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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颗粒流的应力 由三部分 ：弥散应力、摩擦应力和碰撞应力组成。对快速颗粒流来 

说 ．颞粒碰撞应力 占优势 ，其他应力可略击不计。颗粒流模型非常适 台描述颗粒问流体相互作 

用较小的无粘泥石流或水石流 ．作为应用倒子的是 从颗粒流模型导出的速度分布与无粘泥石 

汽的大量试验测量结果相一致 ．除颗粒流模型 外，在混石巍研 究中应用较 多的还有 宾汉体 模 

型、膨胀体模型和粘塑体模型。它们都能作为特倒+包括在两相流模型之中。 

关键调 泥石流 颗粒流 模型 
， 一 }，，  一  

， 

一

、泥石流的基本模型 

泥石流是由水、泥沙和石块组成的混合流。其特点是 ：突然暴发、流速快、破坏力强， 

往往出现于山区 泥石流固体物质的颗粒粒径扶几徽米到几米。泥石流混合物组成的多 

样性决定了泥石流流动的夏 杂性。 、 

就泥石流运动机理研究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模化泥石流流动。过去这方面的研究 

主要 流变学为基础，常用的模型有：宾汉体模型。 、膨胀体模型。 及粘塑体模型 ． 

这三种模塑在揭示泥石流运动机理方面仍有局限性 。为避免如此，需应用其他相关学科 

(如两相流理论及颗粒流理论)的新研究成果，引入一些新概念。从而建立起泥石流的新 

模型：颗粒流模型和两相流模型 

假定流体是二维稳定泥石流，则对各类泥石流模型讨论如下。 

二、泥石流模型评述 

(--)宾 汉 体 模 型 ’ 

宾汉体的流变特性可用如下应力应变关系表示，即 

f='r．-~-,~(dU／de)。 (1) 

式中 为切应力 为屈服应力 为刚度系数)dU，d 为剪切速率。我国学者在高含沙 

水流及泥石流研究中主要采用的是宾汉体模型 ．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高浓度颗粒悬 

浮液和宾汉体两者的切应力与剪切速率的关系十分接近。h和 随颗粒浓度的增大而 

迅速加大。除颗粒浓度影响外 ，颗粒粒径组成对悬浮液流变特性也有重要影响。具体说 

来 ，一定数量的颗粒粒径 D<O。01毫米的粘粒，是 和 加大的重要影响因素 。同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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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浓度下，细颗粒悬浮液比粗颗粒悬浮液有更大的t 和 ．一般来说，无粘粗颗粒不会． 

加大 m 却会加大 ．此外．粗颗粒粒径组成 同样会影响悬浮液的流变特性。若颗粒浓 

度和颗粒平均粒径相同，则均匀粗颗粒悬浮液之粘性比非均匀粗颗粒悬浮液的牯性要高· 

在实际应用 中，流变参数 和 常由流变试验确定 固受测试仪器限制t包含某些 

粗颗粒的泥石流样品的流变参数无法直接测出，通常要剔除其中大于某级粒径(D>I·00 

毫米)的粗颗粒 ，而仅测出浆体流变参数，后经修正才得到泥石流体的流变参数 显然这 

会影响宾汉体模型用于泥石流体的可靠性 

(=)膨 胀 体 模 型 

膨胀体流变关系主要依据的是；Bagnold。 对高浓度粗颗粒中性悬浮液在同心圆筒间 

所作的剪切试验结果 ，即 

产  ( D) (dU／d~) c0s (在颗粒惯性区内)， (2) 

= ，tan ， (3) 

以上两式中 和 P ，分别为颗粒问碰撞产生的正应力和切应力(Bagnold称前者为离散 

应 力)m 为试验常数 } 为颗粒密度}D为颗粒粒径； 为颗粒问动态内摩擦角； 为颗粒 

线性浓度 ，其与颗粒体积浓度 ’的美系为 

= [( ／c)“。)一1] ， (4) 

式 中 为静态接触时的颗粒最大可能浓度 

在颗粒惯性区内，颗粒间碰撞作用占优势 ．而颗粒间流体的牯性作用可忽略不计 反 

之 ，在被称之为颗粒牯性区内，颗粒间流体的牯性作用占优势，颗粒增大了悬浮液的有效 

牯性 ，应力与剪切速率呈线性关系。 

Takahashi“ 的研究丧明 ，泥石流较易于满足颗粒惯性区的条件，可直接引用 Bagnold 

的试验结果来模拟泥石流运动机理。Takahashl以颗粒浓度分布均匀为前提 ，导出了简单 

剪切泥石流流速分布 颗粒浓度分布不均匀者，沈寿长等 则采用类似的方法给出了泥 

石流流速分布 

(三 )粘 塑 体 模 型 

Chen 提出的简单剪切粘塑性泥石流流变模型为 

P (一 )=s cos +p si“ +m(dU／d~)-． (5) 

． (=P )一 一 + (d ／却) ， (6) 

以上两式中 P P 分别为切应力和正应力；s为凝聚力； 为内摩擦角；p为压力；m和 

分别为稠度指标和横向稠度指标； 为流变指标。 

由式(5，6)可见，应力关系分为剪切速率无关项和剪切速率有关项两部分。切应力和 

正应力部用来描述泥石流流变特性，而不是像宾汉体模型那样只用切应力与剪切速率关 

系。式(5)中与剪切速率无关的前两项之和 c0s 十 sis 可叫作屈服应力。对均匀颗 

粒来说，s． 为常数。屈服应力随颗粒浓度增加而加大 从理论上来讲，当流体从静态变 

为动态时，屈服应力迅速降低，以至可略而不计。此外．流变指标 的取值范围为l一2，或 

更大些。这些参数确定后，Chert用来解决粘塑性泥石流流动问题 ，结果较为满意 

(四)颗 粒 流 模 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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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颗粒流(在野外所见的是泥石流、精坡等)的概化模型发展迅速 ： ．颗粒流可 

视为一种特殊的泥石流，这种流动条件下颗粒间碰撞作用占优势，而其间介质(气体或液 

体)的影响可忽略不计。一般地说 ，颗粒流的应力 由三部分组成，即 

P— Pr+ Pd+P0， (7) 

式中 P为总应力}Pr为摩擦应力 l 为弥散应力 lR为碰撞应力。 

是颗粒在随机运动过程中的位置交换而引起动量传递所产生的应力。其称谓近 

于 Bagnold所定义的离散应力，但含义不同[离散应力相应于式(7)中的 ]．这三个应力 

随流动条件不同而相互消长。对极慢速高浓度颗粒流来说，Pr占主导地位 ， 与 Pc可咯 

而不计 对快速颗粒流来说，情况则相反 在快速颗粒流流动条件下， 与 Pt的消长主 

要视颗粒浓度不同而定。有研究成果 表明，颗粒浓度较低 ( ≤ 0．04)者，Pd占优势 ， 

可忽略不计}颗粒浓度较高(c≥ 0．35)者，情况则相反 }0．0d< c<0．35者， 与 的 

影响有 同样的量级。 

至于三个应力的具体表达式，在颗粒流研究中已有许多理论和试验成果 在简单剪 

切颗粒流流动条件下，摩擦切应力‰ 和摩擦正应力 P 可表达为“ 

～ P 一 P￡ sin ， (8) 

P =Yo／( 一 c)。， (9) 

以上两式中 Fo，”为常数}其余变量符号的含义同前。颗粒的 和 P口可把颗粒运动与 

稠密气体分子运动相比拟后得出 ．其中碰撞应力 的表达式与式(2)相似，即 

=^ (P，c，￡) D ( ／如 )。， (1 0) 

式 中 ^( ， ，e)是颗粒体积浓度 c、弹性恢复系数 e和表面摩擦系数 e的函数 。前述 

Bagnold试验所拟的颗粒惯性区内的流动属快速剪切颗粒流流动，其试验结果式(2，3)相 

应于式(1 0)中分别取 ， 0， ，￡)= cos ，， “， ，￡)一曲 sin 的情况 

如果撇开颗粒流中的摩擦作甩和弥散作用不谈 ，则颗粒流应力(碰撞应力)与膨胀体 

模型中的应力应变关系相一致。那么为什么不把颗粒流模型归属于膨胀体模型中 ，而当 

作泥石流的单独模型?原因在于 ：颗粒流描述已有系统的理论基础，它不但能 流变试验 

确定颗粒流流变关系，而且能用理论分析、计算机模拟得出十分满意的结果，近1 0年来的 

颗粒流研究进展。 就是一倒。这样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 。此外，颗粒流模型包含有比膨 

胀体模型更丰富的内容 

(Ii)两 相 流 模 型 

泥石流体内液相与固相、固相颗粒间的相互作用相当复杂，由此建立流动模型较为困 

难 。但是泥石流体呈现的某些鲜明特性，有助于合理模化这种相互作用。倒如 ，泥石流体 

内部允细颗粒能同水混合或结合成似均质浆体 水和细颗粒在运动过程中不会分离 ，甚 

至在静止状态下分离还很慢 所以可把泥石流按两相流模化：水与细颗粒结合成的浆体 

为液相 ，而粗颗粒沙和石块为固相。由此泥石流体内的作用力就可简化为固相与液相、固 

相颗粒间的作用力。 

组成液相与固相的临界颗粒粒径界限，应根据泥石流运动机理和液相组成机理来分 

析 ．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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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J， (11) 

。≤ hU．， (12) 

D≤ f ( — )g， (13) 

以上三式中 。为颗粒沉速 IDo为颗粒极限粒径·d为泥石流(沟床)比降；￡，为泥石流平均 

流速·U．为泥石流摩阻速度， 为液相屈服应力 Ig为重力加速度 ； ， 分别为颗粒密度和 

液相 密度 ；ko， -分别为常数 ，取值范围： 一0．25一1．00，h=l0—20．组成液相的最大颗粒 

粒径，取计算结果的最大值。 

两相流模型的特点是：1．把内部相互作用复杂的泥石流体分为液固两相 ·2．各 自分别 

有一组运动方程，而液固两相之间用相间作用力相耦合来描述。泥石流的这种模化便于 

考虑流动的微观结构。 

两相流基本方程较为复杂 ，因而过去较少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今后随着泥石流研究 

的深化及实际需要，必将广泛应用两相流模型。 

如前所述，宾汉体模型用于泥石流体的可靠性存在有问题。如果用两相流模型，则这 
一 问题可望获得合理的解决 。例如，把剔除的粗颗粒当作固相 ，而把浆体当作液相，那么 

试验测量的泥石流浆体的流变参数即可用作液相 的特性参数。 

(六)各 种 模 型 简 评 

上述各种模型中，前三种模型(属非牛顿体)已在泥石流研究实践中广为应用。尤其 

宾汉体模型和膨胀体模型的流变关系形式简单，是研究泥石流运动机理的主要模型。这 

两种模型的差别较大，适用情况不同。对泥石流的物质组成和流动特性分析结果表明，宾 

汉体模型适用于粘性细颗粒泥石流(或称泥流)。膨胀体模型较适用于无粘粗颗粒泥石流 

(或 称水石 流)。 

然而 Takahashi“ 认为，膨胀体模型优于宾汉体模型，而且并不局限于无粘粗颗粒泥石 

流，这意味着对粘性细颗粒泥石流也适用。在我国学者中普遍采用宾汉体模型，不仅用这 
一 模型描述粘性细颗粒泥石流 ，且对包含较粗颗粒的泥石流也近似采用之 ，并认为膨胀体 

模型其适用于无粘粗颗粒泥石流 。这样就产生这两种模型以哪个为优的争论。粘塑体模 

型就是在这个争论中 由 Chert 提出的，意在解决宾汉体模型和膨 胀体模型应用的局限 

性。在 Chert的粘塑体模型中，取 一1， 一2的结果分别相应于宾汉体模型和膨胀体模型。 

但是Chen的这种改进是有限的， =l与 一2的结果相差并不大。由此间接说明：用这三 

种模型中的哪个来模化泥石流并不重要，它们属流变学方法的同一类模型 。应用中的关键 

是如何通过流变试验来确定出相应于每一种模型的流变参数。 

目前颗粒流模型和两相流模型在泥石流研究中还用得较少 。用颗粒流模型来模化快 

速无牯粗颗粒泥石流 比较合适 。用两相流模型来描述泥石流流动时，几乎不受条件限制。 

颗粒流也可视为一种颗粒碰撞作用占优势的特殊的固液(或气)两相流。因而颗粒流模型 

可作为一种极端情况，包括在两相流模型之中。在这种意义上，宾汉体模型、膨胀体模型 

和粘塑体模型都能作为特例，从两相流模型中给出。但由于两相流模型比较复杂，而难以 

用来解决泥石流问题；其他模型由于其简单性，而具有与两相流模型同样重要的地位 ，并 

必将在泥石流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因此上述讨论中把五种模型并列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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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粘泥石流的适用模型 

以颗粒碰撞作用为主的无粘泥石流，宜用颗粒流模型来描述。颗粒流总应 力分量 

． 

。

P,j— Ij0 。jT P￡。" (1d) 

式中 P”为总应力分量 #Ptl，为摩擦应力分量 ； ”为弥散应 力分量； 为碰撞应力分 

量 

、 在二维简单剪切颗粒流流动条件下，如果不考虑弥散应力．刚 

一 P + ⋯  (1 5) 

^ 一P +只 ， (1 6) 

以上两式中 P 为总切应力；P 为摩擦切应力；Pc。 为碰撞切应力；P 为总正应力#P 

为摩擦正应力；Pc 为碰撞正应力。 

根据 Savage。 及 ．,lhonson等“ 的分析结果，得 

Pr — p sin ， (1 7) 

PI 一 ， (18) 

以上两式中 P为正压力； 为内摩擦角。 两者均与颗粒浓度有关。 关于颗粒碰撞应力， 

王光谦等 将颗粒运动与稠密气体分子运动相比拟后 ，得 
‘ 

‰ ： 【 + J胁 cd U 
，  

一  c 【 + 冉 。⋯d U 
一  (1+e)户 舢 (等) 一号(1+e))pCgo ． (20) 

以上两式中 V为颗粒脉动速度均方根，由它决定颗粒流温度T， 一去V2 C为颗粒 

体积浓度 一 C为颗粒流密度；如( )为颗粒半径分布函数 ．可用 Canahan等 ”的结果 

。 一 + + ； 

参数 ‘ 

— D』 
dy
l ； (22) 

其余变量符号的含义同前。 

在简单剪切颗粒流流动条件下，建立坐标系，以使 x表示流动方向，其与水平面的夹 

角为 ；y垂直于 x而向上。于是颗粒流的动量方程可简化为 

P'r=Pr~+ 一 s n + c e √导【 + √ pC goV D(d~ v 
一 sin 0l P dy— gH sin 0l p ， (23)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山 地 研 究 10学 

一 一P + ： +詈(1+e)一 骱 一 c。s口』 町一 Ⅳc ， 
(21) 

以上两式中 Ⅳ为颗粒流流深；‘一 ／Ⅳ．即颗粒流相对流深； 为某处的颗粒流深度：其余 

变量符号的含义同前。 

总切应力P 与总正应力 之比为 

一 ⋯  址 !： ‘ 
‘ 

-

I-—} (1+e) 0 

令摩擦正应力 P 与碰撞正应力 之 

比为 r，则 

一  。 ’ 

式(26)代入式(25)后，得 

√ + √警j 一 
， 

sln 

tan 0 

(27) 

积分 后 ，得 

rl『 J
． 

dy— ( 一 )一 ‘ 一‘)· V ／(D UmIH) 

r28) 图 I 无粘颗粒流晾动速度均方值的分布 

式中 p为 --H 区问的颗粒平均密度。结 ’ Di ⋯ 州“～h。 洲 

台式(23．24，26，28)有 m 儿u “ 

：  胁 + c √导【-+i √警j pC cjoVD d U 
= g ，‘ f～ )sLn n， (29) 

P， 一(1+r)告 (1+e)p C Dv 一 (H-- )cos 0． (30) 

由 式 (30)得 

所以 

! ! 二 !竺 1 
2(14- )(卜一e) c 。 

在 一 处，颗粒脉动速度均方值 

罨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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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r P f 1一‘ 
西一 — I 

通常颗粒流的浓度较高，流动较快 ，摩擦作用就很小。于是快速颗粒流近似地有 

r一0． 一一忐 一 

即 

(33) 

(3曲 

图 2 流 速 分 布 计 算 与 实 测 的 比 较 

F 2 corn0arisons the~alcu Ted re lts and measu,ed data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由式(25)得 

dU
一 号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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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 吾J詈等 诅n (36) 百百 。 

对颗粒脉动速度均方根 的严密求解需从脂量方程出发，而这往往是十分困难 的。 

就所讨论的情况而言， 一般符合图 1所示的分布(图中 U 为表面最大流速 ，其余各变 

量符号的含义同前)。 、 

这类分布的常用表达式为 

= ( ( 1 )． J＼一 ／’ (37) 
值得注意的是， 的最大值大致出现在告=专处。因而式(37)中的 值一般取0． 5{无 

粘颗粒流的 a近似于1． 

将式(37)及 口， 值代入式(36)并积分经整理后，便得 

u
= (2- )， (38) 

式中 为表面最大流速。 

为验证式(38)，搜集了些无粘泥石流(或颗粒 流)流速的实测资料“ ．由图 2可 

见，用式 (38)所作的计算结果与参考文献[4，13—15]中的实测资料符合得令人满意。 

综上所述，可归纳出如下两点： 

1．泥石流的基本模型有宾汉体模型、膨胀体模型、粘塑体模型、颗粒流模型及两相流 

模型。这些模型在描述不同类型的泥石流时各有优缺点。为便于对泥石流作一般描述， 

应采用两相流模型 ，其余各种模型均可包含其中。 

2．以颗粒碰撞作用为主的无粘泥石流，宜用颗粒流模型来描述。从理论上讲 ，颗粒流 

模型具有更深刻的力学机理 }流速分布的计算结果与实测资料 比较后可见 ，这种模型[式 

(38)]比以往的公式更确切．且符合的资料范围更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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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NULAR FLOW  M ODEL FOR DEBRIS FL0W  

W ang Guangqian 

( ，0 " ，~inose Academg Sciences) 

Ni Jinren 

(9etartrne~ 盯 r＆ 日 t Ⅷ“ 枷 Science，髓 s越 ) 

Zhang Jun Kang Zhicheng 

(Do~chuan Deb~i．见 ∞ 鲫’i皿 and 鲫  ,Station， 螂e 。 缸帅 c圳 。踏) 

Al~tract 
．  

} 

Great achievements in recent studies of granular flows make it possible to develop a Hew 

debris flow mode1．i．e．，the granular flow mod el for debris flow．The granular flow with a promi— 

nent coll~ional action among particles is a special solid—liquid(or gas)two—phase flow ．in which 

the total stress is composed of the dispersive stress．frictional stress and collisional stre~ ．W hen the 

particle concentration is high the dispe rsive stress may be ne gIcoted，and thus the colHsional stress 

be comes the principal one for the rapid granular flow．The granular flow mod el is suitable for the 

eohesionless debris flow or,the water-rock flow ，in which the 1Atle effect of liquid fluid exists． 

Besides th e new developed granular flow model，the Bingham fluid mod e1．dilatant fluid 

model and viseoplastic fluid mod el are usually used to describe debris flows．In fact，each of the 

mentioned  mod el is applicable only to a certain type  of debris flow and thus should be co nsidered  

as a spe cia1 case of a two—phase flow mod e1．In other words．the two phase flow mod el is more 

reasonable than others since be th cJ!iasional actions among particles and the liquid fluid effects o／1 

pa rticles are considered simultaneously．]~eause of tomp1exity，the two—phase flow model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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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difficult to bc used to SOlVe the acttta1 prob】eros 0f debrjs flow in the ordinary case．Thefe— 

fore，the separate m odels m entioned above have still found wide applications for its sim plicity，cs- 

pccia!ly for the granular flow mode l which is constructed on a refined theory．From the granular 

flow mode1，th e mechanism of cohesionle,ss dcbr~ flow js inve gated．Agreement between the 

measured and theoretical rcsullx such as the vertica 1 velocity distribution ghow$that the present 

modeI js reasonable． 

Key words debris flow ，granular flow ，model 

一 次国际泥石流防治学术盛会 

1991年泥石流及洪水灾害防御国际学术讨论会暨第三次全国泥石流学术讨论会，在当年iO月14日于 

四川省峨眉山市西南交通大学峨眉分校科技交流中心开幕。与会者共129人(其中国外学者1B人)。会议 

经过三天的学术交流和讨论 二天工程参观后，取得了圆满成功。 

会议由中国铁道学会、国际泥抄培训研究中心，铁道部科学研究院和成都铁路局联合主办，并得到国 

家 自然科学基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对外经济贸易部国际交流中心，部分铁路的局、院校 支持。铁道 

部总工程师沈之介．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虞文高到会致词．铁道部原副部长廖诗权也出席了会议。 

会议编印了汉英文《泥石流及洪水灾害防御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各一套两册 

(即 A卷泥石流 ．B卷洪水)。英文《文集》由中国地震出版社 出版。《文集 卷泥石流收录 了主报告 3篇 

和论文 61篇。38位泥石流学者在会上宣读了论文．并开展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这次会议泥石流论文中最多的是泥石流运动机理 的论文 ．占论文总数的 1／3，内容涉及流变力学 ，运 

动力学 的试验研 究，模拟理论的探讨 。其中有 8篇论文提 出了泥石流力学模型和求解运动建度的方法及 

表达式-有 5篇论文讨论了水抄两相体的流变特性厦测试方法，以厦含粗颗粒泥浆体或泥石流总咎的流 
变特性和参数问题 。意大利 A．Armanini教授对不同力学特性的泥石流体的模拟相似条件作 了全面论 

述 日本大同淳之教授系统介绍了日车在运动力学研究方面的进展与成果 。泥石流工程防治的论文亦较 

多，约占论文总数 的 I／4．介绍 了我国较成功的几种泥石流工程 防治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 。泥石流软防治 

方面交流了预报方法，嶂缶界雨量值制定、遥感技术在泥石流调查评估中的应用等经验与成果。美国K·M· 

Scott博士的用沉积学、古水文学方法来分析评估古泥石流活动规模在会上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会议以专门列车组织与缶者参观考察了成昆铁路峨眉一西昌段及其泥石流防治工程。 

会议还组织参观了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研究所泥石流试验室，并展出了泥石流及洪水灾害防御的 

图片资料，放映了泥石流录像片。它们生动地介绍了我国的灾情和已取得的防灾减灾成就． 

与会中外代表对会议议程中各项活动内容普遍具有浓厚兴趣。美国地质调查局K．M、Scott博士、H· 

E．Jot：eon博士与意大利特伦特大学 A、Arrnanini教授都认为．会议开得很成功-交流了一些报有学术意义 

的论文．讨论得也较深入。中国成昆铁路工程以及泥石流防治工程都给国外学者留下了探刻的印象·他 

们符颂工程的艰 巨与成功 。国内知名学者华国祥教授 、朱鹏程高级工 程师也认为·会议的确 反映了我国 

泥石流防治学科的研究水平 ，展示了自第二次全国泥石流学术讨 论会以来的发展与进步。根多论文具 有 

自己的新见解，从理论上或力学机理上分析了泥石流运动现象。 

会议期间经部分长期从事泥石流 防治与研 究工作的单位代表交谈磋商后．建议第四次全 国泥石流学 

术讨论会由甘肃省蒲坡泥石疏研究会筹办．该会欣然接受了此项建议，并表示立即积极筹力，以期在三 

年后召开。 

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西南研究所 沈寿长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