上，根据理论推导和对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勘察的认

识，指出在多年冻土退化过程中地温剖面曲线出现

不衔接阶段时融化夹层即出现。另外一些学者根据

年平均地温和气温、路面类型、路基高度、路面宽

度的不同分析了其对融化夹层的影响，并做了数值

模拟［２３－２４］。青藏铁路的修建采用了“主动冷却”路

基以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２５－２７］。然而，受前期工

程地质勘测及青藏高原复杂的地质条件限制，并非

所有的高温高含冰量路段均铺设了上述的新型路基

结构，局部地区修筑了普通路基［２８－３０］。研究多年

冻土区高温高含冰量普通路基下融化夹层在气候转

暖和工程活动影响下的发展变化过程，对于治理高

填方路基阴阳坡效应下融化核偏移导致的路基纵向

裂纹、多年冻土上限下降及地下冰融化导致的路面

波浪变形等一系列工程地质问题具有很好的指导作

用。以上学者的工作多侧重于理论分析和数值模

拟，且实地地温监测时间序列相对较短，没有很好

地分析发育有融化夹层路基的热状态。为此，本文

选取了青藏铁路监测断面含融化夹层路基长达１０ａ
之余的地温监测数据，分析了发育有融化夹层路基

的热状态及其融化夹层的年变化过程。

１ 数据来源及方法

１．１ 监测场地基本信息

地温监测数据来自于青藏铁路 Ｋ１４９６＋７５０监
测断面，分别采集了天然孔、左路肩、右路肩下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１月的地温数据，地温监
测数据每天测定一次。该地温监测场地天然孔深为

１５ｍ，左路肩、右路肩孔深为２０ｍ。自天然地表面
或路基表面起算，１０ｍ深度内每隔０．５ｍ布设一
个温度探头，１０ｍ以下每隔１．０ｍ布设一个温度
探头。该监测场地位于唐古拉山山区，多年冻土南

界附近，属富冰、饱冰多年冻土，年平均地温为

－０．１２℃，植被覆盖度９０％；起初为普通路基，左
路肩高３．１ｍ、右路肩高２．９ｍ，线路走向为南偏
东５°，２０１０年５月增设块石护坡，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增

插热管。

１．２ 数据处理方法

由于土颗粒表面能、土壤的含盐量等因素影响

土体的冻结温度低于０℃［３１－３２］。本文从工程实践

和问题分析简易性的角度出发，以０℃作为土体的
冻融分界线，即土体温度低于０℃发生冻结，高于
０℃发生融化。同时以０℃等值线能够到达的最深
位置确定多年冻土上限。由于发育有融化夹层的多

年冻土是非衔接性多年冻土，融化夹层上部土体的

冻融过程类似于季节冻土，即融化夹层上部的土体

在冷季存在最大的冻结深度。地面温度的周期性波

动，导致热量在温度梯度下向下传播，一年中的地

温变幅随深度的增加按指数规律衰减且相位滞

后［３１］。本文以每年１０月中旬作为多年冻土融化深
度最大时刻，以每年４月中旬为其融化夹层上部土
体冻结深度最大时刻。在根据地温曲线确定最大冻

结深度、最大融化深度时，４月中旬、１０月中旬地
温值取其当日测定值。根据融化夹层厚度的定义，

即当年的人为上限值减去次年的季节冻结最大深度

值得到次年的融化夹层厚度值。

２ 结果分析

２．１ 含融化夹层路基热状态

图１为Ｋ１４９６＋７５０监测断面处天然场地、左
路肩、右路肩下地温等值线图。由图１（ａ）可知，天
然场地下多年冻土呈衔接状态，在气候转暖的影响

下季节活动层厚度呈现逐年增厚趋势，但观测期内

未发育有融化夹层，热状态整体上较为稳定。由图

１（ｂ）、１（ｃ）可知，该监测断面路基下多年冻土厚度
较薄，且左路肩在观测期内发育有融化夹层，同时

左右路肩下５～１５ｍ深度处多年冻土地温一直处于
－１～０℃的较高温度状态，热状态极不稳定，易受
到气候转暖及工程活动等外界的扰动发生变化。

２．２ 多年冻土人为上限年变化过程

图２为监测断面各监测孔１０月中旬地温随深
度的年变化图。由图可知，观测期内，天然场地下

多年冻土上限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４年分别为２．２９ｍ、２．３５ｍ、２．４４ｍ、２．５２ｍ、
２．７６ｍ，多年冻土上限呈逐年下降趋势，年均下降
速率为０．０４９ｍ·ａ－１；左路肩下多年冻土人为上限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分别
为６．３９ｍ、６．５５ｍ、６．７８ｍ、６．５２ｍ、６．５０ｍ，右
路肩下多年冻土人为上限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０
年、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４年分别为５．５６ｍ、５．８６ｍ、５．８７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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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青藏铁路Ｋ１４９６＋７５０监测断面地温等值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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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青藏铁路Ｋ１４９６＋７５０监测断面各监测孔１０月中旬地温
Ｆｉｇ．２ Ｇｒｏｕ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ａ），ｌｅｆ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ｂ）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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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９ｍ、５．０ｍ，左右路肩下多年冻土人为上限在
未采取工程补强措施前均呈逐年下降趋势，经工程

补强措施后，左路肩下多年冻土人为上限稳定在

６．５０ｍ左右，右路肩下多年冻土人为上限呈向上
抬升趋势，表明２０１０年５月、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对该监

测断面路基分别进行的增补块石护坡、增插热管两

种工程补强措施有效地抑制了路基下多年冻土人为

上限的下降，增强了路基的热稳定性。由于该监测

场地线路走向为南偏东５°，加之路基高度较高，该
监测断面路基“阴阳坡”效应显著，导致左路肩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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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冻土人为上限埋藏深度较右路肩深。

２．３ 季节冻结最大深度

图３为监测断面各监测孔４月中旬地温随深度
的年变化图。由图可知，观测期内，监测断面天然

场地、右路肩下多年冻土在冷季均能够完全回冻，

多年冻土呈衔接状态，但右路肩下５ｍ深度处多年
冻土地温处于临界状态，易受到扰动发生变化；左

路肩下多年冻土在冷季不能够完全回冻，多年冻土

呈不衔接状态，存在季节冻结最大深度，其值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９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分别为

４．７３ｍ、４．７２ｍ、４．４９ｍ、４．４５ｍ、４．４４ｍ。
２．４ 融化夹层厚度变化趋势

图４为监测断面左路肩下融化夹层厚度年变化
过程图。由图可知，融化夹层厚度在观测期内呈现

波动中增厚趋势，其中２０１１年之前的融化夹层增
厚速率较２０１１之后的大。由图３（ｂ）知左路肩下季
节冻结最大深度年变化幅值不大，结合图２（ｂ）知
左路肩下多年冻土人为上限的下降与其图４所示融
化夹层厚度增厚具有很好的一致性，所以融化夹层

的增厚主要是由多年冻土人为上限下降所致。

图３ 青藏铁路Ｋ１４９６＋７５０监测断面各监测孔４月中旬地温
Ｆｉｇ．３ Ｇｒｏｕ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ａ），ｌｅｆ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ｂ）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ｃ）

ａｔＫ１４９６＋７５０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Ｒａｉｌｗａｙｉｎｍｉｄ－Ａｐｒｉｌ

图４ Ｋ１４９６＋７５０监测断面左路肩下融化夹层厚度
年变化过程

Ｆｉｇ．４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ａｗｅｄ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
ｕｎｄｅｒｌｅｆ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ｔＫ１４９６＋７５０

２．５ 融化夹层对多年冻土热状态的影响

２．５．１ 多年冻土上限附近热流通量年变化过程

多年冻土上限附近热流通量的年变化能够很好

的反映多年冻土的热状态。为此，忽略相变潜热等

产生的影响，通过傅里叶定律计算厚度为０．５ｍ土
体的热流通量值。热流通量ｑ可以近似表示为

ｑ＝－λＴｚ≈
－λ
Ｔ２－Ｔ１
Δｚ

（１）

式中：λ为导热系数（Ｗ·ｍ－１·ａ－１）；Ｔ为温度；
Ｔ１和Ｔ２为 ０．５ｍ厚土体界面处的温度；Δｚ值为
０．５ｍ。计算中土体的导热系数根据土质、干容重
等选取，根据天然场地、左路肩、右路肩下多年冻

土上限位置选取温度测点，具体取值见表１。
图５为根据式（１）计算所得的多年冻土上限附

近热流通量的年变化过程图。其中正值代表吸热，

负值代表放热。由图可知，天然场地、左路肩、右

路肩下多年冻土上限附近土体在观测期内均表现为

吸热，但其吸热过程随时间变化又有所不同；其中

天然场地下多年冻土上限附近土体在冷季表现为放

热，暖季表现为吸热，一年中的吸热期长于放热

期，且吸热过程中的热流通量相对平缓，放热过程

中的热流通量较为剧烈，吸热过程中的峰值与放热

过程中的峰值大致相等并随时间呈逐年增大的趋

势，总体上热量处于积累状态，这也与天然场地下

多年冻土上限逐年下降有较好的一致性；而左右路

肩下多年冻土人为上限附近土体在观测期内一直保

持为吸热状态，暖季热流通量值迅速增大，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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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温度测点深度和土体导热系数

Ｔａｂｌｅ１ Ｔｈｅ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ｄｅｐ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ｓｏｉｌａｔＫ１４９６＋７５０

监测场地

选取的温度测点深度／ｍ

天然场地 左路肩 右路肩

多年冻土导热系数／（Ｗ·ｍ－１·ａ－１）

天然场地

冻土 融土

左／右路肩

冻土 融土

Ｋ１４９６＋７５０ ２．０／２．５ ６．０／６．５ ５．５／６．０ １．３５１ １．１２５ １．８２４ １．４７４

图５ 多年冻土上限附近热流通量的年变化过程

Ｆｉｇ．５ 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ｈｅａｔｆｌｕｘｎｅａｒｂｙｔｈｅ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ｔａｂｌｅｉ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ａ），
ｌｅｆ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ｂ）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ｃ）

补强措施前，热积累显著，其后每年的热积累在波

动变化中呈减少的趋势，这也与左右路肩下多年冻

土人为上限变化趋势有很好的一致性。

２．５．２ 多年冻土上限附近地温年变化过程

图６为多年冻土上限附近地温年变化过程图。
由图可知，在气候转暖的影响下，天然场地下多年

冻土上限附近２．５ｍ处地温暖季时的峰值呈逐年增
大趋势，而３．０ｍ处地温冷季时的峰值呈微弱的减
小趋势，以上现象表明天然场地下多年冻土上限附

近地温总体上处于升温趋势；左右路肩下多年冻土

人为上限附近地温２０１０年之前均表现为明显的升
温趋势，２０１０年之后左路肩下多年冻土上限附近地
温年际间的变化趋势趋于稳定、右路肩下多年冻土

上限附近地温在经过３ａ的稳定变化后表现出了明

显的降温趋势。左右路肩下多年冻土人为上限附近

地温经工程补强措施后表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与融

化夹层的存在有很大的关系。发育有融化夹层的左

路肩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程补强措施所产生的“主

动冷却”效能，多年冻土上限附近地温未能得到明

显的降低，融化夹层的存在降低了多年冻土的热稳

定性，而未发育有融化夹层的右路肩对工程补强措

施产生的“主动冷却”效能则表现出了明显的响应

关系，多年冻土的热稳定性增强。

３ 讨论

在气候转暖与工程活动的双重影响下，原天然

地表的能量平衡体系被打破，路基下的多年冻土年

吸收的热量较之前有所增加，多年冻土上限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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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多年冻土上限附近地温年变化过程

Ｆｉｇ．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ｎｅａｒｂｙ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ｔａｂｌｅｏｆ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ａ），
ｌｅｆ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ｂ）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ｃ）

进而导致多年冻土区活动层厚度增加［３３－３６］。当冷

季的回冻深度不能和多年冻土上限衔接时，就会在

季节冻结最大深度界面和多年冻土上限之间形成一

层隔年或多年不冻的融化土层，即融化夹层［１６－１８］。

路基下融化夹层又有对称状和不对称状之分，当由

于路基的走向而产生“阴阳坡”效应时，路基下的融

化夹层就会向阳坡侧偏移，导致融化夹层往往呈不

对称状。一旦融化夹层形成以后，在冷季，融化夹

层上部地温梯度为正，正常散热，融化夹层下部地

温梯度为负，而融化夹层内部的地温梯度存在一个

正负梯度过渡的零梯度带，阻滞了融化夹层下部多

年冻土热量的散失；在暖季，融化夹层上部、融化

夹层、融化夹层下部形成负梯度，从而热量进入路

基并使其地温升高。所以融化夹层的存在阻滞冷季

冷量的向下传递，而暖季热量又可以不断向下输

入，导致多年冻土人为上限下降显著。多年冻土上

限的下降导致上限附近产生大量的水分，而融化夹

层又具有很强的聚水特性，水又具有很大的比热

容，储热能力强，进而导致多年冻土上限的进一步

下降，这也是融化夹层厚度不断增厚主要原因之

一。融化夹层作为软弱层，承载能力有限，在车辆

荷载及土体自重作用下，当发育融化夹层较厚一侧

的路肩产生的沉降变形较大时，则左右路肩有可能

产生差异沉降，进而沿线路走向产生纵向裂缝，影

响行车安全。本文中所选取的监测断面路基在经过

工程补强措施后下伏多年冻土的热稳定性得到提

升，表明了“主动冷却”的工程补强措施在增强路基

热稳定性方面存在显著作用。但未能有效地消除左

路肩下的融化夹层，路基下的融化夹层仍呈不对称

状，所以仍需科研工作者提出更加有效的工程措施

消除路基下的融化夹层。同时，铁路工务部门人员

需加强对该监测断面地温及路基变形的监测，以保

证行车安全。

４ 结论

通过对青藏铁路沿线 Ｋ１４９６＋７５０监测断面发
育有融化夹层路基长达１０ａ的地温监测，分析了在
气候转暖及工程活动影响下天然场地及左右路肩下

部土体的热状态变化过程，并得到如下结论：

（１）天然场地下多年冻土在气候转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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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多年冻土虽呈衔接状，但季节活动层逐年增

厚，多年冻土上限逐年下降，年均下降率为０．０４９
ｍ·ａ－１。多年冻土上限的下降与其附近土体显著
的逐年热积累有很大的关系。

（２）左右路肩下多年冻土在气候转暖及工程活
动的影响下，左路肩下发育有融化夹层，多年冻土

呈不衔接状，且其融化夹层厚度观测期内呈波动中

增厚趋势，融化夹层的增厚主要是由多年冻土人为

上限下降所致，而其多年冻土人为上限的下降与其

附近土体热积累有关，同时多年冻土上限附近地温

的升高也是其附近土体热积累所致；右路肩下多年

冻土呈衔接状，未发育有融化夹层，其多年冻土人

为上限也呈逐年下降趋势，下降原因与左路肩相

同。由于该监测断面路基“阴阳坡”效应显著，导致

左路肩下多年冻土人为上限埋藏深度较右路肩深。

（３）该监测断面于２０１０年５月增设块石护坡
及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增插热管的两种“主动冷却”路基
的工程补强措施有效提高了路基的热稳定性。经过

工程补强措施后，左路肩下多年冻土人为上限稳定

在６．５０ｍ左右，而右路肩下多年冻土上限则表现
出显著的向上抬升趋势。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ＺｈｏｕＹｏｕｗｕ，ＧｕｏＤｏｎｇｘｉｎ，ＱｉｕＧｕｏ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
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周幼吾，郭东
信，邱国庆，等．中国冻土［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　ＴｓｙｔｏｖｉｃｈＨ．Ｔｈ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ｏｆｆｒｏｚｅｎｇｒｏｕｎｄ［Ｍ］．Ｚｈ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ＺｈｕＹｕａｎｌｉｎ．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ＴｓｙｔｏｖｉｃｈＨ．冻土力学［Ｍ］．张长庆，朱元林．译．北
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

［３］　ＡｎｄｅｒｓｌａｎｄＯ，ＬａｄａｎｙｉＢ．Ｆｒｏｚｅｎｇｒｏｕ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Ｍ］．
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ａｎｄＳｏｎｓ，Ｉｎｃ．Ｈｏｂｏｋｅｎ，２００４．

［４］　ＭａＷｅｉ，ＮｉｕＦｕｊｕｎ，ＭｕＹａｎｈｕ．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ｍａｊｏｒ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２，２７（１１）：１１８５－１１９１．［马巍，牛富俊，
穆彦虎．青藏高原重大冻土工程的基础研究［Ｊ］．地球科学进
展，２０１２，２７（１１）：１１８５－１１９１．］

［５］　ＷａｎｇＳｈａｏｌｉｎｇ，ＺｈａｏＸｉｕｆｅｎｇ．Ｔｈｅ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Ｈｉｇｈｗａｙ［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ｏｆ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１９（３）：４１－４９．［王
绍令，赵秀峰．青藏公路南段岛状冻土区内冻土环境变化
［Ｊ］．冰川冻土，１９９７，１９（３）：４１－４９．］

［６］　ＷｕＱｉｎｇｂａｉ，ＺｈｕＹｕａｎｌｉｎ，ＬｉｕＹｏｎｇｚｈｉ．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ｃｈａｎｇｅｕｎｄｅｒｈｕｍａ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
ｔｉｅｓ［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３２
（２）：１４１－１４８．［吴青柏，朱元林，刘永智．人类工程活动下
冻土环境变化评价模型［Ｊ］．中国科学：Ｄ辑 地球科学，

２００２，３２（２）：１４１－１４８．］
［７］　ＦｒｅｎｃｈＨ．Ｔｈｅｐｅｒｉｇｌａｃｉ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Ｍ］．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Ｈｏｂｏｋｅｎ，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ａｎｄＳｏｎｓ，２００７．
［８］　ＱｉｎＤａｈ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秦大河．中国西部

环境演变评估［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９］　ＷｕＱｉｎｇｂａｉ，ＮｉｕＦｕｊｕｎ．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１３，５８（２）：１１５－１３０．［吴青柏，牛富俊．青藏高原多年冻
土变化与工程稳定性［Ｊ］．科学通报，２０１３，５８（２）：１１５－
１３０．］

［１０］ＷｕＴｏｎｇｈｕａ，ＬｉＳｈｕｘｕｎ，ＣｈｅｎｇＧｕｏｄｏｎｇ，ｅｔａｌ．Ｕｓｉｎｇｇｒｏｕｎｄ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ｒａｄａｒｔｏｄｅｔｅｃｔ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ｌｉｍｉｔｏｆ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ｏ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ＣｏｌｄＲｅｇｉｏｎｓＳｃｉ
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４１（３）：２１１－２１９．

［１１］ＥｖｅｒｄｉｎｇｅｎＲ．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ｅｒｍｉｎｏｌｏｇｙ［Ｊ］．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９７６，１３（６）：８６２－８６７．

［１２］ＨａｒｒｉｓＳ，ＦｒｅｎｃｈＨ，ＨｅｇｉｎｂｏｔｔｏｍＪ，ｅｔａｌ．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ｏｆ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ｇｒｏｕｎｄｉｃｅｔｅｒｍｓ［Ｍ］．Ｏｔｔａｗａ，Ｏｎｔａｒｉｏ，Ｃａｎａｄ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Ｃａｎａｄａ，１９８８．

［１３］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Ｊ．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ｉｎ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ａｎｎｏｔａｔｅｄｂｉｂ
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ｏｆｆｉｃｅ，１９６５．

［１４］ＷａｓｈｂｕｒｎＡ．Ｐｅｒｉｇｌａｃｉ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３．

［１５］ＳｉｎｇｈＶ，ＳｉｎｇｈＰ，ＨａｒｉｔａｓｈｙａＵ．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ｏｆＳｎｏｗ，Ｉｃｅａｎｄ
Ｇｌａｃｉｅｒｓ［Ｍ］．Ｂｅｒｌ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ｙ：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１．

［１６］Ｗ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ｅ，ＬｉＺｈｕｌｏｎｇ，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ｚｈａｏ，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ｗａ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ｎ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汪双杰，李祝龙，章金
钊，等．多年冻土地区公路修筑技术［Ｍ］．北京：人民交通出
版社，２００８］

［１７］ＳｕｎＺｈｉｚｈｏｎｇ，ＭａＷｅｉ，ＬｉｕＹｏｎｇｚｈｉ，ｅｔ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ｔｈａｗｅｄ
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ｂｅｎｅａｔｈ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Ｈｉｇｈｗａｙｉｎ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ｄ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Ｈｉｇｈｗａｙ，２０１５，１５
（６）：１４－１８．［孙志忠，马巍，刘永智，等．青藏公路路基下
融化夹层的变化及对路基沉降的影响［Ｊ］．中外公路，２０１５，
１５（６）：１４－１８．］

［１８］ＷｕＱｉｎｇｂａｉ，ＬｉｕＹｏｎｇｚｈｉ，ＺｈｕＹｕａｎｌｉ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ａｃｔｉｖｅ
ｌａｙｅｒｕｎｄｅｒａｓｐｈａｌｔ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Ｈｉｇｈｗａ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Ｘｉ′ａｎＨｉｇｈｗａ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１，２１（１）：２３－２５．
［吴青柏，刘永智，朱元林．青藏公路沥青路面下活动层的热
状态分析［Ｊ］．西安公路交通大学学报，２００１，２１（１）：２３－
２５．］

［１９］ＬｉＳｈｕｘｕｎ，ＷｕＺｉｗａｎｇ．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ｔｈａｗｂｕｌｂｕｎｄｅｒａｓｐｈａｌｔ
ｐａ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ｏｆ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ｏｎ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７，１９（１）：２３－２５．
［李述训，吴紫汪．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沥青路面下融化盘形
成变化特征［Ｊ］．冰川冻土，１９９７，１９（１）：２３－２５．］

［２０］ＣｈｅｎＤｏｎｇｇｅｎ，Ｗａｎｇ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ｅ，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
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ｔｈｅ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ｆ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ｔｈａｗｅｄ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ｓ
ａｎｄｃｏｏｌ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ｂｌｏｃｋｓｔｏｎｅ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６（４）：８５４－８６１．［陈冬
根，汪双杰，陈建兵，等．融化夹层厚度影响因素分析与片块
石路基降温效果研究［Ｊ］．冰川冻土，２０１４，３６（４）：８５４－
８６１．］

［２１］ＪｉｎＨｕｉｊｕｎ，ＺｈａｏＬｉｎ，ＷａｎｇＳｈａｏ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ｓ
ａｎｄｇｒｏｕ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ａｌｏｎｇ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Ｈｉｇｈ
ｗａｙ［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３６
（１１）：１００９－１０１９．［金会军，赵林，王绍令，等．青藏公路沿
线冻土的地温特征及退化方式［Ｊ］．中国科学：Ｄ辑 地球科
学，２００６，３６（１１）：１００９－１０１９．］

［２２］ＷｕＪｉｃｈｕｎ，ＳｈｅｎｇＹｕ，ＷｕＱｉｎｇｂａｉ，ｅ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ｓ
ｏｆ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Ｓｃｉ

０４９　　　　　　　　　　　　　　　　　　　　冰　　　川　　　冻　　　土 　　４０卷　



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９（１１）：１５７０－
１５７８．［吴吉春，盛煜，吴青柏，等．青藏高原多年冻土退化
过程及方式［Ｊ］．中国科学：Ｄ辑 地球科学，２００９（１１）：１５７０
－１５７８．］

［２３］ＭａＱｉｎｇｕｏ，ＬａｉＹｕａｎｍｉｎｇ，ＷｕＤａｏｙｏｎｇ．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ｅｍｐｅｒａ
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ｏｆｈｉｇｈｇｒａｄｅｈｉｇｈｗａｙ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ｉｎ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ｒｅ
ｇ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４７（７）：２４１５－２４２３．［马勤国，赖远明，
吴道勇．多年冻土区高等级公路路基温度场研究［Ｊ］．中南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６，４７（７）：２４１５－２４２３．］

［２４］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ｊｕｎ，ＪｉａｎｇＫｅ，ＷｅｉＹ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ｓｉｍ
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ｆ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ｕｐｐｅｒ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ｒｅｓｉｄｕａｌｔｈａｗｅｄｌａｙｅｒ
ｆｏｒ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Ｒａｉｌｗａｙｉｎｔｈｅ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ｒｅ
ｇｉｏｎ［Ｊ］．Ｈｙｄｒｏ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３７
（５）：５０－５６．［王小军，姜珂，魏永梁，等．青藏铁路多年冻
土区路堤人为上限与融化夹层的数值模拟分析［Ｊ］．水文地
质工程地质，２０１０，３７（５）：５０－５６．］

［２５］ＰａｎＷｅｉｄｏｎｇ，ＹｕＳｈａｏｓｈｕｉ，ＪｉａＨａｉ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ｆｉｅｌｄｉｎ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ａｎＲａｉｌｗａ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２，２４（６）：７７４－７７９．［潘卫东，余绍水，贾海峰，等．青
藏铁路沿线多年冻土区地温场变化规律［Ｊ］．冰川冻土，
２００２，２４（６）：７７４－７７９．］

［２６］ＣｈｅｎｇＧｕｏｄｏ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Ｒａｉｌｗａｙｂｙｃｏｏｌ
ｉｎｇｔｈｅ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２３
（１）：４－８．［程国栋．用冷却路基的原则修建青藏铁路［Ｊ］．
科技导报，２００５，２３（１）：４－８．］

［２７］ＭａＷｅｉ，ＣｈｅｎｇＧｕｏｄｏｎｇ，ＷｕＱｉｎｇｂａｉ．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ｓｏｌｖｉｎｇ
ｆｒｏｚｅｎｓｏ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
ＴｉｂｅｔＲａｉｌｒｏａｄ［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５，２３
（１）：２３－２８．［马巍，程国栋，吴青柏．解决青藏铁路建设中
冻土工程问题的思路与思考［Ｊ］．科技导报，２００５，２３（１）：２３
－２８．］

［２８］ＹｕＨｕｉ，ＷｕＱｉｎｇｂａ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ｍｉｎｇ．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ｕｎｄｅｒ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Ｒａｉｌｗａｙ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１７（１）：９７－９９．
［于晖，吴青柏，张建明．青藏铁路普通路基下冻土过程动态
评价［Ｊ］．工程地质学报，２００９，１７（１）：９７－９９．］

［２９］ＳｕｎＺｈｉｚｈｏｎｇ，ＭａＷｅｉ，ＷｅｎＺｈｉ，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ａｎｄｎｕ
ｍｅｒｉｃ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ｏ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ｏｆ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Ｒａｉｌｗａ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０，３２
（３）：７１－７６．［孙志忠，马巍，温智，等．青藏铁路多年冻土
区普通路基地温监测及其预测分析［Ｊ］．铁道学报，２０１０，３２
（３）：７１－７６．］

［３０］ＭｕＹａｎｈｕ，ＭａＷｅｉ，ＮｉｕＦｕｊｕｎ，ｅｔ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ｔｈｅｒｍ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ｓａｌｏｎｇｔｈｅ
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Ｒａｉｌｗａ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ｃｒｙｏｌ
ｏｇｙ，２０１４，３６（４）：９５３－９６１．［穆彦虎，马巍，牛富俊，等．
青藏铁路多年冻土区普通路基热状况监测分析［Ｊ］．冰川冻
土，２０１４，３６（４）：９５３－９６１．］

［３１］ＸｕＸｉａｏｚｕ，ＷａｎｇＪｉａｃｈ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Ｌｉｘｉｎ．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ｆｒｏｚｅｎｓｏｉｌｓ
［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０：３９－６２．［徐

!

祖，王家

澄，张立新．冻土物理学［Ｍ］．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３９
－６２．］

［３２］ＵＳＳＲ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ｉｂｅｒｉａｎＢｒａｎｃｈ．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Ｍ］．ＧｕｏＤｏｎｇｘｉｎ，ＬｉｕＴｉｅ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Ｗｅｉｘｉｎ，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冻土研究所．普通冻土学［Ｍ］．郭
东信，刘铁良，张维信，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

［３３］ＣｈｅｎｇＧｕｏｄｏｎｇ，ＷｕＴｏｎｇｈｕ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ｔｏｃｌｉ
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Ｐｌａｔｅａｕ［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７，１１２：
Ｆ０２Ｓ０３．

［３４］ＷｕＱｉｎｇｂａｉ，ＺｈａｎｇＴｉｎｇｊｕｎ．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ａｃｔｉｖｅ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
ｖｅｒ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ａｎＰｌａｔｅａｕｆｒｏｍ１９９５ｔｏ２００７［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ｓ，２０１０，１１５：Ｄ０９１０７．

［３５］ＷｕＱｉｎｇｂａｉ，ＺｈａｎｇＴｉｎｇｊｕｎ，ＬｉｕＹｏｎｇ．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ａｃ
ｔｉｖｅ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Ｘｉｚａｎｇ（Ｔｉｂｅｔ）Ｒａｉｌ
ｗａｙｆｒｏｍ２００６ｔｏ２０１０［Ｊ］．Ｃｒｙｏｓｐｈｅｒｅ，２０１２，６（３）：２４６５－
８１．

［３６］Ｘｕ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ＷｕＱｉｎｇｂａｉ，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ｑｉｏ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ｌａｙｅｒ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ｏ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Ｐｌａｔｅａｕｔｏ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Ｇｅｏｃｒｙ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３９
（１）：１－８．［徐小明，吴青柏，张中琼．青藏高原多年冻土活
动层厚度对气候变化的响应［Ｊ］．冰川冻土，２０１７，３９（１）：１
－８．］

１４９５期 王宏磊等：青藏铁路多年冻土区含融化夹层路基的热状态 　



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ａｗｅｄ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ｉｎ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Ｒａｉｌｗａｙ

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ｌｅｉ１，２，　ＳＵＮＺｈｉｚｈｏｎｇ１，　ＬＩＵＹｏｎｇｚｈｉ１， ＷＵＧｕｉｌｏｎｇ１

（１．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ＦｒｏｚｅｎＳｏ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

Ｌａｎｚｈｏｕ７３０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ｇｒｏｕｎｄ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ｅｃ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ａｗｅｄ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ｗｉｔｈｉｎａｎ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ｇｔｈｅ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
Ｒａｉｌｗａｙｈａｄｂｅｅ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ｅｄｆｒｏｍ２００５ｔｏ２０１５．Ｔｈｕｓｔｈｅａｎｎｕａｌ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ｗｉｔｈｉｎ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ａｗｅｄ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ａ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ｔｈｅ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ｏｆｃｌｉｍａｔｅｗａ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１）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ｔａｂｌｅｕｎｄｅ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ｗｉｔｈｉｎ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ｈａｄｄｅｓｃｅｎｄｅｄａｎｎｕａｌｌｙ；２）ｔｈａｗｅｄ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ｈａｄ
ｅｘｉｓｔｅｄｕｎｄｅｒｌｅｆ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ｎｄｉｔｓ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ｈａ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ｕｎｄｕｌａｔｅｌｙ，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ｔａｂｌｅｇｏｉｎｇ
ｄｏｗｎ；ｍｅａｎｔｉｍｅ，ｔｈａｗｅｄ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ｈａｄｎｏｔｆｏｕｎｄｕｎｄｅｒ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３）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ｎｅａｒｂｙ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ｔａｂｌｅｈａｄｂｅｅｎ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ｅｍｐｅｒ
ａｔｕｒｅｎｅａｒｂｙ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ｔａｂｌｅ；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ｈａｄｂｅｅｎｗｅａｋｅｎｅｄ；４）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ｈａｄ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ｐｅｒｍａ
ｆｒｏｓｔｔａｂｌｅｈａｄｌｉｆｔｅｄｕｐｗａｒｄｓｗｉｔｈｉｎｒｉｇｈ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ａｆｔｅｒ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ｅｍｂａｎｋ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ａｄ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ｗｈｅｒｅａｓ，ｌｅｆ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ｈａｄｏｎｌｙ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ｕｅｔｏ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ａｗｅｄ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ｔｈｅｎ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ｏｆａｃｔｉｖｅｃｏｏｌｉｎｇｈａ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ｐｏｏｒｌｙｕｎ
ｄｅｒｌｅｆ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ｔｏａｃｅｒｔａｉｎｅｘｔ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ＱｉｎｇｈａｉＴｉｂｅｔＲａｉｌｗａｙ；ｔｈｅｒｍａｌｓｔａｔｅ；ｔｈａｗｅｄｉｎｔｅｒｌａｙｅｒ；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本文编辑：庞瑜，周成林）

２４９　　　　　　　　　　　　　　　　　　　　冰　　　川　　　冻　　　土 　　４０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