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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粘性泥石流入汇主河极大地改变了入汇区的河床堆积地貌， 其动力学实质是非牛顿流体与牛顿流体

的交互作用， 合理描述粘性泥石流入汇区河床堆积动力过程对于划定粘性泥石流风险区范围和认知流域地貌

演化具有重大意义。 粘性泥石流入汇区河床堆积体时空演化过程有别于粘性泥石流在地表的纯堆积过程， 通

过回顾国内外学者在泥石流入汇区堆积动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 可以发现在粘性泥石流入汇区内堆积现象复

杂， 存在 “阵性” 输移、 “元堆积” 和龙头 “水滑” 等特殊现象。 但目前的研究对泥石流和水流交互机制都

进行了简化， 一是将粘性泥石流视为挟沙水流， 直接采用异重流方法； 二是将粘性泥石流视为 “半固态”，
只考虑水流的输沙特征， 研究认为基于这样的简化不足以描述粘性泥石流入汇的物理过程和特殊现象， 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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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了粘性泥石流交汇区冲击速度和堆积范围。 同时， 根据粘性泥石流入汇区河床堆积动力过程的研究现状，
结合粘性泥石流入汇的特殊运动过程， 提出未来可开展的工作： 一是粘性泥石流入汇的物理过程和其交互机

制的合理简化； 二是普适性高的粘性泥石流－水流堆积动力学模型的建立。
关键词： 粘性泥石流； 入汇区； 交互耦合； 堆积； 动力过程

中图分类号： Ｐ６４２ 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０　 引言

泥石流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清水和一般挟沙水

流的多相流体， 是介于土体和水体之间的过渡性

流体 （钱宁和王兆印， １９８４；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１９９１）。
按照泥石流泥沙浓度或容重， 可分为粘性泥石流、
稀性泥石流、 水石流、 泥流和高含沙水流五个亚

类 （田连权等， １９９３）， 其中尤以粘性泥石流最为

典型， 也是泥石流动力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吴积

善等， １９９０）。
粘性泥石流 （体积比浓度 Ｓｖ≥４０％， 密度 ρ≥

１ ５×１０３ ｋｇ ／ ｍ３） 是一种非均质、 非恒定的非牛顿

流体 （康志成等， ２００４）， 具有高强度输沙能力，
可携带大量大小混杂的固体物质 （粒径范围为 １×
１０－６ ～１０ ｍ） （陈德明， ２０００）。 粘性泥石流进入主

河， 在入汇区与来流发生交互作用， 迅速改变主

河水沙组成及局部边界条件， 引起河床地貌形态

短时间内急剧变化， 主河水位急速升高， 大规模

泥石流可能淤积形成堰塞体 （何易平， ２００３； 郭

志学等， ２００４ａ）。
从河床演变的角度来说， 粘性泥石流的入汇

在局部改变了河流地貌的下切趋势， 导致上游河

床升高， 下游河床的比降变大， 河曲加剧， 极易

造成异岸受灾和河床游荡， 这导致河谷地区土地

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十分困难 （吴积善等， ２００５； 刘

晶晶等， ２０１５； 张佳佳等， ２０１８）。 同时从灾害学

的角度来说， 泥石流入汇主河， 抬高上游水位，
使上游沿江两岸低洼处的居民点和农田被淹； 致

使主河道持续推向对岸， 掏蚀对岸山脚； 而其后

堰塞体溃决时， 产生大规模的溃坝洪水， 造成下

游长距离超常冲刷， 冲毁下游农田和沿江建筑物，
形成二次灾害 （朱平一等， ２０００； 郭志学， ２００３；
苏鹏程等， ２０１２）。 所以， 粘性泥石流与河流交互

导致的堆积地貌改造过程， 是粘性泥石流造成的最

严重的次生灾害 （韦方强等， ２００２； Ｓｔａｎｃａｎ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Ｍｕｓｕｍｅｃｉ， ２０１８）， 有必要对粘性泥石流入汇区河床

堆积动力过程形成机制及模拟进行深入研究。

１　 粘性泥石流入汇典型现象

１ １　 “阵性” 输移和 “元堆积” 现象

典型粘性泥石流， 常以间歇性的阵流形式出

现， 在一次泥石流过程中可形成十几次至几十次

甚至几百次阵流 （刘晶晶和李泳， ２０１６）。 粘性泥

石流的非均质性导致了其流动的非恒定性， 使其

流出呈现明显阵性输移的特征， 阵流是粘性泥石

流活动的基本单元， 这在野外现象中可以观察到

（图 １）。 所以 Ｍａｊｏｒ （１９９７） 和李泳等 （２００３） 认

为通常粘性泥石流堆积不只是一次整体性堆积，
更多表现为多场次具有整体性的小单元叠加的，
每个单元都是一个分离的小阵流， 最终堆积是无

数 “元堆积” 的结果。

图 １　 野外观测云南东川蒋家沟阵流铺床过程 （刘
晶晶和李泳， ２０１６）

Ｆｉｇ １　 Ｐａｖ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Ｐｈｏｔｏ ｗ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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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泥石流 “阵性” 输移特征导致粘性泥石

流入汇后抵达对岸堆积形成堆积扇的过程并非一

次性的。 若泥石流的流量或速度足够抵达对岸，
通常表现为阵流 “元堆积” 层叠的过程。 汇入主

河后， 泥石流向对岸前进的同时也向河流的上下

游进行扩展， 每一场次粘性泥石流动力堆积过程，

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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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通过一个个分离的阵流局部叠加起来的， 其

堆积效果是累次堆积扇 “元堆积” 的层叠体现，
此过程改变了泥石流入汇后形成堰塞体的最终范

围。 ２００９ 年灯盏窝泥石流堰塞体 （３１°５１′１３ ２″Ｎ，

１０４°２９′２０ ７″Ｅ） 如图 ２ 所示， 该泥石流堰塞体没

有经过任何人工扰动， 并且是在同一场次泥石流

中形成。 通过堆积角度和堆积物成层判断， 可认

为此堰塞体是两阵次泥石流的层叠堆积。

图 ２　 灯盏窝泥石流阵性堆积堰塞体 （没有经过人工扰动的堰塞坝， 拍摄于 ２００９ ６ ７）

Ｆｉｇ ２　 Ｄｅｎｇｚｈａｎｗｏ 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 ｄａｍ （ Ｉｔ ｗａｓ ａ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ａｍ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ｏｔｏ ｗａｓ ｔａｋｅｎ ｏｎ Ｊｕｎｅ ７， ２００９）

１ ２　 入汇区龙头 “水滑” 现象

粘性泥石流在入汇主河的过程中存在泥石流

边界掺混和龙头加速现象， 其特征是粘性泥石流

的龙头进入交汇区后速度较原始出流速度大幅增

加， 泥石流龙头翘起脱离底床， 进而脱离泥石流

的中后部向前运动， 更快速且在更远的地方沉积，
这种现象称为粘性泥石流龙头 “水滑” 现象。

Ｍｏｈｒｉｇ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８） 通过水下泥石流实验发

现， 在 “硬” 的河床 （河床底部固定且不可侵蚀）

上， 具有相同流变特性的水下泥石流比陆上泥石

流向下流动更远； 而在 “软” 的河床 （河床底部

为先前的泥石流沉积物） 上， 陆上泥石流能重新

带动泥石流沉积物， 而水下泥石流则在沉积物上

方流动， 并未带动河床沉积物。 分析认为造成这

些差异的原因被假设为在水下泥石流的底部有一

层薄薄的环境水， 该层环境水作为润滑层阻止了

两层之间剪切应力的传递， 致使泥石流龙头在河

床出现加速 （图 ３）。

图 ３　 Ｍｏｈｒｉｇ 实验中的水滑现象 （Ｍｏｈｒｉｇ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Ｆｉｇ 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ｌ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ｈｒｉｇ’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Ｍｏｈｒｉｇ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Ｉｌｓｔａ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ａ） 通过一系列室内实验研

究了水下泥石流在固定含水量下改变粘土和砂质

量分数的流动特性， 证实润滑层增强了流动性。
对于强粘性泥石流， 泥石流龙头出现显著 “水

滑”， 这一现象拉伸了流动的泥石流体， 并最终使

其破裂。 将观测到的速度分布与宾汉流变学进行

拟合， 并与流动前泥浆的标准流变学测量结果进

行比较， 结果表明， 在底层剪切层中有弱化和软

化的作用， 而在上覆的流层中则没有。 为了更好

地了解这种现象， 后期 Ｉｌｓｔａ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ｂ） 在河

床底层中安装总应力传感器和孔隙水压力传感器，

通过实验的压力数据分析， 也证明了无论是粘土

质泥石流还是砂质泥石流， 入汇的泥石流水下部

分床层摩擦力都出现降低的现象。
汶川磨子沟原型实验中也出现了典型的 “水

滑” 现象 （刘晶晶， ２０１３）。 通过进行数组次的对

比实验， 设定支沟泥石流的所有实验参数完全一

致， 唯一改变的参数条件就是主河是否有水， 以

观察主河道中薄水层对粘性泥石流入汇部分的加

速作用。 其中某一组次的对比实验如图 ４ 所示， 可

以清晰地 看 到 “ 水 滑 ” 现 象， 例 如 实 验 开 始

（０ ｓ） 到实验进行到 ０ ２４ ｓ， 在单纯陆面堆积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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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泥石流仅仅行进约 １ ／ ３ 的主河宽度 （图 ４ａ），
而在入汇实验中泥石流龙头已经达到了主河对岸

边壁 （图 ４ｂ）。 这一过程体现了水下泥石流的行进

速度远大于单纯陆面泥石流的行进速度， 即 “水

滑” 现象的存在。 并且由于这一现象， 可以看到

在实验进行到 ０ ９６ ｓ 时， 泥石流单纯陆面堆积体

的范围 （图 ４ａ） 也是显著小于泥石流入汇堆积的

范围 （图 ４ｂ）。

图 ４　 室内实验中的 “水滑” 现象 （刘晶晶， ２０１３）

Ｆｉｇ ４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ｓｌ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Ｌｉｕ， ２０１３）

２　 泥石流入汇区堆积动力学

２ １　 自由边界下的泥石流堆积形态和过程

泥石流的堆积区域常常是泥石流对人居环境

的主要影响区域， 其危险范围预测一直是国内外

研究的热点问题， 通常涉及堆积形态的静力学参

数的计算， 包括堆积距离、 堆积宽度、 堆积面积、
堆积高度 （ 刘希林和陈宜娟， ２０１０； 叶健等，
２０１６； 丰成君等， ２０１８）。 为了认知泥石流的堆积

形态和过程， 研究者们进行了大量的野外调查和

室内实验工作。
基于野外调查统计， 唐川等 （１９９１） 通过对

小江流域泥石流堆积扇的野外科考调查， 了解泥

石流堆积过程， 并对泥石流群横向、 平面组合类

型进行了分析， 认为泥石流堆积呈现一定的规律

性。 Ｂｅｎｄａ （１９９０） 对美国山区泥石流对沟床和堆

积扇的冲刷、 淤积进行了野外调查和初步的定量分

析， 认为支沟泥石流输入的随机性导致河道淤积和

退化循环。 Ｇóｍｅｚ⁃Ｖｉｌｌａｒ ａｎｄ Ｇａｒｃíａ⁃Ｒｕｉｚ （２０００） 对

泥石流塑造堆积扇地貌形态方面进行了研究， 认

为堆积扇的形态受控于泥石流输入的最后坡度。
王裕宜等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认为， 泥石流的堆积形

态和范围与泥石流体浓度、 下游流路坡度有关，
还与流通坡度和冲出量有关， 并根据野外测量的

堆积形态进行了泥石流浓度的计算和验证。 已有

研究在对泥石流的堆积形态的野外调查中， 都认

为最终堆积形态参数与堆积过程的动力学参数相

关， 但由于野外泥石流爆发突然， 实地观测泥石

流的堆积过程十分不易， 所以研究者们试图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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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实验中模拟泥石流的堆积过程。
在实验模型模拟方面， 高桥保 （１９８６） 设计

泥石流堆积模型实验， 建立连续体模型， 通过分

析泥石流头部的能量守恒方程， 讨论了坡度变化

和沟道宽度对泥石流堆积范围和堆积形态的影响。
游勇等 （１９９７） 设计的古乡沟泥石流模型实验中，
主要考虑泥石流流量的变化， 以研究不同类型和

不同规模的泥石流在古乡沟堆积扇上的运动和冲

淤规律。 王裕宜等 （２０００） 通过小型水槽实验，
分析泥石流堆积形态比模式， 计算泥石流堆积范

围， 并根据野外测量的堆积形态进行了泥石流体

浓度的计算和验证。 敖汝庄等 （２００４） 探讨了淤

积量、 淤积速度和流量比之间的关系， 但由于所

得的各组实验数据无较明显的规律， 致使拟合结

果不甚理想。 柳金峰等 （２００６） 通过室内水槽实

验， 分析泥石流流速与堆积模式之间的关系， 基

于实验数据统计回归了泥石流流速对堆积形态和

范围的影响， 认为泥石流流速与堆积扇长度呈正

相关， 而与堆积扇宽度呈负相关。 Ｈａａ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进行模型实验， 发现沉积物组成 （粒径大

小和浓度） 是影响泥石流运动距离、 堆积面积、
堆积长度、 堆积宽度和高度的重要因素， 而地形

因素 （沟道坡度、 宽度， 堆积平原坡度等） 和泥

石流体积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这也是目前研究

者们认为影响泥石流堆积过程的主要参数。
虽然目前关于泥石流自然状态下堆积过程的

了解有了大幅发展， 可以计算堆积分布规律和堆

积量， 并以此划定粘性泥石流出沟口的危险范围

（Ｈ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但目前的堆积模型实验中， 通

常都只进行一次性堆积过程。 Ｍａｊｏｒ （１９９７） 通过

大型泥石流堆积实验得出， 大量纹理状、 未分选

的泥石流沉积可能是逐渐叠加堆积的结果， 而不

是简单的一次性整体沉积。 Ｒｏｔｈｍａ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
和 Ｍａｒ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认为浊流沉积和水底的含沙

重力流堆积是服从负幂规律。 泥石流堆积因其叠

加方式不同而不像浊流那样层次分明， 但其厚度

在空间的分布应该具有相似性。 根据李泳等

（２００４） 对东川蒋家沟多个阵流的统计数据分析，
认为在多次累加堆积的泥石流堆积高度是原来阵

流高度的随机叠加， 同时也服从负幂规律。
所以泥石流尤其是粘性泥石流， 其 “元堆积”

的阵性堆叠过程的堆积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 考

虑这一典型现象的影响， 能更为准确地反映堆积

过程和预估堆积范围。 并且自然状态下的堆积并

不考虑在主河流水环境下龙头与来流的交互作用，
这样的作用通常导致入水堆积扇横断面更窄， 而

纵断面更长， 所以有必要对泥石流入汇导致的河

床堆积动力过程进行研究。
２ ２　 泥石流与主河的交汇

泥石流入汇主河属于复杂的非牛顿流体与牛

顿流体相互作用问题， 在入汇区域， 泥石流的堆

积动力地貌现象比单一沟床复杂得多， 在室内实

验和理论研究上存在诸多困难 （陈德明， ２０００）。
粘性泥石流由于携带大量固体物质， 其流量大小

和过程具有与一般洪水和挟沙水流明显不同的特

点。 例如， 流量同为 ２０００ ｍ３ ／ ｓ， 黄河输沙率为

９０×１０３ ｋｇ ／ ｓ， 蒋家沟粘性泥石流输沙率为 ３ ８ ×
１０６ ｋｇ ／ ｓ （吴积善等， １９９０）， 是黄河的 ４０ 倍。 并

且仅汛期三个月， 蒋家沟的平均输沙量达到了

３ ７×１０９ ｋｇ （Ｃｕ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具有如此性态的

粘性泥石流入汇主河， 较于水流和挟沙水流的入

汇更为复杂， 涉及层流及紊流转化、 掺混及输移

转变， 从而出现入汇典型现象。
关于泥石流入汇主河的现象基本认识通常是

始于野外实地考察和室内模型实验。 张金山等

（２００７） 综合 ８ 条典型泥石流入汇分析及调查问卷

结果， 认为泥石流规模、 堆积区主河宽度、 泥石

流沟床比降、 泥石流流量、 入汇处主河流量、 泥

石流颗粒级配、 入汇处主河比降、 泥石流粘度、
重度、 泥石流沟与主河夹角、 泥石流爆发频率等

因素与泥石流堵河密切相关 （表 １）。 党超等

（２００９） 将泥石流堵河的 ５ 个主要因素简化为 ４ 个

无量纲量， 得出无量纲化的泥石流堵塞主河的临

界条件 （表 １）。 屈永平等 （２０１６） 分析了 ４１ 条单

沟泥石流堵江情况， 统计分析得出泥石流动力学

特征值流速与泥石流断面距离、 泥石流堆积扇的

均厚、 泥石流堆积扇的坡度的关系。
陈德明 （２０００） 采用室内模型实验方法研究

了泥石流与主河交汇作用， 提出了 ４ 种交汇模式。
郭志学等 （２００４ｂ） 根据动量原理， 引入了输运流

量和淤积流量以及输运率和淤积率等概念， 研究

了交汇区复杂条件下的动量传递关系， 推导了综

合反映交汇后下游水力条件关系和交汇区淤积情

况的弗劳德数计算公式。 陈春光等 （２００４ａ） 通过

室内模型实验探索泥石流与主河水流的交汇规律，
将泥石流入汇分为潜入式交汇和分层交汇两种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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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１　 基于统计建立的泥石流入汇堵河判断公式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泥石流入汇堵河判断公式 文献出处 公式编号

ＣＭ ＝ ｌｎＭＲ － １ １８９（１ － ｃｏｓθ） ２ －
３ ６７７γＢ

γＭ
≤－ １２ １３２

ＣＦ ＝ ｌｎＦＲ － ０ ８８３（１ － ｃｏｓθ） ２ －
２ ５８７γＢ

γＭ
≤－ ８ ５７２

崔鹏等 （２００６）
（１）

（２）

Ｒ ＝
ＰＱｎＪｎ
ＫｚＱｚＪｚ

张金山和谢洪 （２００８） （３）

Ｃ ＝ （ ｒ ／ ｔａｎφ） ２［τ ／ （ρｇｗ）］ １ ／ ３ ｔａｎ
Ｄ
２( ) ≥ ０ ８７ 党超等 （２００９） （４）

Ｃ ＝ （γｓｑｖ）ｓｉｎα ／ （γｗＱｕ）·Ｖｓ ／ Ｖ０ 陈春光等 （２０１３） （５）

Ｄ ＝
ＱｎＪｎ ｒｎβ
ＫｚＱｚＪｚ

＞ ６ 刘文锐和周志远 （２０１５） （６）

注： 公式 （１）、 （２） 中： ＣＭ、 ＣＦ—泥石流堵塞主河的动量和流量； ＭＲ、 ＦＲ—主、 支槽的单宽动量比、 单宽流量比； γＭ、 γＢ—主槽水流、
支槽泥石流的密度； θ—主支槽夹角。 公式 （３） 中： Ｒ—泥石流堵塞度， 即泥石流堵断主河可能性； Ｐ—泥石流暴发频率； Ｑｎ、 Ｊｎ—泥石流
流量、 沟道比降； Ｋｚ、 Ｑｚ、 Ｊｚ—主河宽度、 流量、 比降。 公式 （４） 中： Ｃ—泥石流堵河临界值， 当 Ｃ≥０ ８７ 时， 堵河； ｒ—泥石流与主河流
量比； τ ／ （ρｇｗ） —为泥石流体的抗冲强度和主河宽度综合参数， 其中， ｗ 为主河宽度； ｔａｎφ—主河比降； ｔａｎ （Ｄ ／ ２） —泥石流与主河交汇
角。 公式 （５） 中： Ｃ—泥石流堵河判定综合因子； γｓ、 ｑ、 ｖ—泥石流容重、 流量、 平均流速； γｗ、 Ｑ、 ｕ—水流容重、 流量、 平均流速；
γｓｑｖｓｉｎα ／ （γｗＱｕ） —支主沟动量比； Ｖ０ ＝ ｂ×Ｂ×Ｈ， ｂ 为泥石流沟宽； Ｂ 为主河宽； Ｈ 为主河水深； Ｖｓ—泥石流入汇体积； α—入汇角。 公式
（６） 中： Ｄ—泥石流堵塞程度； Ｑｎ、 Ｊｎ、 ｒｎ—泥石流流量、 沟道比降、 容重； Ｋｚ、 Ｑｚ、 Ｊｚ—主河宽度、 流量、 比降； β—泥石流沟与主河
夹角

式。 崔鹏等 （２００６） 通过水槽实验， 将泥石流入

汇主河的模式概括为掺混模式、 潜入模式、 推进

模式和堵河模式， 并回归分析主支沟临界流量比、
动量比、 泥石流密度、 入汇角等因素， 提出了泥

石流堵塞主河的动量和流量的判据 （表 １）。 刘翠

容等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通过高容重泥石流直角入汇

室内大型水槽实验， 分析了泥石流容重、 主河宽

度、 泥石流总量对泥石流入汇堵断主河的影响，
认为容重和总量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基于异

重流理论， 将泥石流体分为龙头和后流， 简化后

根据质量守恒方程推导出龙头的运动方程。 目前

常用的基于统计建立的泥石流入汇堵河判断公式

见表 １。
粘性泥石流入汇后的堆积与输移、 主河水流

的绕流、 水跃及河床的改变均极为复杂。 尽管研

究者们基于野外调查统计和室内实验， 对泥石流

入汇现象进行了描述， 并基于统计建立了入汇堵

河经验公式。 但由于泥石流入汇事件发生突然，
野外调查存在很多动力学参数无法获取的难点，
致使建立的公式只能对汇口地貌改变进行定性或

半定量的研究。 而目前室内实验， 通常由于场地

尺寸限制， 难以保证粘性泥石流持续多阵次运动，
故目前的实验通常也仅考虑了一次性入汇堆积

作用。
２ ３　 泥石流入汇过程的动力学模拟

粘性泥石流入汇主河的动力学实质是非牛顿

流体与牛顿流体的交互作用， 入汇问题是非定常

问题且边界条件也较复杂。 研究者们对其入汇过

程进行动力学模拟主要涉及的方法有： ①单独模

拟泥石流和水流的运动， 简化二者交互机制， 基

于力学、 动量、 能量的理论分析， 或配合室内实

验， 选用适宜的数值计算方法， 建立双场交互模

型； ②基于泥石流－水流交汇区流场的物性参数及

本构关系在时空变化， 用既定流体模型描述泥石

流入汇过程； ③采用现有流体模拟软件， 对泥石

流入汇过程进行模拟。
匡尚富 （１９９５） 从动量守恒定律出发， 假定

泥石流入汇后不发生掺混， 建立了汇流部泥石流

龙头的运动轨迹方程式， 并研究了不同主槽水流

条件下的淤积规律， 这一模型为近似二维模型。
陈春光等 （２００４ｂ， ２００６） 提出了泥石流与主河交

汇的两种模式： 上下分层交汇和潜入式交汇， 并

建立了潜入式交汇的泥石流龙头运动方程。 其后，
他又将交互简化为交汇区的流体流变关系和交汇

区泥沙沉降与输移关系， 依据流体力学和非牛顿

流体力学原理， 提出了双场交汇计算模型， 该模

型能刻画交汇区泥沙浓度分布规律及主河水位的

变化。 杜翠等 （２０１２） 考虑泥石流汇入主河后动

力过程受主河水流阻力的影响因素， 不考虑掺混

的发生， 基于一维动量守恒运动方程， 建立泥石

流进入主河后的运移距离的动力学方程。 王纯祥

等 （２００７） 利用有限差分法对泥石流的传播和沉

９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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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运动方程求解， 并将泥石流分析模块集成于

ＡｒｃＧＩＳ 中， 用于预测泥石流的流动距离和泛滥范

围， 最终结合 ＧＩＳ 技术模拟了日本九州南部熊本县

水俣市宝川区集村的泥石流的传播和泛滥过程。
陈日东等 （２０１１） 将泥石流和主河水流的交互机

制简化为泥石流对水流运动产生的最大影响因素

是地形变化， 对于泥石流堆积形态的研究主要是

通过数值计算联立求解流体动力学方程组而进行

的， 虽然这种方式能够动态求解泥石流的运动及

堆积过程， 并且对复杂地形条件也具有较强的适

应性， 但其难点在于合适方程的选用和建立 （樊
赟赟等， ２０１０）。

目前用于描述泥石流入汇过程， 常用的流体

模型为两相流模型 （Ｍａｊｏｒ， １９９７）、 Ｂｉｎｇｈａｍ 模型

（胡卸文， ２０１６）、 颗粒流模型 （Ｂｅｒｚｉ， ２０１０）。 王

光谦和倪晋仁 （１９９４） 对粘性泥石流采用结构两

相流模型进行描述， 将内部作用复杂的泥石流体

简化为液固两相流体， 并建立了相应的方程以及

数值解法， 适合大尺度流动。 胡卸文等 （２０１６）
使用基于有限体积法的 ＣＦＸ 软件， 选择 Ｂｉｎｇｈａｍ
流变模型对江口沟泥石流流动过程的液面分布情

况和速度场进行了三维数值模拟， 得出了泥石流

危险区范围和速度场分布情况。 Ｂｅｒｚ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
采用颗粒流模型， 描述室内实验中水和人造粒子

的均匀流动， 显示流动中的流变状态分层， 但目

前仅适用于欠饱和流体。
综上所述， 目前基于力学、 动量、 能量的理

论分析或采用各类流体模型， 描述泥石流入汇过

程时， 通常的方法中都认为粘性泥石流具有一定

的结构稳定性， 不考虑入汇时的掺混和加速， 将

入汇时的泥石流分为水上部分和水下部分， 视为

二层流 （胡健， ２００２）。
上层流体：

ｕ１

ｔ
＋ ｕ１

ｕ１

ｘ
＝ － ｇ

ｈ１

ｘ
－ ｇ

ｈ２

ｘ
＋ ｇＪ０ －

τｉ － τｓ

ρ１ｈ１

（７）
　 　 下层流体：

ｕ２

ｔ
＋ ｕ２

ｕ２

ｘ
＝ － ｇ １ －

ρ１

ρ２

æ

è
ç

ö

ø
÷
ｈ１

ｘ
－ ｇ

ｈ２

ｘ
＋

ｇＪ０ －
τ０ － τｉ

ρ２ｈ２
（８）

公式中， ｕ１ 表示 ｘ 方向上层水流的速度； ｕ２ 表示 ｘ
方向下层泥石流的速度； ｈ１ 表示上层水流流深；

ｈ２ 表示泥石流流深； ρ１ 表示水流密度； ρ２ 表示泥石

流密度； τ０ 表示河床对泥石流的剪切力； τｉ 表示水

流与泥石流交界面之间的剪切力； τｓ 表示水流上表

面受到的剪切力； ｔ 表示泥石流运动时间； ｇ 表示

重力加速度； － ｇ
ｈ１

ｘ
表示 ｘ 方向上层水流的静水压

力作用； － ｇ
ｈ２

ｘ
表示 ｘ 方向泥石流的静压力作用；

ｇＪ０ 表示 ｘ 方向上泥石流的重力坡降作用；
τｉ － τｓ

ρ１ｈ１

表示水流受到的剪切力作用；
τ０ － τｉ

ρ２ｈ２
表示泥石流受

到的剪切力作用。
从上两式中， 可以发现若用二层流概化模型

解释， 且不考虑泥石流与水流的掺混作用， 泥石

流进入主河后会受到水流的剪切力
τｉ － τｓ

ρ１ｈ１
， 导致

进入主河后的泥石流速度会较之入汇速度减缓，
但这并不符合入汇区泥石流龙头 “水滑” 现象，
从而导致入汇堆积范围被低估。 所以粘性泥石流

入汇主河中的实际过程中掺混和输移效应不能被

轻易忽略。
目前用于泥石流入汇过程较多的程序或软件，

主要有 Ｇｅｏｆｌｏｗ （李同春等， ２００８）、 ＳＣＩＤＤＩＣＡ⁃
ＳＳ３ （Ｉｏｖｉｎ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和 ＦＬＯ⁃２Ｄ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梁鸿熙等， ２０１６）。 李同春等 （２００８） 选用

了西班牙国家公共试验研究中心开发的 Ｇｅｏｆｌｏｗ 程

序对四川省境内某一条泥石流沟的泛滥区域进行

数值模拟， 并与经验公式法得出的泥石流泛滥区

域进行比对， 结果良好。 Ｇｅｏｆｌｏｗ 采用的是有限元

方法， 研究对象是具有自由表面的常态泥石流体，
虽然能得到泥石流流速和泥深的时空分布， 但是

更适用于泥石流的自由堆积。 Ｉｏｖｉ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利用 ＳＣＩＤＤＩＣＡ⁃ＳＳ３ 模型， 模拟由强惯性效应引发

的泥石流， 算法采用离散的并行计算模型 （元胞

自动机）， 用于模拟基于局部交互作用而演化的动

态系统。 这种方法能反映出泥石流的随机过程，
但是由于构成方式繁杂， 分类难度极大。 目前在

泥石流入汇堆积方面， 使用最多的是 ＦＬＯ⁃２Ｄ 程

序。 ＦＬＯ⁃２Ｄ 是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开发的用有

限差分法来求解运动控制的程序。
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 用 ＦＬＯ⁃２Ｄ 软件模拟了台湾

Ｃｈｕｉ⁃Ｓｕｅ 河流域的泥石流入汇堆积情况， 认为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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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该地区微地貌研究结果吻合较好。 Ｂｅｒｔｏｌｏ
ａｎｄ Ｗｉｅｃｚｏｒｅｋ （２００５） 运用 ＦＬＯ⁃２Ｄ 模型模拟了美

国 Ｙｏｓｅｍｉｔｅ 沟谷泥石流的运动淤积过程。 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和梁鸿熙等 （２０１６） 运用 ＦＬＯ⁃２Ｄ 流动模

型数值模拟方法对泥石流的移动特性进行模拟，
以此分析粘性系数和屈服应力与泥石流流动及堆

积特性的关系。 Ｈüｂ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１） 采用二次流变

模型与 ＦＬＯ⁃２Ｄ 软件相结合的方法模拟了粘性泥石

流的堆积过程， 模拟了奥地利 Ｍｏｓｃｈｅｒｇｒａｂｅｎ 和

Ｗａｒｔｓｃｈｅｎｂａｃｈ 泥石流沟的入汇堆积情况， 认为

ＦＬＯ⁃２Ｄ 软件模拟的应用需要高质量的输入数据，
才能有较好的模拟效果。 目前， 泥石流二维模型

ＦＬＯ⁃２Ｄ 在泥石流入汇堆积危险区划分和水流深度

预测方面具有较好的评价效果。 但由于屈服参数

和粘性参数对 ＦＬＯ⁃２Ｄ 软件模拟结果有显著影响，
所以对于高粘性的泥石流模拟效果不及低粘性泥

石流， 而且模拟过程也没有考虑到粘性泥石流入

汇的一系列特殊现象。
在粘性泥石流和水流的相互作用下， 实际掺

混和输移效应是非常复杂的， 如何合理简化表达

两者之间的交互机制， 既能正确刻画入汇现象，
也能保证计算效率较高， 精度较好， 是未来需要

解决的关键问题。

３　 问题与展望

３ １　 目前存在的研究问题

粘性泥石流入汇主河的动力学实质是非牛顿

流体与牛顿流体的交互作用。 目前， 牛顿流体

（如水流） 的理论已日益完善， 非牛顿流体 （如高

含沙水流、 泥石流） 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提出

了相应的理论模式 （ Ｉｖ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２０１４）。
在粘性泥石流入汇过程中， 存在 “阵性” 输移和

“元堆积”、 龙头 “水滑” 加速等特殊现象， 因而

呈现出以下新的研究问题。
（１） 粘性泥石流的非均质性导致了其流动的

非恒定性， 故粘性泥石流的流动通常都以阵性流

表现。 一场次粘性泥石流入汇主河改变河床动力

地貌的过程， 也是通过一个个分离的阵流局部叠

加起来的， 其堆积效果是累次 “元堆积” 过程的

体现， 甚至在粘性泥石流入汇体量足够的情况下，
最终堆积是 “元堆积” 和 “液流反弹” 堆积的总

和。 但目前的研究中， 大多忽视这一逐次积累过

程， 从而无法真实反映某场次粘性泥石流入汇堆

积的过程和范围。
（２） 粘性泥石流入汇主河的过程是泥石流与

水流的耦合过程。 由于粘性泥石流具有很强的结

构稳定性， 当前研究大多将其交互机制简化， 很

少考虑交互过程中的掺混效应， 这导致了目前的

模型无法解释粘性泥石流龙头 “水滑” 现象， 也

低估了粘性泥石流交汇区速度和龙头冲击距离。
（３） 粘性泥石流与主河交汇的汇口处， 泥石

流的堆积现象比单一沟床复杂得多。 当前泥石流

入汇的动力地貌计算多来源或借鉴于河流泥沙动

力学， 这不能有效描述泥石流汇入主河交互过程

及机制。 虽然能判断泥石流流入主河后基本的流

态， 但是目前对于不同条件下泥石流堵塞区堆积

体的淤积特性， 包括淤积量及淤积分布规律、 汇

口上下游水深的调整、 回流区的淤积规律的认识

仍然不足， 这导致泥石流堰塞体堵河临界条件界

定不清， 缺乏普适性较强的粘性泥石流入汇区河

床堆积动力过程的模拟软件和计算平台。
３ ２　 研究展望与建议

粘性泥石流入汇区河床面堆积体时空演化过

程有别于粘性泥石流在地表的堆积过程， 合理描

述粘性泥石流入汇区河床堆积动力过程对于划定

粘性泥石流风险区范围 （刘希林， ２０００； Ｚｈｏ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和认知流域地貌演化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有必要在未来开展如下问题的研究。

（１） 粘性泥石流入汇的物理过程和其交互机

制的合理简化

设计尺度更为大型、 参数变量更为复杂的物

理模型对比实验， 探索粘性泥石流交互地形条件

与流体条件对入汇地貌过程的影响， 量化各参数

在不同阶段对粘性泥石流－水流交互过程的影响，
探讨粘性泥石流入汇的物理过程。

粘性泥石流入汇主河后， 由于其本身的特殊

动力学性质和与水流之间高密度差， 导致交汇区

堆积是非定场且边界条件复杂， 致使交互过程的

动力学分析十分复杂， 方程的建立和算法的选择

都非常困难。 其物理过程大致涉及到 ① 掺混、
②输移、 ③聚集、 ④沉降、 ⑤堆积、 ⑥ 再堆积

（阵次）、 ⑦固结， 完全真实无误地反映这一过程

是非常困难的， 即使能构建方程， 对于算法的稳

定性也提出非常高的要求。 所以过去的研究对交

互机制都进行了简化， 一是将粘性泥石流视为挟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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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水流， 直接采用异重流方法； 二是将粘性泥石

流视为 “半固态”， 只考虑水流的输沙特征， 但这

样的简化不足以描述粘性泥石流入汇的物理过程

和现象。 如何合理表达粘性泥石流－水流 “半耦

合” 交互机制， 既能正确刻画入汇过程和现象，
也能保证计算精度， 是未来可开展的工作。

（２） 普适性高的粘性泥石流－水流堆积动力学

模型的建立

基于入汇区粘性泥石流－水流交互机制的研

究， 建立粘性泥石流－水流堆积动力学模型。 依据

大量水槽实测数据， 讨论不同输入条件下参数敏

感性和取值范围， 率定不同工况下的参数取值，
以适应更多边界和输入条件的协调， 保证方程的

有效性和通用性。 开展不同流域情景下粘性泥石

流入汇区河床堆积动力模拟， 计算粘性泥石流入

汇后堆积范围的时空变化参数， 预测堵断主流时

间或可能性， 并与灾害现场调查对比分析， 采用

非均质粘性泥石流入汇动力地貌演化物理模型的

高效数值算法， 借助并行算法和区域划分手段，
实现对真实过程的模拟。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Ｏ Ｒ Ｚ， ＧＵＯ Ｚ Ｘ， ＣＡＯ Ｓ Ｙ， ２００４． Ｆｌｕ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ｗｈｅ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ｍ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８ （４）： １９６⁃
１９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ＥＮＤＡ Ｌ， １９９０．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ｏ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ｌｅｙ
ｆｌｏ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ｅｇｏｎ Ｃｏａｓｔ Ｒａｎｇｅ， Ｕ． Ｓ． Ａ． ［ Ｊ］ ． Ｅａｒ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ｆｏｒｍｓ， １５ （５）： ４５７⁃４６６．

ＢＥＲＴＯＬＯ Ｐ， ＷＩＥＣＺＯＲＥＫ Ｇ Ｆ， ２００５．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ｓｍａｌｌ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Ｙｏｓｅｍｉｔ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ＵＳＡ ［ Ｊ］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 （６）： ９９３⁃１００１．

ＢＥＲＺＩ Ｄ，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Ｊ Ｔ， ＬＡＲＣＨＥＲ Ｍ， ２０１０．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Ｊ ］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５２： １０３⁃１３８．

ＣＨＥＮ Ｃ Ｇ， ＹＡＯ Ｌ Ｋ， ２００６．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５ （ ２）： ６１⁃６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 Ｃ Ｇ， ＹＡＯ Ｌ Ｋ， ＬＩＵ Ｃ 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ｄｕｅ ｔｏ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ｎｃｙ， ４４ （ ６ ）： ６４８⁃６５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 Ｃ Ｇ， ＹＡＯ Ｌ Ｋ， ＹＡＮＧ Ｑ Ｈ， ２００４ａ．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３９ （ １）： １０⁃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 Ｃ Ｇ， ＹＡＯ Ｌ Ｋ， ＹＡＮＧ Ｑ Ｈ， ２００４ｂ．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ｈｅａｄ ｉｎ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３５ （１）： １１⁃１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 Ｄ Ｍ， ２０００．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 ［ 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１０， ６０⁃９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ＨＥＮ Ｒ Ｄ， ＬＩＵ Ｘ Ｎ， ＣＡＯ Ｓ 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 Ｊ］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Ｓｅｒｉｅｓ Ｅ）， ４１ （１０）： １３０５⁃１３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ＵＩ Ｐ， ＣＨＥＮ Ｘ Ｑ， ＷＡＱＮＧ 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５． Ｊｉａｎｇｊｉａ Ｒａｖｉｎｅ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 Ｍ ］ ／ ／ 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Ｂｅｒｌｉｎ 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５６５⁃５９４．

ＣＵＩ Ｐ， ＨＥ Ｙ Ｐ， ＣＨＥＮ Ｊ， ２００６．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ｒｉｖｅｒｓ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４ （５）： ５３９⁃５４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ＡＮＧ Ｃ， ＣＨＥＮＧ Ｚ Ｌ， ＬＩＵ Ｊ Ｊ， ２００９．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ａｍ⁃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ｄｕｅ ｔｏ ｉ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ｔｏ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７ （５）： ５５７⁃５６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Ｅ ＨＡＡＳ Ｔ， ＢＲＡＡＴ Ｌ， ＬＥＵＶＥＮ Ｊ Ｒ Ｆ Ｗ，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５．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ｒｕｎｏｕ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ａｒ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１２０ （９）： １９４９⁃１９７２．

ＤＵ Ｃ， ＹＡＯ Ｌ Ｋ， ＹＡＮＧ Ｙ 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ｄａｍｍ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３ （Ｓ２）： １２８⁃
１３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ＡＮ Ｙ Ｙ， ＷＡＮＧ Ｓ Ｊ， ＷＡＮＧ Ｅ Ｚ， ２０１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ｔｗｏ⁃
ｐｈａｓ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８ （ １ ）： １００⁃１０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ＥＮＧ Ｃ Ｊ， ＱＩ Ｂ Ｓ， ＺＨＡＮＧ Ｐ，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ｍｅｎｓｈａｎ ｆａｕｌｔ ｂｅｌ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Ｍｓ８． 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４
（４）： ４３９⁃４５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ＡＯ Ｑ Ｂ， １９８６．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ｔｏ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ＩＩ）：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５ （２）： ３９⁃４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ÓＭＥＺ⁃ＶＩＬＬＡＲ Ａ， ＧＡＲＣÍＡ⁃ＲＵＩＺ Ｊ Ｍ， ２０００．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ａｌｌｕｖｉａｌ ｆ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Ｐｙｒｅｎｅｅｓ ［Ｊ］ ．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３４ （３⁃４）： １２７⁃１４４．

ＧＵＯ Ｚ Ｘ，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 ｗｈｅ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ｊｏ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 ［ 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ＵＯ Ｚ Ｘ， ＣＡＯ Ｓ Ｙ， ＬＩＵ Ｘ 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ａ．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ｄｕｅ ｔｏ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１１）： ３９⁃４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ＵＯ Ｚ Ｘ， ＦＡＮＧ Ｄ， ＣＡＯ Ｓ 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ｂ． Ｆｌｏ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ｉｎ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Ｊ］ ．

２５５



第 ４ 期 刘晶晶， 等： 粘性泥石流入汇区河床堆积动力学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５ （ ４）： ４６７⁃４７１．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Ｅ Ｓ Ｔ， ＷＡＮＧ Ｄ Ｊ， ＣＨＥＮ Ｓ，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ｉｓｃｏｕｓ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３ （１０）： １７２３⁃１７３４．

ＨＥ Ｙ Ｐ， ２００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ｏｎ ｒｉｖｅｒｂｅ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ｓ ［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 Ｊ， ２００２．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ｒｉｖｅｒ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Ｕ Ｘ Ｗ， ＤＩＡＯ Ｒ Ｈ， ＬＩＡＮＧ Ｊ Ｘ，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ｋｏｕ ｇｕｌｌｙ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ｈａｚａｒｄ ｕｓｉｎｇ ＣＦＸ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 Ｊ］ ．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３７ （６）： １６８９⁃１６９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ÜＢＬ Ｊ， ＳＴＥＩＮＷＥＮＤＴＮＥＲ Ｈ， ２００１． 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ｗｏ ｖｉｓｃｏｕｓ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ｉａ ［ Ｊ］ ．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Ｐａｒｔ Ｃ： Ｓｏｌａｒ，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６ （９）：
６３９⁃６４４．

ＩＬＳＴＡＤ Ｔ， ＥＬＶＥＲＨØＩ Ａ， ＩＳＳＬＥＲ 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ａ． Ｓｕｂａｑｕｅｏｕｓ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ｎｄ ／ ｃｌａｙ ｒａｔｉｏ： ａ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ｒａｃｋｉｎｇ ［ 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１３
（１⁃４）： ４１５⁃４３８．

ＩＬＳＴＡＤ Ｔ， ＭＡＲＲ Ｊ Ｇ， ＥＬＶＥＲＨØＩ 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ｂ．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ａｑｕｅｏｕｓ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ｂ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ｒｅ⁃ｆｌｕｉ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ｏｔ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 Ｊ ］ ．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１３ （ １⁃４ ）：
４０３⁃４１４．

ＩＯＶＩＮＥ Ｇ， Ｄ ＇ ＡＭＢＲＯＳＩＯ Ｄ， ＤＩ ＧＲＥＧＯＲＩＯ Ｓ， ２００５．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ｓ ｆｏｒ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ｎｇ ａ ｈｅｘａｇｏｎａｌ ｃｅｌｌｕｌａｒ ａｕｔｏｍ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ｅｄ ｂｙ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ｅｒｔｉ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Ｊ］ ． Ｇｅｏ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６６ （１⁃４）： ２８７⁃３０３．

ＩＶＥＲＳＯＮ Ｒ Ｍ， ＧＥＯＲＧＥ Ｄ Ｌ， ２０１４． Ａ ｄｅｐｔｈ⁃ａｖｅｒａｇｅｄ 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ｄｉｌａｔａｎｃｙ． Ｉ．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 Ｊ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４７０ （２１７０）： ２０１３０８１９．

ＫＡＮＧ Ｚ Ｃ， ＬＩ Ｚ Ｆ， ＭＡ Ｇ Ｎ， ２００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２４⁃３９．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ＫＵＡＮＧ Ｓ Ｆ， １９９５．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 １⁃
１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 Ｔ Ｃ， ＬＩ Ｙ Ｙ， ＺＨＡＮＧ Ｓ Ｃ，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 Ｊ ］ ．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８ （ ６）： 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 Ｙ， ＨＵ Ｋ Ｈ， ＣＨＥＮ Ｘ Ｑ， ２００４．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２ （３）： ３３２⁃３３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 Ｙ， ＹＡＯ Ｓ Ｆ， ＨＵ Ｋ 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３． Ｓｕｒ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ｊｉａ ｇｕｌｌｙ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１ （６）：
７１２⁃７１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ＡＮＧ Ｈ Ｘ， ＳＨＡＮＧ Ｍ， ＸＵ Ｘ， ２０１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ＬＯ⁃２Ｄ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４ （ ２）： ２２８⁃
２３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Ｎ Ｍ Ｌ， ＷＡＮＧ Ｋ Ｌ， ＨＵＡＮＧ Ｊ Ｊ， ２００５．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ｒｕｎ ｏｆ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ｈｅｎ⁃Ｙｏｕ⁃Ｌａｎ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Ｊ］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５ （３）：
４３９⁃４４５．

ＬＩＵ Ｃ Ｒ， ＹＡＯ Ｌ Ｋ， ＣＨＥＮ Ｃ 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ｄａ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２３ （ ５）： １１３⁃
１２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 Ｃ Ｒ， ＺＨＡＯ Ｓ Ｇ， ２０１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ｌａｒｇ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ｂｙ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５ （ １）： ９０⁃９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 Ｊ Ｆ， ＯＵ Ｇ Ｑ， ＹＯＵ Ｙ， ２００６．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 Ｊ］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１３ （ １）： １２０⁃１２１， ２２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 Ｊ Ｊ，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 ｄａｍ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ｚｏｎｅ ［ Ｄ］．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 Ｊ Ｊ， ＳＵＮ Ｚ Ｃ， ＣＨＥＮＧ Ｚ Ｌ， ２０１５．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 ｄａｍｍｅｄ ｌａｋｅ⁃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Ｍｏｚｉ Ｇｕｌｌｙ ｏｆ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 Ｊ ］ ． Ｓｏｕｔｈ⁃ｔｏ⁃Ｎｏｒｔｈ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１３ （ ５ ）： ９３５⁃９４０，
９５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 Ｊ Ｊ， ＬＩ Ｙ， ２０１６．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ｄｒａｇ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ｓｃｏｕｓ
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３）：
７２⁃８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 Ｗ Ｒ， ＺＨＯＵ Ｚ Ｙ， ２０１５．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ｉｎ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 Ｊ］ ．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３６ （１）： １１３⁃
１１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Ｕ Ｘ Ｌ， ２０００．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ｒｉｓｋ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Ｚｈａｏｔ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ｏｆ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６ （ ４）： ３７⁃４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 Ｘ Ｌ， ＣＨＥＮ Ｙ Ｊ， ２０１０．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ｒｉｓｋ ｚ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３０
（４）： ５５８⁃５６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ＡＪＯＲ Ｊ Ｊ， １９９７．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ｉｎ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Ｊ］ ．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０５ （３）： ３４５⁃３６６．

ＭＡＲＲ Ｊ Ｇ， ＨＡＲＦＦ Ｐ Ａ， ＳＨＡＮＭＵＧＡＭ 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１．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ｕｂａｑｕｅｏｕｓ ｓａｎｄｙ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ｆ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ｌａｙ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ｆｌｏｗ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 Ｊ］ ． ＧＳ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１３ （１１）： １３７７⁃１３８６．

ＭＯＨＲＩＧ Ｄ， ＥＬＬＩＳ Ｃ， ＰＡＲＫＥＲ Ｇ，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８． Ｈｙｄｒｏｐｌ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ｕｂａｑｕｅｏｕｓ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Ｊ］ ． ＧＳ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１１０ （３）： ３８７⁃３９４．

ＱＩＡＮ Ｎ， ＷＡＮＧ Ｚ Ｙ， １９８４．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ｓ ［Ｊ］ ． Ａｃｔ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５１ （ １）： ３３⁃４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ＱＵ Ｙ Ｐ， ＴＡＮＧ Ｃ， ＢＵ Ｘ Ｈ，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 ７·０４＂ ｒｉｖｅｒ⁃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ｏｆ Ｘｉｏｎｇｊｉａ Ｇｕｌｌｙ ｉｎ Ｓｈｉｍｉａｎ

３５５



地质力学学报　 ｈｔｔｐｓ：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ｇｅｏｍｅｃｈ ａｃ ｃｎ ２０２０

ｃｏｕｎｔｙ，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４７ （１）： ４４⁃５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ＲＯＴＨＭＡＮ Ｄ Ｈ， ＧＲＯＴＺＩＮＧＥＲ Ｊ Ｐ， ＦＬＥＭＩＮＧＳ Ｐ， １９９４．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ｕｒｂｉｄｉｔ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 ６４
（１）： ５９⁃６７．

ＳＴＡＮＣＡＮＥＬＬＩ Ｌ Ｍ， ＭＵＳＵＭＥＣＩ Ｒ Ｅ， ２０１８．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ｔｒｅａｍｓ ［Ｊ］ ． Ｗａｔｅｒ， １０ （４）： ４０１．

ＳＵ Ｐ Ｃ， ＷＥＩ Ｆ Ｑ， ＣＨＥＮＧ Ｚ Ｌ， ２０１２．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ｚｉ
Ｇｕｌ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ｏｎ Ｍａｙ １２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９ （ ２）： １６⁃２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ＡＫＡＨＡＳＨＩ Ｔ， １９９１．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 Ｊ ］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ｆｌｕｉ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１３ （１）： ５７⁃７７．

ＴＡＮＧ Ｃ， ＺＨＵ Ｊ， ＤＵＡＮ Ｊ Ｆ，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１．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ａｎｓ ｉｎ Ｘｉａｏｊｉｎｇ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Ｙｕｎ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Ｊ ］ ．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９ （３）： １７９⁃１８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ＩＡＮ Ｌ Ｑ， ＷＵ Ｊ Ｓ， ＫＡＮＧ Ｚ Ｃ，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３．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Ｍａｐ Ｐｒｅｓｓ： ２⁃
２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 Ｃ Ｘ， ＢＡＩ Ｓ Ｗ， ＥＳＡＫＩ Ｔ，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７． ＧＩＳ⁃ｂａｓｅｄ ｔｗｏ⁃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Ｊ］ ．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８ （ ７ ）： １３５９⁃１３６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 Ｇ Ｑ， ＮＩ Ｊ Ｒ， １９９４．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ｂａｓｉｃ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３９ （１８）： １７００⁃１７０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ＮＧ Ｙ Ｙ， １９９５．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６ （ ４）： ５８⁃６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 Ｙ Ｙ， ＺＯＵ Ｒ Ｙ， ＹＡＮ Ｂ Ｙ，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０．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９ （２）： ８１⁃８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ＥＩ Ｆ Ｑ， ＸＩＥ Ｈ， ＺＨＯＮＧ Ｄ Ｌ，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２．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ｔｏｗｎｓ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１３ （４）： ２３⁃２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Ｕ Ｊ Ｓ， ＣＨＥＮＧ Ｚ Ｌ， ＧＥＮＧ Ｘ Ｙ， ２００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ａｍ ｆｒｏｍ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Ｔｉｂｅ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３
（４）： ３９９⁃４０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Ｕ Ｊ Ｓ， ＫＡＮＧ Ｚ Ｃ， ＴＩＡＮ Ｌ Ｑ，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０．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 Ｊｉａｎｇｊｉａ Ｇｕｌｌｙ， Ｙｕｎｎａｎ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 ３５⁃５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Ｕ Ｙ Ｈ， ＬＩＵ Ｋ Ｆ， ＣＨＥＮ Ｙ Ｃ， ２０１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ＬＯ⁃２Ｄ
ａｎｄ Ｄｅｂｒｉｓ⁃２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０
（２）： ２９３⁃３０４．

ＹＥ Ｊ， ＣＨＥＮ Ｊ Ｘ， ＣＨＥＮ Ｘ Ｑ，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ｄｅｐｏｓｉｔ ｏｆ ｇｕｌｌｙ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３６ （ １０ ）： １５８８⁃１５９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ＯＵ Ｙ， ＣＨＥＮＧ Ｚ Ｌ， ＨＵ Ｐ Ｈ， ｅｔ ａｌ． ， １９９７．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 Ｇｕｘｉａｎｇ Ｇｕｌｌｙ， Ｔｉｂｅｔ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６ （１）： ５２⁃５８．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 Ｊ Ｊ， ＬＩＵ Ｊ Ｋ， ＧＡＯ Ｂ，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Ｇａｌｏｎｇｑｕ ｇｌａｃｉａｌ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ｏ Ｚｈａｍｏ
Ｒｏａｄ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４ （ １ ）： １０６⁃１１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 Ｊ Ｓ， ＳＨＥＮ Ｘ Ｊ， ＸＩＥ Ｈ， ２００７．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ｄｕｅ ｔｏ ｄｅｂｒｉｓ⁃ｆ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２ （２）： ８２⁃８６．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 Ｊ Ｓ， ＸＩＥ Ｈ， ２００８．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ｄｕｅ ｔｏ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ｊｉａｎｇ ｒｉｖｅｒ
［Ｊ］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４）：
６５１⁃６５５．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ＯＵ Ｇ Ｄ， ＬＩ Ｓ， ＳＯＮＧ Ｄ 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Ｊ］ ．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
１６ （２）： ３１５⁃３３２．

ＺＨＵ Ｐ Ｙ， ＣＨＥＮＧ Ｚ Ｌ， ＹＯＵ Ｙ， ２００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ｒｉｖｅｒ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ｂｙ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ｏｆ Ｐｅｉｌｏｎｇｇｏｕ Ｇｕｌｌｙ ｄｅｂｒｉｓ ｆｌ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ｃｈｕａｎ⁃Ｘｉｚａｎｇ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９ （１）：
８０⁃８３．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附中文参考文献
敖汝庄， 郭志学， 曹叔尤， ２００４． 泥石流入汇主河淤积规律的水槽

试验研究 ［Ｊ］ ． 水土保持学报， １８ （４）： １９６⁃１９９．
陈春光， 姚令侃， 杨庆华， ２００４ａ． 泥石流与主河水流交汇的试验研

究 ［Ｊ］ ．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 ３９ （１）： １０⁃１４．
陈春光， 姚令侃， 杨庆华， ２００４ｂ． 入汇主河的泥石流龙头运动机理

研究 ［Ｊ］ ． 水利学报， ３５ （１）： １１⁃１６．
陈春光， 姚令侃， ２００６． 泥石流与主河交汇区三维数值模拟 ［ Ｊ］ ．

重庆交通学院学报， ２５ （２）： ６１⁃６５．
陈春光， 姚令侃， 刘翠容， 等， ２０１３． 泥石流堵河条件的研究 ［Ｊ］ ．

水利学报， ４４ （６）： ６４８⁃６５６．
陈德明， ２０００． 泥石流与主河水流交汇机理及其河床响应特征

［Ｄ］．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陈日东， 刘兴年， 曹叔尤， 等， ２０１１． 泥石流与主河汇流堆积的数值

模拟 ［Ｊ］ ． 中国科学： 技术科学， ４１ （１０）： １３０５⁃１３１４．
崔鹏， 何易平， 陈杰， ２００６． 泥石流输沙及其对山区河道的影响

［Ｊ］ ． 山地学报， ２４ （５）： ５３９⁃５４９．
党超， 程尊兰， 刘晶晶， ２００９． 泥石流堵塞主河条件 ［ Ｊ］ ． 山地学

报， ２７ （５）： ５５７⁃５６３．
杜翠， 姚令侃， 杨运林， 等， ２０１２． 基于动力学与物质条件的泥石流

阻塞大河综合判据 ［Ｊ］ ． 水利学报， ４３ （Ｓ２）： １２８⁃１３２．
樊赟赟， 王思敬， 王恩志， ２０１０． 基于结构两相阻力分析的泥石流

堆积形态研究 ［Ｊ］ ． 工程地质学报， １８ （１）： １００⁃１０４．
丰成君， 戚帮申， 张鹏， 等， ２０１８． 汶川 Ｍｓ８． ０ 地震后龙门山断裂

带地壳应力场及其构造意义 ［ Ｊ］ ． 地质力学学报， ２４ （ ４）：
４３９⁃４５１．

高桥保， １９８６． 泥石流停止和堆积机理的研究 （二）： 泥石流堆积

扇的形成过程 ［Ｊ］ ． 地理译报， ５ （２）： ３９⁃４４．
郭志学， ２００３． 泥石流入汇交汇区水沙运动特性 ［Ｄ］． 成都： 四川

大学．
郭志学， 曹叔尤， 刘兴年， 等， ２００４ａ． 泥石流堵江影响因素试验研

４５５



第 ４ 期 刘晶晶， 等： 粘性泥石流入汇区河床堆积动力学研究的问题与展望

究 ［Ｊ］ ． 水利学报， （１１）： ３９⁃４５．
郭志学， 方铎， 曹叔尤， 等， ２００４ｂ． 泥石流入汇条件下交汇区的流

动特性 ［Ｊ］ ． 水科学进展， １５ （４）： ４６７⁃４７１．
何易平， ２００３． 泥石流对山区河流河床演变的影响 ［Ｄ］． 成都： 中

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胡健， ２００２． 泥石流与主河的汇流机理及泥石流运动的数值模拟

［Ｄ］． 北京：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胡卸文， 刁仁辉， 梁敬轩， 等， ２０１６． 基于 ＣＦＸ 的江口沟泥石流危

险区范围预测模拟 ［Ｊ］ ． 岩土力学， ３７ （６）： １６８９⁃１６９６．
康志成， 李焯芬， 马蔼乃， ２００４． 中国泥石流研究 ［Ｍ］． 北京： 科

学出版社： ２４⁃３９．
匡尚富， １９９５． 汇流部泥石流的特性和淤积过程的研究 ［ Ｊ］ ． 泥沙

研究， （１）： １⁃１５．
李同春， 李杨杨， 章书成， 等， ２００８． 泥石流泛滥区域数值模拟

［Ｊ］ ．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 ２８ （６）： １⁃４．
李泳， 胡凯衡， 陈晓清， ２００４． 泥石流堆积的分布 ［Ｊ］ ． 山地学报，

２２ （３）： ３３２⁃３３６．
李泳， 姚寿福， 胡凯衡， 等， ２００３． 从蒋家沟泥石流阵流看泥石流堆

积 ［Ｊ］ ． 山地学报， ２１ （６）： ７１２⁃７１５．
梁鸿熙， 尚敏， 徐鑫， ２０１６． 基于 ＦＬＯ⁃２Ｄ 数值模拟的泥石流流动与

堆积影响因素研究 ［Ｊ］ ． 工程地质学报， ２４ （２）： ２２８⁃２３４．
刘翠容， 姚令侃， 陈春光， 等， ２０１４． 基于异重流理论的潜坝堵河判

别方法 ［Ｊ］ ． 自然灾害学报， ２３ （５）： １１３⁃１２０．
刘翠容， 赵世刚， ２０１６． 泥石流阻塞大河机理试验研究 ［ Ｊ］ ． 重庆

交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３５ （１）： ９０⁃９５．
柳金峰， 欧国强， 游勇， ２００６． 泥石流流速与堆积模式之实验研究

［Ｊ］ ． 水土保持研究， １３ （１）： １２０⁃１２１， ２２６．
刘晶晶， ２０１３． 汶川震区泥石流坝形成机理 ［Ｄ］． 北京： 中国科学

院大学．
刘晶晶， 孙正超， 程尊兰， ２０１５． 泥石流堰塞湖影响区域评估及其

应急预案： 以汶川县磨子沟为例 ［Ｊ］ ． 南水北调与水利科技， １３
（５）： ９３５⁃９４０， ９５２．

刘晶晶， 李泳， ２０１６． 黏性泥石流残留层的床面减阻研究综述 ［Ｊ］ ．
泥沙研究， （３）： ７２⁃８０．

刘文锐， 周志远， ２０１５． 汶川震区泥石流堵河类型探讨 ［ Ｊ］ ． 人民

珠江， ３６ （１）： １１３⁃１１６．
刘希林， ２０００． 泥石流风险区划研究 ［Ｊ］ ． 地质力学学报， ６ （４）：

３７⁃４２．
刘希林， 陈宜娟， ２０１０． 泥石流风险区划方法及其应用： 以四川西

部地区为例 ［Ｊ］ ． 地理科学， ３０ （４）： ５５８⁃５６５．
钱宁， 王兆印， １９８４． 泥石流运动机理的初步探讨 ［Ｊ］ ． 地理学报，

５１ （１）： ３３⁃４３．
屈永平， 唐川， 卜祥航， 等， ２０１６． 石棉县熊家沟 “７·０４” 泥石流

堵江调查与分析 ［Ｊ］ ． 水利学报， ４７ （１）： ４４⁃５３．
苏鹏程， 韦方强， 程尊兰， ２０１２． ５·１２ 汶川地震对磨子沟的影响及

震后泥石流活动状况 ［Ｊ］ ． 长江科学院院报， ２９ （２）： １６⁃２３．
唐川， 朱静， 段金凡， 等， １９９１． 云南小江流域泥石流堆积扇研究

［Ｊ］ ． 山地研究， ９ （３）： １７９⁃１８４．
田连权， 吴积善， 康志成， 等， １９９３． 泥石流侵蚀搬运与堆积 ［Ｍ］．

成都： 成都地图出版社： ２⁃２６．
王纯祥， 白世伟， 江崎哲郎， 等， ２００７． 基于 ＧＩＳ 泥石流二维数值模

拟 ［Ｊ］ ． 岩土力学， ２８ （７）： １３５９⁃１３６２．
王光谦， 倪晋仁， １９９４． 泥石流动力学基本方程 ［Ｊ］ ． 科学通报， ３９

（１８）： １７００⁃１７０４．
王裕宜， １９９５． 山区泥石流防治中堆积坡度预测模式的试验研究

［Ｊ］ ． 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６ （４）： ５８⁃６７．
王裕宜， 邹仁元， 严璧玉， 等， ２０００． 泥石流堆积模式的试验研究

［Ｊ］ ． 自然灾害学报， ９ （２）： ８１⁃８６．
韦方强， 谢洪， 钟敦伦， 等， ２００２． 西部山区城镇建设中的泥石流问

题与减灾对策 ［Ｊ］ ． 中国地质灾害与防治学报， １３ （４）： ２３⁃２８．
吴积善， 程尊兰， 耿学勇， ２００５． 西藏东南部泥石流堵塞坝的形成

机理 ［Ｊ］ ． 山地学报， ２３ （４）： ３９９⁃４０５．
吴积善， 康志成， 田连权， 等， １９９０． 云南蒋家沟泥石流观测研究

［Ｍ］． 北京： 科学出版社： ３５⁃５０．
叶健， 陈锦雄， 陈晓清， 等， ２０１６． 泥石流沟道汇流对堆积危险范围

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 ［Ｊ］ ． 地理科学， ３６ （１０）： １５８８⁃１５９４．
游勇， 程尊兰， 胡平华， 等， １９９７． 西藏古乡沟泥石流模型试验研究

［Ｊ］ ． 自然灾害学报， ６ （１）： ５２⁃５８．
张佳佳， 刘建康， 高波， 等， ２０１８． 藏东南嘎龙曲冰川泥石流的物源

特征及其对扎墨公路的影响 ［ Ｊ］ ． 地质力学学报， ２４ （ １）：
１０６⁃１１５．

张金山， 沈兴菊， 谢洪， ２００７． 泥石流堵河影响因素研究： 以岷江

上游为例 ［Ｊ］ ． 灾害学， ２２ （２）： ８２⁃８６．
张金山， 谢洪， ２００８． 岷江上游泥石流堵河可能性的经验公式判别

［Ｊ］ ．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４）： ６５１⁃６５５．
朱平一， 程尊兰， 游勇， ２０００． 川藏公路培龙沟泥石流输砂堵江成

因探讨 ［Ｊ］ ． 自然灾害学报， ９ （１）： ８０⁃８３．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ＯＳＩＤ）：
可扫码直接下载文章电子版， 也有可能听到作者的

语音介绍及更多文章相关资讯

５５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