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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流固两相混合物连续介质理论研究了土2结构物耦合体系的动力响应, 采用有限元

方法计算了建筑物基础体系受地震波激励的响应问题. 给出了随时间变化的变形图和孔隙水

压力等值线分布图、某节点位移和某单元剪应力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本项研究加深了对多孔

介质耦合性状的认识, 本文所提供的方法能有效地应用于从缓慢的准静态到很快的地震激励

这样相当广泛的荷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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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许多工程问题中, 特别是涉及到土体液化、土2结构相关作用时, 预言地震、波浪等

动力荷载作用下结构物和土体的动力性状是十分重要的. 由于土的力学性质十分复杂, 特

别是存在水2土两相介质耦合的情况, 要解决这个问题更显得十分困难. 所以, 近10年来,

地震荷载作用下结构物2水土两相介质的相互作用问题特别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重视.

人造结构物, 如水坝、挡土墙、建筑物等都是建在多孔地质材料基础上的. 而地质材

料是由固体骨架与颗粒之间的空隙所组成的. 孔隙中部分或全部充满了孔隙水. 此时, 整

个孔隙介质的变形不仅决定于各相的变形, 而且还决定于各相之间的相互耦合作用. 当外

界扰动作用于部分或完全饱和的地质材料上时, 土骨架与孔隙水中的反力也随之增加, 这

将引起孔隙水压力的变化并导致孔隙水的流动. 孔隙水连续流动, 压力传递到土骨架上,

便会引起土骨架的连续变形. 当孔隙水压力增加得过高时, 往往会导致土骨架的破坏及发

生液化现象.

多年来水土两相介质复杂的耦合性状虽然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 但要获得问题的解

答是十分困难的. 除了某些极为简单的情况, 一般是不能得到解析解的. 一种选择是作经

验的估算. 这不仅要有长期的工程经验, 还须对现场的工程地质特性及历史状况非常了

解. 即使这样, 在设计时由于多种的不确定因素, 往往要采用极高的安全系数才敢应用. 另

一种选择就是采用诸如有限元分析这样的先进技术. 有限元分析能运用于复杂的几何形状、

复杂的边值与初值条件和各种不同类型的材料与各种加载条件, 显示了广泛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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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多孔介质中流固两相耦合性状的研究最早是由B io t (1941, 1956, 1962)所给出的.

尔后, 不少研究者进一步地完善和发展了水土两相介质混合物相互作用的理论, 如Sandhu

和W ilson (1969)、Ghabou ssi 和W ilson (1972) , 以及 Zienk iew icz 和 Sh iom i (1984). 在国

内, 从80年代以来, 围绕水2土两相介质也作了不少的工作 (章根德, 顾小芸, 1990, 1993;

章根德, 1993, 1994).

1 基本方程推导

流体饱和的多孔介质是由土骨架与孔隙流体两部分所组成, 孔隙的体积V v 等于流体

体积V f. 孔隙率可由孔隙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来表示, 即

n =
V v

V v + V s
(1)

式中, V s 为固体体积.

设固体体积的位移分量为 u i ( i= 1, 2, 3) , 则固体骨架的应变可定义为

Εij =
1
2

(u i, j + u j , i) (2)

设流体相对于土骨架的位移为w i ( i= 1, 2, 3) , 则每单位土骨架体积内贮存的流体体积的变

化为

Ν= w i, i (3)

根据B io t 理论 (B io t, 1941, 1956, 1962) , 孔隙弹性介质的本构方程可以表示为

Ρij = C ijk l Εk l + ΑM ∆ij (ΑΕk l∆k l + Ν) (4)

Π= M (Α∆ij Εij + Ν) (5)

式中, Ρij是应力张量分量, Π为孔隙流体压力, 而C ijk l为土骨架的弹性刚度.

C ijk l = 2Λ∆ik ∆j l + Κ∆ij ∆k l (6)

式中, Λ和 Κ为土骨架的L amè常数.

在B io t 理论中, 方程式 (4)和 (5)中的参量 Α与M 分别定义为

Α= 1 -
K
K s

(7)

1
M

=
n

K f
+

Α- n
K s

(8)

上两式中, K 为土骨架的体变模量, K s 和 K f 分别表示为土颗粒与流体的体变模量. 由于土

颗粒的体变模量比土骨架体变模量高很多, 所以式 (7) 中的 Α非常接近于1, 而式 (8) 中的

M ∆ K f

n
. 于是式 (4)成为

Ρ′
ij = Ρij - Π∆ij = C ij k lΕk l (9)

式中, Ρ′
ij就称为有效应力. 式 (9)与 T erzagh i 关于土骨架变形由有效应力所控制的假设是一

致的. 由于变形包括了不同的两相, 所以能导出两个不同的动力平衡方程.

总体平衡方程可表示为

Ρij , j + (1 - n) Θs r i + nΘf r i + (1 - n) Θsu
β

i - nΘf U
β

i = 0 (10)

式中, ri 为每单位质量所受的体积力分量, uβ为土质点加速度, Uβ为流体加速度. 再由D ar2
cy 定律w i= k ij h , j , 流体的稳态条件 h , j = Π, i+ Θf ri- ΘfUβ

i, 最终可以得到表示水土两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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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动力平衡方程

Ρij , j + Θr i - Θuβi - Θfw
β

i = 0 (11)

Π, i + Θf r i - Θf uβi +
1
n

Θfw
β

i + k - 1
ij wα

j = 0 (12)

将式 (2)、 (3)、 (4)、 (5)代入上两式, 可以得到用位移表示的运动方程

[C ij k l u k , l + ΑM (Αu k , k + w k , k ) ∆ij ] , j + Θr i = Θuβi + Θfw
β

i (13)

[M (Αu k , k + w k , k ) ] , i + Θf r i = Θf uβi +
1
n

Θfw
β

i + k - 1wα
j (14)

相应的边界条件为

　　在 S 1i上 　　　　　　　　　　　　　u i (x , t) = uζ i (x , t)　　　　　　　　　　　 (15)

　　在 S 2i上　　　　　　　　Ρi (x , t) = (C ij k l u k , l + ΑΠ∆ij ) n j = Ρζi (x , t) 　　　　　　　　

(16)

　　在 S 3上　　　　　　　　　Π(x , t) = M (Αuk , k + w k , k ) = Πδ(x , t)　　　　　　　　 (17)

　　在 S 4上　　　　　　　　　　　　　w i (x , t) = w
δ

i (x , t)　　　　　　　　　　　 (18)

在R 的边界 S 上, S 1i与 S 2i, S 3与 S 4为互补的子集. 而初始条件为

u (x , 0) = u 0 (x )　uα(x , 0) = uα0 (x )　　w (x , 0) = w 0 (x )　 wα(x , 0) = wα
0 (x ) (19)

2 数值分析

描述结构物2水土两相体系对地震响应的方程式 (11)与 (12) 是非常复杂的, 只有极简单

的情况下才可得到解析解, 所以通常采用数值方法来求解. 两相介质问题的数值解一般都

需要在时间与空间领域内分别求解. 关于时间积分的迭代常采用N ewm ark 方法, 关于空间

领域一般采用有限元方法.

根据虚功原理, 这类问题的有限元方程一般都由变分公式求得. 对任意的虚位移方程

(11)和 (12) , 在所关心的空间内积分为零. 由方程 (11)可给出

∫V
[Ρij , j + Θr i - Θuβi - Θfw

β
i ]∆u idv = 0 (20)

式中, V 为所关心的区域, ∆u i 为虚位移.

同样地, 对方程 (12)应用虚功原理, 可得

∫V
[Π, i + Θf ri - Θf uβi -

Θf

n
wβ

i - k - 1
ij wα

j ]∆w idv = 0 (21)

式中, ∆w i 为w i 的虚位移.

根据 Gau ss 定律并利用相应的边界条件, 经运算最终可得到

[M uu ]{uβ} + [M uw ]{wβ} +∫V
[B u ]T {Ρ}dv = {f u} (22)

[M uw ]{uβ} + [M w w ]{wβ} + [Cw w ]{wα} +∫V
[H w ]T Πdv = {f w } (23)

式中, [M uu ]为固体质量矩阵, [ M w w ]为流体质量矩阵, [ M uw ]为固体与流体的耦合质量矩

阵, [Cw w ]为反映流动性质的矩阵, [B u ]为固体的应变2位移关系, [H w ]为流体的流动梯度

关系, {u}是固体的节点位移矢量, {w }是流体相对于固体的节点位移, {Ρ}是总应力矢量,

Π是孔隙水压力, {f u}与{f w }分别为作用于固体与流体的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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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地, 关于动力问题的有限元方程的未知数是时间的函数, 它们可以通过类似于

N ewm ark 方法那样的时间积分迭代算法来求解. 方程 (22) 和 (23) 就是用N ewm ark 无条件

稳态积分运算来数值求解的.

3 应用举例

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 我们来分析如图1所示的结构物2水土两相介质对地震荷载的动

力响应问题. 这里, 选用了如 Zienk iew icz 和 Sh iom i(1984) 所使用的假想的地基. 如图1所

示, 高75 m、宽75 m 的建筑物放置于高为300 m 的饱和土层之上, 土层下是岩性地基.

图1　结构物2基础相互作用问题的图示　　　　　　　　图2　基底输入的地震波

　　图3　结构物2基础相互作用问题的有限元离散

　　输入地震荷载的波形如图2所示,

最 大 加 速 度 为 0. 16 g (章 根 德,

1994). 地震波是横向剪切波, 由岩性

地基向上传播.

　　上述问题的有限元离散图如图3

所示, 它由129个节点和26个8节点等

参单元组成. 边界条件, 岩性基底可

看成不透水的刚性地基, 而只有横向

地震波传入, 即

u x = u x ( t) , u y = w x = w y = 0

上表面, 远离结构物处可视为自由的, 满足自由面边界条件

{Π} = 0　　　{u}, {w } 自由

左、右两边振动时可看成是对称的, 即

u x左 = u x右　　　uy左 = u y右　　　w x左 = w x右　　　w y左 = w y右

结构物与水土两相介质的材料常数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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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结构物2基础相互作用问题中的材料常数

材料常数　　 土　　 结构物

　　杨氏模量 (E ) 79. 2 M Nõm - 2 1 300×109 Nõm - 2

　　泊桑比 (Χ) 0. 29 0. 3

　　固体密度 (Θs) 2. 66 M gõm - 3 2. 7×106 gõm - 3

　　流体密度 (Θf) 1. 0 M gõm - 3

　　土颗粒体变模量 (k s) 1. 0×1017M Nõm - 2

　　流体体变模量 (kf) 2 250 M Nõm - 2

　　渗透系数 1. 0×10- 4 m ös

　　孔隙比 0. 34

图4　水土两相介质地基变形图
(a) t= 2. 68 s; (b) t= 124 s

　　计算时步长在计算中是变化的, 如表2

所示, 总的分析计算时间为600 s.

表2　结构物2基础问题分析中所用的时间步长

时间步长ös 起止时间ös

0. 02 [ 0, 4 ]

0. 5 (4, 54 ]

5 (54, 600 ]

　　图4给出了不同时间水土两相介质地基的变形图. 图4a 所示的是 t= 2. 68 s 时的变形

图, 图4b 所示的是 t= 124 s 时的变形图. 孔隙水压力分布的等值线如图5所示. 图5a 与图

5b 所对应的时间分别为地震波入射后 t= 0. 2 s 与 t= 124 s. 在结构物与基础相接触的边缘

附近出现较高的孔隙水压力的分布. 这是由于水平地震波入射引起结构物左右摆动, 引起

局部区域孔隙水异常流动, 导致孔隙水压力高度集中. 在地震波停止后相当长时间内, 如

图5b 所示 ( t= 124 s 相当于地震激震时间的20倍之后) , 较高的孔隙水压力仍不消散.

图5　地基中孔隙水压力分布

(a) t= 0. 2 s; (b) t= 124 s

　　图6给出了结构物正下方地基中编号为77节点的位移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图7所示的是

结构物下方地基中编号为12单元剪应力随时间变化的曲线. 地震停止后, 随着时间的增长,

地震的影响逐渐减小, 位移趋于恢复, 应力趋于消散.

4 结论

在许多实际工程问题中, 岩土介质总是部分或全部地浸润于水中. 当岩土介质为水饱

和时, 就可以称为水2土两相介质体系. 建立在B io t 理论基础上水2土两相介质的基本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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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很好地描述水2土两相介质的各种响应问题: 从动力响应、固结问题 (去掉方程中的加速

度项)、静力平衡 (去掉与时间相关项)以及干材料性状的模拟 (忽略流体孔隙压) 等. 本文所

给出的基本方程组能相当广泛地使用于解决地质材料2结构物的相互作用问题.

图6　节点77的位移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7　单元12的剪应力随时间变化曲线

　　本文所作的结构物2水土两相介质平面应变问题有限元计算的结果表明, 在地震波停

止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约为地震波作用时间的数百倍) , 孔隙水压力分布的高度集中

现象并不会很快消散. 过高的孔隙水压力往往会引起非凝聚土的液化 (Zienk iew icz, Sh io2
m i, 1984) , 常常是许多重大工程问题的基础设计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而常规工程设计方法

又很难对非凝聚土地基的液化问题作出科学解答. 所以, 发展水2土两相介质理论及其有限

元分析的计算方法, 对大型工程项目地基设计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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