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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流的阵性波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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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描述了在云南东川蒋家沟观测到的在粘性泥石流运动过程中的铺床作用，阵次交替的波状运动，以及 

相关的波的分化、叠加等现象。然后具体分析了阵性波不同部分的速度分布特征，给出了泥石流龙身部分的速度 

剖面示意图，并提出龙头是以滚动方式在残留层上运动的。两者间存在物质循环流动。由实测数据推算的波速表 

明阵性波是一种急流。最后从波的空间形态和传播速度的角度将泥石流的波状运动分为缓波、滚动短波和滚动长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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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界中泥石流常常以阵性波状的形式运 

动。Piers()n【lJ在Thomas山观察到泥石流在沟道里 

以一阵一阵的形式运动，在运动过程中生成了许多 

直立波(standing wave)。我国从 20世纪 60年代中 

期就开始进行泥石流的野外定位观测研究，对泥石 

流阵性运动的整个过程和运动的特征都有比较具体 

的记述。如杜榕桓、康志成等 2观察到不同类型的 

泥石流有不同的波动特征。李械 3根据野外的观 

测认为泥石流流动中的最突出特点是不连续的阵性 

流，即阵与阵之间出现完全断流的现象；而每一阵泥 

石流恰似充满整个沟床的巨大的洪水波，可称其为 

波状流。还有吴积善等L4J在对蒋家沟泥石流观察 

的基础上认为阵性运动也是其他粘性泥石流沟泥石 

流运动的主要形式。这些文献将这种泥石流运动中 

比较独特的现象归结为一些直观简单的原因。比如 

泥石流物质补给的不连续，泥石流起动的间歇性，沟 

槽底面地形的复杂性，沟床的展宽和流体沿程的粘 

附作用等。但是，近些年来人们开始从流体表面重 

力波的角度来研究泥流、高含沙水流、泥石流和颗粒 

流等非牛顿流体运动中出现的波动现象。如Chiu— 

On Ng和Chiang C．Mei 对流变指数<1的薄层 

泥流中产生的滚波(roll wave)进行的理论上的分 

析。他们发现只有波长大于某一长度的滚波才能导 

致能量的损失，因而才是实际可能的。Yu．A． 

Berezin等 6对流变指数>1的浅层非牛顿体的二维 

稳定性做了研究，在考虑表面张力作用的情况下，用 

线性不稳定分析法发现，当小振幅波以低于 2的相 

速度传播时膨胀体的流动是不稳定的，并使用显式 

的迎风差分格式数值分析了在忽略表面张力的情况 

下非线性有限振幅扰动的传播。王兆印等[’]通过 

实验和理论分析研究了非牛顿体明渠不稳定流的机 

理，认为不稳定流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流体具有屈 

服应力。其实验结果和特征线分析表明，阵流波通 

过淤积了一定厚度的非牛顿体的河槽时会发生放大 

或衰减现象。王光谦和倪晋仁 8根据云南东川蒋 

家沟野外观测和模拟实验的结果，将自然界的波状 

泥石流分为定床缓波、动床缓波、定床陡波及动床陡 

坡四种类型，并基于浅水波方程分析了运动速度和 

形状保持不变的波状泥石流波面形态，并且对速度 

和波形发生变化的情形用特征线方法做了相应计 

算。 

本文在详细描述以蒋家沟为代表的粘性泥石流 

通过事先的铺床作用而发生在沟道里的龙头 一龙 

尾，阵次交替的阵性波状运动现象，以及相关的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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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叠加等现象的基础上，分析了阵性波的速度剖 

面，提出了波前端的运动方式，并根据形态和传播速 

度来对泥石流的波状运动进行分类。 

1 研究区域 

蒋家沟位于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位于金沙江 
一 级支流小江的右岸，流域面积 48．6 km2，主沟长 

13．9 km，是一条典型的暴雨泥石流沟。流域内支 

沟主要有门前沟、多照沟、大凹子沟和查箐沟[9]9。 

这些支沟年年都有泥石流发生，但是每条沟的泥石 

流的性质、流态和组成物质都各不相同。门前沟和 

多照沟暴发典型的粘性泥石流，每年雨季(5～10 

月)可以发生10至20余次。这些泥石流绝大部分 

是以阵性运动为主的，表现出强烈的波动性。如 

1991年有记录的泥石流22场，每场都是以阵性流 

为主。其中 1991—08—14 09：30暴发的一场泥石 

流即达到224阵次，共历时10 h。其中阵性流所占 

约为5．5 h，共历时2．12 h，间歇期达到 3．38 h，最 

大流量为 634．4 m3／s，输沙总量为 513 297 m3／so 

而连续流占到4．5 h，其最大流量为仅 37．9 m3／s， 

输沙总量为28 718 m3／s(资料来源：中科院东川泥 

石流观测站，简称东川站)。 

2 泥石流阵性波的运动现象和特征 

2．1 泥石流阵性波的运动现象 

1999—07—24 15：30作者现场观察了在蒋家 

沟暴发的一次中等规模的泥石流。当时下游天气晴 

朗，没有降雨过程。雨水集中在上游，历时短。所以 

该场泥石流一开始就是重度非常高的粘性泥石流。 

首先是铺床过程：泥石流来势凶猛，速度达到 10 m／ 

s，但是当龙头到达坡降较小的流通段时，粗糙干硬 

的沟床底面对泥石流的粘附力和摩擦阻力远超过重 

力沿坡面的分力。所以泥石流越流越慢，越流越薄， 

直至全部泥石流停止。这个过程非常短，大约只有 

10 S的时间。整个铺积层前缘为 10--20 cm。每一 

阵向下游延伸 50--100 m，一波一波向前推进 ，只要 

泥石流有足够的规模就可以一直贯通到人小江的沟 

口。现场还观察到残留层的厚度在每阵泥石流过后 

基本保持不变。这说明泥石流既要从残留层卷走部 

分物质，也要随即补充部分物质。 

表 1 1999—07—24泥石流中阵性流和连续流的对比 

Table 1 The cont_ra~between surge and continuousflowofdebrisflowson July24，1999 

铺床的结果是粗糙不平的沟床被抹平，沟床变 

成铺有一定厚度泥石流的浆床。这部分留在沟床的 

泥石流称作残留层。残留层的形成不仅增加了泥石 

流运动时的流深，而且降低了泥石流所受到的运动 

阻力。这是因为：1，位于运动的泥石流和底床之间 

的残留层使得流体运动中的无滑移条件得到自然满 

足；2，流体与流体之间的剪切作用弱于流体与固体 

间的粘附作用和固体颗粒之间的摩擦作用，残留层 

具有一定的润滑作用；3，残留层的固相部分具有一 

定的承载作用。所以铺床过程使得后续的泥石流能 

够保持一定的速度和形状，在有残留层的沟道里做 

阵性波状运动。 

单个阵性波有长有短，长的达100多m，短的只 

有 10--20 m，明显可分为3个部分：波的前端、中部 

和尾端，即龙头、龙身和龙尾。在运动过程中，龙头 

表现为多股流体翻滚交错，中间较高的部分泥浆飞 

溅，速度极快。而比较薄的两边呈裙边状在残留层 

上爬行(图1)0如果没有山壁、大石块的阻碍，泥石 

流的运动路线将近似为一条直线。当运动到弯道 

时，龙头直接撞击岸壁，泥浪翻滚，随即偏折一定角 

度又继续向前运动。在整体上看起来龙头的形状和 

舌头相似。舌尖部分较厚，速度也最快。这种形状 

可能反映了某种近似抛物线的流速分布，和二维渠 

道内的Poiseuille流动的速度剖面非常相似。有一 

点值得注意的是龙头前面原有淤积的泥石流浆体似 

乎是静止不动的。这和一般的浅水波显著不同。因 

为实际中可以观察到浅水波前面的水体会起皱。紧 

跟龙头之后的是流面平稳的龙身，往往有大石块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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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在表面。龙身和龙尾较平静，并没有明显的上下 

和左右物质交换。这可以从现场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得到证实：从查箐沟流入主沟道的清水，当泥石流来 

临时被龙身埋在里头。泥石流过后清水又会从泥石 

流浆体中冒出。所以泥石流龙身的运动应该是整体 

性的结构运动．或者是内部流线平行的层状运动 

脉动、涡动和环流应该只出现在龙头部分。当龙身 

过后的尾流运动停止后．两侧流体会向略微凹陷的 

中部回落。有时候淘床表面的浆体也会发生一定的 

波状起伏，产生向上游的回溯运动，但是波动很快就 

平静下来。 

(注意图中龙头前面的残留层泥面是不动的 

(Themud surface befccethetront ot lr is stil1)) 

图l 阵性波的龙头 

F ．1 "Fr,efrontol sm-ge 

当泥面比较宽，而沟床横断面的地形有起伏时， 

龙头会分成两个小龙头，尔后又在沟道变窄处汇合。 

这种波的分化叠合的现象在2001—07—08发生的 

另一场泥石流中表现得更为有趣(图2)。该场泥石 

流的后期在800多m的掏段内同时出现5个龙头。 

前2个龙头之间的距离是越拉越太，后2个之间则 

逐渐变小。过东川站观测的上断面约 120 m处时， 

第4个龙头突然加速与第3个龙头叠合。但是与普 

通波的叠加不同，2个龙头重合后不分离，而是生成 
一 个高度和速度都增大许多的大龙头向前运动。在 

泥石流快要结束的时候，阵性流更为频繁，龙头变低 

变窄．密度逐步降低(由2．0 t／m3降为1．7 t／m3)， 

性质趋于一般的高含沙水流，浆体中搬运的物质也 

逐渐减少，冲蚀能力却得到增强。不仅残留层的大 

部分物质被带走，而且主流线附近原有的沟床底面 

被刷深 10--20 cn'l。在运动的过程中开始也出现阵 

性波，但波峰低矮(一般为20--50—t)，表面波纹纵 

横，也没有泥浆飞溅。波与波之间一般先不发生断 

流，最后才过渡到分不清阵次的稀性连续泥石流。 

(图中第一阵已经分为两个龙头，第三阵将要和第二阵叠加 

(Thefirst s雌 inthe pict~-eis dividingintotwo 

SUrl~S andthethirdwill catch upwiththe seoond．)) 

图2 阵性波的分化和叠加 

Fig．2 Separation and sl| 0s Df surges 

2．2 阵性波成因分析 

根据野外的观察及相关的研究资料，可以认为 

泥石流的这种波状运动不能完全归究为上游物质供 

给的不连续，抑或运动区段地形的复杂性。因为：其 
一

，并不是所有的泥石流都会发生这种现象，如浑水 

沟粘性泥石流的运动就表现为连续性流动L10 J。其 

发生的全过程与一般山区沟道的洪水过程相似，具 

有连续的流量过程线。泥石流的前峰也不是像蒋家 

沟阵性流那样的龙头，其高仅为2O～30 CYI't，流量为 

2 ／s左右，是泥石流推涌沟水使其叠加而造成 

的；其二，不是在泥石流的整个运动过程中自始至终 

都出现波状阵性运动，一般在开始和行将结束阶段 

为连续运动，没有间歇性和波动性；其三，泥石流波 

状运动的保持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如沟道必须具 

有一定的倾斜坡度以及一定厚度的镭垫层；其四，这 

种运动并不仅为泥石流所独有，尽管从现象上来看 

可能比较独特。比如黄河及其支流发生的高含沙水 

流的不稳定流现象。当含沙量超过某一极限值以 

后，在洪峰忽然降落、流速迅速碱小的情况下。有时 

整个水流已不能保持流动状态，而是就地停滞不前， 

出现浆河现象。这时不稳定流继续发展，可能形成 

间歇流．一个阵流渡过去后．整个河宽的浆液都停滞 

不动。下一阵流波到来，再流动一下，然后叉形成浆 

河。这种规则的波动应该和流体的内在不稳定性有 

关[1ll。 

3 阵性波的速度剖面分析 

阵性波的速度分布在不同的部位各不相同。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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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前端处在高速运动的状态，其底面和残留层的 

表面间存在一个速度的间断。这种间断使得两者间 

存在部分的物质和能量交换。同时又加上龙头含有 

大量的石块，所以速度分布非常不规则，存在不同尺 

度的脉动、涡流和环流，表现为极端紊乱的湍流。当 

过渡到龙头后端、龙身部分时，原有的速度间断已经 

被抹平，整个速度沿垂向的分布连续。从原 底 

面到残留层为速度渐变带，速度从零过渡到近于龙 

身的表面流速。整个剖面速度变幅很大，如在黑沙 

河表面流速一般为0．5～5．0 m／s，而在蒋家沟则可 

高达 15 m／s。这时速度的剖面可以分成 3个部分 

(图3)：一是固床底面到残留层的缓变区(I)，速度 

平缓变化；二是陡变区(II)，包括残留层表面和运动 

泥石流底面的很薄的一层，速度梯度大；三是塞流区 

(III)，包括运动泥石流的大部分，基本以相同的速 

度运动。这种速度分布使得龙身以准滑动方式在床 

面上整体前进。龙尾一般是龙身过后在残留层上产 

生的尾流。速度不大，靠阵性波的惯性运动。 

图3 龙身部分速度剖面示意图 

．3 Profile of streamwise velocity in the body of surge 

4 龙头的运动方式分析 

在阵性波的3个部分中龙头的运动方式是最值得 

关注的。吴积善等[ ]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由龙头 

顶面流向龙头底床，由底床再到龙尾底床，继而回流到 

表面中泓流体，最后又回到龙头的纵向环流，因而认为 

阵性波具有完全与普通水流不同的环流系统(图4)。 

图4 吴的泥石流龙头环流系统示意图[ 】 

Rg．4 Wu’s circulation flow for the front of surge[ ] 

但是，实际的观测表明龙尾的速度远远小于龙 

头的速度，所以物质不可能从龙尾向龙头补充。又 

根据龙头前面的残留层泥面是静止不动的以及前面 

对速度剖面的分析，可以推断纵向环流应该仅局限 

于龙头，而且这种纵向环流与吴积善所说的纵向环 

流有所不同，它是指龙头以滚动方式与残留层进行 

的物质循环流动。在这种环流方式下可观察到的龙 

头空间形态为一种褶进式的爬行，非常像海浪在沙 

滩上的爬行。整个滚动环流过程可分成 3个阶段 

(图5)：首先因为龙头的表面流速大于底面流速，所 

以龙头的上部被拉伸，形成逆坡，造成部分泥石流体 

悬空；第二步，悬空的物质在重力的作用下降落至残 

留层表面，龙头前部速度变小，同时底面的部分物质 

被揭起补充到泥石流的龙头后部；第三步，落到残留 

层的物质被速度快的龙头后部推挤到后面，填补揭 

去的物质，而龙头的后部变成前部，恢复到最初的状 

态。然后又被拉伸，又有龙头的物质下落、底面的物 

质被卷起。龙头以这种方式运动大大降低了阻力， 

而且单纯依靠重力势能就足以维持阵性波的运动。 

当龙头运动速度较小或床面的粘附力很大时，物质 

只有下落的环节，而没有被循环卷起。这时泥石流 

就表现为铺床过程或者在开阔床面上的停积过程。 

图5 龙头的滚动前进方式 (a．龙头被拉伸；b．龙头下落和揭起) 

-5 The roll way of the front movemetlt(a．the stretched front b．the front isfalling and the remainderof debris flows is involved)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6期 胡凯衡，等：泥石流的阵性波状运动 711 

5 泥石流波状运动的分类 

一 般情况下，对泥石流来说，其质点的运动速度 

大于波的传播速度。根据东川站的一次实测数 

据 9，龙头整体高度为2 m时，流速达到9．5 m／s， 

不计坡度的影响，则Froude数为2．15。比照水力学 

中明渠流的波动理论，Froude数大于 1时流速大于 

波的传播速度(这时的波速 C= gh=4．43 m／s， 

其中g为重力加速度，h为龙头高度)，流动应该为 

急流。因而波动只向下游传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龙头前面的泥浆是静止不动的，泥石流的运动表现 

为阵性。但是阵性波只是泥石流比较常见的一种运 

动方式，实际中还存在其他的运动方式。比如当泥 

石流速度很小时，不仅运动着的泥石流与静止的残 

留层很快就融合，而且波的传播速度也大大超过流 

体质点的前进速度。这时泥石流的运动与水面重力 

波一样，流体质点在原来位置作小振幅振荡(或向前 

移动的速度不大)，而波峰迅速向前推进。这种波动 

往往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蠕动的泥石流体在前 

进过程中，因地形的变化如纵坡变缓、床面展宽或某 

种阻力增大，而使泥石流骤然停止。这时后续泥石 

流可推着已停滞的流体继续向前蠕动，其波形迅速 

地从尾部传播到前缘，而流体质点前进的距离很小； 

二是蠕动状态的泥石流在前进过程中，因某种原因 

导致后边或中间某段流量、流速突然增加，则波形可 

从加大处迅速向前传播。这种波形的传播实际上是 

能量的一种传递。 

根据波的传播速度和泥石流质点运动速度的大 

小关系以及波的空间形态将泥石流的波状运动大致 

分为3类(图6)： 

1．缓波 一 流体质点运动的方向和波的前进方 

向不一致，质点只作小振幅的振荡。波的传播速度 

大于质点的运动速度。残留层和运动的泥石流融为 
一 体，不存在物质的交换。缓波可以向上游和下游 

两个方向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能量逐渐耗散，波峰 

逐渐变小，很快就会消失。 

2．滚动短波一 滚动短波不仅运动速度比缓波 

大得多，而且的运动方式截然不同。滚动短波的前 

端是滚动式前进的，而后端流体质点的运动方向和 

波的传播方向一致。并且波形只朝下游一个方向传 

播。滚动短波间虽然流量和流速不连续，但是不断 

流，后一阵的龙头接前一阵的龙尾。一般是大阵夹 

小阵，有时候发生波的叠合。 

3．滚动长波一 也可叫做孤立波。运动方式和 

滚动短波一样，质点的方向和波的传播方向一致，波 

的传播速度大于泥石流体的运动速度。存在明显的 

断流。波长、流速和流深也比滚动短波大。如果地 

形不发生大的变化，可以一直稳定地运动。这种波 

前一个龙头和后一个龙头之间的距离从几十米到上 

千米不等。一般来说龙头大的波间距要大于龙头小 

的。 

／、、＼ ／̂ ＼ ／、 

(a) 

(b) (c) 

图6 3类波的示意图 (a．缓波；b．滚动短波；C．滚动长波) 

Fig．6 Threeforms ofwavemovement 

(a．subcriticalwave；b．short rollwave；C．1ong rollwave) 

滚动短波和滚动长波就是前面所说的阵性波， 

但是因为滚动短波不断流，所以在实际中观测中容 

易误认为是连续流。 

6 结论 

本文从波动理论的角度对野外的现场观测到的 

泥石流阵性运动现象以及速度分布进行了详细的描 

述和具体的分析，并根据阵性波不同部分的速度分 

布特征以及与残留层的关系，提出了龙头是以滚动 

方式在残留层上运动，同时两者间存在物质循环流 

动。最后我们认为阵性波是一种急流，其质点的运 

动速度大于波本身的传播速度，并根据波的传播速 

度和泥石流质点运动速度的大小关系以及波的空间 

形态，将泥石流的波状运动大致分为 3类。当然对 

泥石流阵性波状运动的深入研究还需要建立其运动 

微分方程组，使用计算流体力学的方法并结合具体 

的室内实验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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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Debris-flow Surge 

FlU Kaiheng ．一，WEI Fangqiang ，LI Yong ，CUI Peng 

(1．InstituteofMountainHazards andEnvironment．CAS，a} “610041，China； 

2．State KeyLaboratoryfor Turbulence and Complex Systems．Beijing University，Beijing 1~871．China) 

Abstract：Debris Flows in nature，for example in Jiangjia Valley，were often observed moving in form of surge 

which is considered as a kind of wave in this paper．At the beginning，surges smooth rough bed and produce a 

residual layer up on which sub sequent surges move without loss of material and with high velocity．Separation 

and superposition of the surges also occur in the event．The velocity distribution in different parts of surge is dis— 

cussed and the velocity profile in the body of surg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zones．Based on velocity distribution 

and the fact that mud surface of the residual layer keeps still be~re the front of surge reaches we propose that 

there is a circulation flow between the front of surge and the residual layer．The two would exchange ma terial： 

the front is falling and the rema inder is involved ．Estima ted wave velocity from measured data indieates that the 

surge is a supercritical flow which only propagates toward downstream．Finally the wave moments of debris 

flows are classified into subcritieal wave，short roll wave and long roll wave according to their spatial shape and 

propagation velocity．The last two are just that so-called surge． 

Key words：debris flow；surge in debris flows ；front of surge；roll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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