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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研究思路 

项目总体分为三大块：A．破坏模式；B．预测 

预报：C．滑坡防治。 

每一块均由两部份组成 ：一是对国内外已 

有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提炼 ，并构成相应的系 

统；二是就存在的问题展开研究。 

项目总体研究思路见框图2，具体研究思路 

见框图3—5。 

6结语 

(1)在岩土高边坡破坏模式、预测预警与 

防治方法研究方面，业已取得大量研究成果， 

将这些成果集成起来 ，组成相应的技术咨询系 

统，对于指导工程设计与施工是十分必要的。 

(2)在岩土高边坡破坏模式、预测预警与 

防治方法研究方面，同时还存在许多难点、热 

点和未很好研究解决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开 

展研究，是科学技术发展和工程建设的需要。 

(3)将上述研究成果作再次集成，并补充 

到已建立的技术咨询系统中。这样 ，系统将更 

加完善和优化，并将具有极为重要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图2 研究的总体思路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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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研究目标之 I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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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研究 目标之 Ⅱ的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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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极限波长变化为8nm左右，能监测拉索的整 

个弹性工作阶段。 

(3)通过标定，FRP—OFBG筋可直接测量 

拉索的应力和索力。但由于索体扭绞不均和FRP_ 

OFBG筋在索中位置的影响，不同光栅有不同的 

灵敏系数。 

(4)FRP—OFBG筋在拉索全长范围内进行 

监测，与钢丝同步协调变形，可监测拉索服役期 

间的动应力。 

(5)测量方法具备光纤光栅传感器的优 

点，如耐腐蚀、传感精度高、抗电磁干扰、准分 

布式传感、绝对测量、稳定性与耐久性好等； 

(6)由于光纤光栅不仅对应变敏感 ，同时 

对温度也相当敏感，使用时可以用另外的参考传 

感器进行温度补偿； 

(7)光纤光栅冷铸镦头锚拉索具有自感知 

性能，可用于施工监控和长期安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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