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雪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岩土工程学科带头人，岩土工程研究所所长。 

一、教育情况： 

1982.09-1986.07 武汉工程大学，采矿工程专业，工学学士； 

1986.09-1989.07 西安科技大学，岩土工程专业，工学硕士； 

1994.09-1998.03 武汉大学，岩土工程专业，工学博士； 

2002.09-2003.01 四川外语学院，国家公派留学英语高级强化班学习，结业。 

二、海外境外留学情况 

2003.07-2004.07 加拿大 McMaster University 从事对岩土体和混凝土的强度理论与本构关系的研究

与探索，国家公派访问学者。 

2005.04-2005.10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从事对岩土体和混凝土的强度理论和本构关系及边

坡的三维稳定的研究与探索。 

三、专业研究经历 

1989.09-1992.08 湖北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助教； 

1992.09-1995.12 湖北工学院土木工程系，讲师，副系主任； 

1996.01-2000.12 湖北工学院土木工程系，副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 

2001.01-2006.06 湖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教授，院长。 

2006.06-2013.12 广东工业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教授。 

2014. 1-至今   广东工业大学岩土工程研究所，教授，学科带头人/所长。 

1995.09-1998.12 湖北省属高校跨世纪学术骨干, 岩土工程专业； 

1999.01-2006.06 湖北省属高校跨世纪学术带头人, 岩土工程专业； 

2002.01-2006.06 湖北省政府专项津贴专家, 岩土工程专业。 

1997 年 11 月   参加第九届计算机方法和进展岩土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1999 年 11 月   受国家科委资助,赴日本松山市参加边坡稳定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2000 年 08 月   参加第六届青年专家结构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2001 年 12 月   赴香港大学参加东南亚岩土工程国际学术会议。 

四、教学工作 



主讲的本科课程：《理论力学》、《弹性力学》、《基础工程》、《桩基理论》、《地基处理》、《岩

体力学》、《工程地质》、《土质学与土力学》、《路桥专业英语》、《城地专业英语》、《岩土工程抗

震》、《边坡稳定》、《基础工程课程设计》、《城市地下空间工程毕业设计》 

主讲的研究生课程：《岩土塑性理论》、《高等土力学》、《岩土与结构相互作用》、《边坡稳定理

论与滑坡防治》、《深基坑支护》、《地基处理》 

参编与主编本科教材：《桩基理论》、《岩土工程》、《土力学》(主编)、《基础工程》 

参编研究生教材：《土的本构关系》 

参编《2007 年全国注册岩土工程师资格考试—专业考试考前 30 天冲刺》、《2008 年全国注册岩土工

程师资格考试—专业考试考前 30 天冲刺》、《2009 年全国注册岩土工程师资格考试—专业考试考前 30 天

冲刺》 

五、科研工作 

杨雪强教授在巷道稳定、边坡稳定分析、深基坑支护、挡土墙结构土压力、地基承载力、拱体理论、

真空预压软土地基、岩土体强度本构关系等方面开展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与会议论

文集上发表论文约一百四十余篇，其中 30 余篇论文被 SCI、EI、ISTP 等检索收录。 

1 目前和博士后及研究生合作开展广东地下溶洞萌生演化研究，主要从事如下科研工作： 

1）在工程尺度、缩尺、单元、次单元及微观等规模层次上研究土体的力学变形性质； 

2）横观各向同性土体力学变形特性及其在边坡、基坑及承载力中的应用； 

3）广东花岗岩残积土与风化土的力学变形特性研究及其工程应用； 

4）湿陷性黄土非饱和力学特性； 

5）黄土水土流失规律研究等。 

2 从事的科研课题 

1）对锚杆加固基坑边坡的研究，湖北省教委 

2）开放型土工实验室建设，湖北工业大学校级课题 

3）深基坑护坡桩上土压力的研究，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课题 

4）坡顶局部超载下边坡的三维稳定研究，湖北省教育厅重点基金课题 

5）深基坑开挖周边地表沉降分析，湖北省教育厅重点基金课题 

6）混凝土宏观力学行为的研究，湖北省教委课题 

7）道路程序设计及其 CAD，湖北省教委课题 

8）广州结构性土体的强度特性与变形特性研究，广东省教育厅研究项目，主持，15 万，2009-2013.6 

9）天然沉积砂土的应力与应变关系研究，广东工业大学研究项目，5 万，2007-2010 

10）滨河滨海热电厂建设项目关键技术与经济性研究—真空堆载预压工程联合加固机理影响，中国电

力投资集团公司，28 万，2013—2015 

11)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第 62 批），温度的混合溶蚀作用对碳酸盐岩热储岩溶发育深

度的影响, 2017M622635, 2018.01-2019.12, 参与, 5 万元 

12）甘肃庆阳市黄土高原地区湿陷性黄土土壤渗水特性研究，主持，18 万，2018 

13）庆阳海绵城市试点科研项目--基于海绵城市理念的塬头沟壑治理关键技术研究，主持，12万，2018 

3 发表的论文： 



1)Yang,X.Q. The research about designing method of vertical reinforced slopes. A.A.BALKEMA 

PRESS,1996.11 

2)Yang,X.Q. A new definition method of safety factor and its application. A.A.BALKEMA PRESS,1997.11 

3)Yang,X.Q. Research about stability of slurry trench excavation in soft clay. A.A.BALKEMA PRESS,1997.11 

4)Yang,X.Q. Three-dimensional stability analysis of locally loaded slopes. A.A.BALKEMA PRESS,1999.11 

5)Yang,X.Q. Design method of vertical reinforced slopes under rotational failure mechanism. A.A.BALKEMA 

PRESS,1999.11 

6)Yang,X.Q. Active soil pressure on retaining wall with base projection. Yunnan Science & Technology 

PRESS, 2000.8 

7) Yang,X.Q. Further research about passive soil pressure. A.A.BALKEMA PRESS,2001.12 

8) Yang,X.Q. Generalized twin shear strength criterion of rock. RINTON PRESS, 2002.10 

9)Yang,X.Q. Evaluation on footing bearing capacity via energy safety factor. 加拿大岩土工程学术会议, 

2004.10 

10) Yang, X.Q., Stolle, D.E.F., Guo, P. J. Modified Ottosen failure strength criterion. Journal of Huazho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2005 (4) 

11) Yang, X.Q., Stolle, D.E.F, Guo, P. J, Liu, Z. D. Two dimensional and Three dimensional Stability 

Analyses Under Pressure on Top Surface of Slope.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006, 28 

(5): 639-649. 

12) Yang, X.Q. A note on the Lade-Duncan failure criterion. Geomechanics and Geoengineering: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06(4):299-304. 

13) Wang S, Yeung A, Au S, Fangzhen, Zhang H, Yang X. Numerical studies of fracture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in stiff soil. Geotechnical Special Publication，2006 (155) :288-295 

14) Wang S, Lam K, Au S, Su L, Yang X. Numerical Study of Rock Failure due to the Pre-Existing Crack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and Hydraulic Fractures Interaction.Soil and Rock Behavior and Modeling, 

2006:268-275 

15) Liang S, Yang X, Qi T, Liu G. Dynamic effects of moving vehicular loads on continuously reinforced 

concrete pavements on winkler found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inese 

Transportation Professionals, ICCTP 2009: Critical Issues in Transportation System Planning,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2009) 358 

16) Xue-Qiang Yang, Li-Juan Zhang and Xiao-Ming Ji. Strength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versely isotropic rock 

materials. Geo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13, 5（1）：71-86 

17) Cheng Y，Li N，Yang X. Three-dimensional slope stability problem with a surcharge load. Natural 

Hazards and Earth System Sciences (2015) 15(10)：2227-2240. 

18) B. Yuan, R. Chen, G. Deng, T. Peng, Q. Luo, and X. Yang. Accuracy of interpretation methods for 

deriving p–y curves from model pile tests in layered soils.Journal of Testing and Evaluation,2017, 

Vol.45,No.4:1238-1246 

19) Xing Gong, Xueqiang Yang. A numerical model in prediction the initial karst development in porous 

limestone.Environmental Earth Sciences,2018(3) 

20) Xing Gong, Xueqiang Yang(通讯作者). Effective convective heat transport in modelling the evolution 

conduits in limestone aquifers. Geothermics,2019 



21) Xing Gong, Xueqiang Yang(通讯作者). Modelling early karstification in future limestone geothermal 

reservoirs by mixing of meteoric water with cross-formational warm water. Geothermics,2019 

22)杨雪强.深基坑中相邻护坡桩净距的设计研究.岩土工程学报，1997(4) 

23)杨雪强.深基坑支护空间效应.岩土工程学报，1998(2) 

24)杨雪强.对土钉加固竖直边坡的研究.工程力学，1999(5):125-132 

25)杨雪强.基于常规三轴试验的岩石双剪强度准则.工程力学，2003(4) 

26)杨雪强.对挡土墙主动土压力的再研究.力学与实践，1999(3):37-41 

27)杨雪强.对折线墙背上主动土压力和挡土墙稳定状态的研究.中国公路学报，2000(3):15-19 

28)杨雪强.对岩石双剪强度准则的探讨.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2(7) 

29)杨雪强.对扶壁式挡土墙上主动土压力的研究.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1 年增刊 

30)杨雪强.岩石双剪强度准则的一种推广型式.固体力学学报，2003 年专辑 

31)杨雪强.对巷道开孔卸载参数的研究.岩土力学，1995(1) 

32)杨雪强.对竖直多排桩基荷载公式的探讨.岩土力学，1996(1) 

33)杨雪强.对加筋砂土作用在挡土墙上主动土压力.岩土力学，1997(1) 

34)杨雪强.饱和地基三维稳定的承载力研究.岩土力学，1999(3) 

35)杨雪强.对一些角隅模型的认识.岩土力学，2004(8) 

36)杨雪强.对加筋竖直边坡的设计方法探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1997(2） 

37)杨雪强.工字钢桩衬板基坑支护的设计研究.武汉水利电力大学学报，1998(5) 

38)杨雪强.均布超载对挡土墙上主动土压力的研究.工程勘察，1999(3) 

39)杨雪强.土钉支护深基坑边坡超载设计法.工程勘察，2002(5) 

40)杨雪强.论粘性土转化为无粘性土的物理基础.岩土工程技术，1999(1) 

41)杨雪强.对坦墙墙后土体第二破裂面的研究.岩土工程技术，2001(1) 

42)杨雪强.能量安全系数法在锚杆加固竖直边坡工程中的设计研究.重庆大学出版社，1997 年 8 月 

43)杨雪强.基坑边坡土钉支护的设计研究.万国学术出版社，1999 年 10 月 

44)杨雪强.挡土墙上的被动土压力.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10 

45)杨雪强.基坑降水引起地面沉降的有限元分析.大连理工大学出版，2001.10 

46)杨雪强.修正的莫尔—库仑岩石强度准则.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9 

47)杨雪强.土体三维破裂下挡土墙上的被动土压力.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9 

48)杨雪强.关于挡土墙土压力模型试验的几点建议.全国岩土测试学术会议论文集 

49)庄心善,杨雪强.桩后压浆增强桩基承载力的试验研究.地下空间增刊，1999 年 10 月 

50)杨雪强.锚钉联合加固基坑边坡的设计.福建建筑，2000增刊 

51)杨雪强.均布超载下挡土墙上的主动土压力.福建建筑，2000 增刊 

52)胡其志,杨雪强.基坑开挖基底降起的估算.土工基础，2001(2) 

53)杨雪强.论群桩基础中的成拱效应.土工基础，1995(1) 

54)杨雪强.论群桩中的负摩阻力.地基基础工程，1995(1) 

55)杨雪强.锚板桩设计中的部分和整体安全系数(译).地基基础工程，1996(4) 



56)杨雪强.对土的模量及群桩基础极限承载力的认识.全国高校土力学研讨会论文集,1995年 8 月 

57)杨雪强.对碎石桩复合地基的极限承载力的认识.全国高校土力学研讨会论文集,1994 年 7 月 

58)杨雪强.论巷道锚杆支护与树根桩托换工程.中国科协第二届青年学术会湖北会议,1995年 10 月 

59)何世秀,杨雪强.运用数理统计方法确定土的压缩系数.湖北工学院学报,1993(4) 

60)杨雪强.土木工程中的成拱效应.湖北工学院学报,1994(1) 

61)杨雪强.开孔卸载对巷道围岩承载拱的影响.湖北工学院学报,1994(4) 

62)杨雪强.对无重介质地基极限承载力的认识.湖北工学院学报,1995(1) 

63)何世秀,杨雪强.深基坑支护结构土压力初探.湖北工学院学报,1995(3) 

64)何世秀,杨雪强.弧形墙桩锚支护结构分析.湖北工学院学报,1996(2) 

65)杨雪强.提高挡土墙精度设计的若干方法.湖北工学院学报,1996(2) 

66)杨雪强.对考虑重力时地基极限承载力的认识.湖北工学院学报,1997(1) 

67)杨雪强.对大学教学的认识.湖北工业大学高教研究,1997（2） 

68)杨雪强.锚碇式板墙的设计研究.湖北工学院学报,1998(2) 

69)徐能雄,杨雪强.深基坑支护桩的离散元分析.湖北工学院学报,1998(2) 

70)杨雪强.地震作用下挡土墙上的主动土压力.湖北工学院学报,1998(3) 

71)杨雪强.防洪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湖北工业大学院报,1998 年 10 月 

72)杨雪强.对挡土墙折线型墙背上主动土压力的研究.西安矿业学院学报,1999 增刊 

73)庄心善,杨雪强.土钉支护深基坑竖直边坡能量安全系数设计法分析.城市勘测，1999（3） 

74)杨雪强.深基坑支护的杆系有限元分析.湖北工学院学报,2000(2) 

75)杨雪强.浅论高等教育的内在属性.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0 年 4 月 

76)杨雪强.赴日参加“土坡稳定工程”国际学术会议的几点体会.湖北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2000(1) 

77)杨雪强.分层填土作用在挡土墙上的主动土压力.湖北工学院学报,2001(1) 

78)文行武,杨雪强.双弹簧地基模型的杆系有限元分析.湖北工学院学报,2002(3) 

79)杨雪强.论科研对高等教育的推动作用.湖北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2002(1) 

80)胡其志,杨雪强.基坑开挖软土流变特性的试验研究.湖北工学院学报,2003(3) 

81)杨雪强.对岩土屈服强度准则的探讨(1)—理论与模型.湖北工学院学,2003(6) 

82)杨雪强.对岩土屈服强度准则的探讨(2)—模型及其应用.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4(5) 

83)何世秀,朱志政,杨雪强. 基坑土体侧向卸荷真三轴试验研究.岩土力学，2005,27(6) 

84)胡其志,庄心善,杨雪强.双面直立高路堤挡土墙上土压力初探.岩土工程界,2005.8(12):27-28 

85)杨雪强，朱志政，何世秀，Guo, P. J. 对 Lade-Duncan, Matsuoka-Nakai 和 Ottosen 等破坏准则的认

识.岩土工程学报,2006,28(3):337-342. 

86)杨雪强,朱志政，韩高升，何世秀.不同应力路径下土体的变形特性与破坏特性.岩土力学, 

2006,27(12):2181-2185. 

87)杨雪强,朱志政，韩高升等.对土样强度破坏标准的探讨.湖北工业大学学报，2006，21（5）：1-5 

88)杨雪强,宫全美，胡其志.修正 Cam clay 模型与 Matsuoka-Nakai 屈服准则的结合.全国第二岩土力学与

工程学术会议, 2006.10. 



89)朱志政,何世秀，杨雪强. Lade-Duncan 弹塑性模型的真三轴实验研究与验证.全国第二岩土力学与工程

学术会议，2006.10. 

90)胡坤生，杨雪强，凌平平，向胜华.对殷宗泽模型的实验验证研究.全国第二岩土力学与工程学术会议，

2006.10. 

91)杨雪强,梅利芳，王绪民. Matsuoka-Nakai 破坏准则的拓展应用.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07(3) 

92)陈善雄,凌平平,何世秀,杨雪强.粉质粘土卸荷变形特性试验研究.岩土力学,2007,28 (12):2534-2538. 

92）杨雪强,宫全美，李彰明.对三种强度破坏准则的物理解释.广东工业大学学报，2007,24 (3):76-83 

93)杨雪强,區兆光,王善勇.推广的 Matsuoka-Nakai 破坏准则.全国第十届土力学与岩土工程学术会议论文

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11 

94）凌平平，杨雪强, 向胜华，刘文志. 泊松比和剪胀角对土坡安全系数的影响.岩土工程界, 2007，10

（6）：57-59 

95）杨雪强,區兆光,冯颖匡,刘祖德. Matsuoka-Nakai 与 Lade-Duncan 两破坏准则之间的相互关系.应用力

学学报,2008,25(3):475-479 

96)陈桂林,杨雪强,吴子超. 岩石的一种新剪切型破坏准则.福建建筑,2008,122（8）:50-53 

97)刘文志，杨雪强,王国贤.轴对称荷载条件下饱和土应力-剪胀关系的试验研究.土工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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