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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得到适用于土体的热导率模型，利用软件将土样扫描电镜图片（反映土体的真实结构）二值化，采用瞬态传热分析方法对土体进行二维

传热分析，通过ANSYS模拟土体并分析得出土体热导率。并且将数值分析结果与实测结果进行对比，发现两者间误差较小，说明该方法能较精确

地得到土体热导率，为土体热导率理论模型的建立提供了一种新方法。在此基础上，对粉砂、粉土及粉质粘土的热导率进行研究，发现土体热导

率随孔隙率的增大而减小，粉砂热导率的减小速率最大，其次为粉土，最小为粉质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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