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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底地质灾害情况提供参考 ， 考察 自 然和人 为灾害情况 1 武汉理工大学能源与动 力工程学院 ， 武汉 4 3 0 0 6 3

下
，
水合物 甲烷泄露可 能 引起 的环境影 响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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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ｈｈｕ ． ｅｄｕ ． ｃｎ将含吸附 水颗粒摩擦 荷 电模型应用于 尘卷风流场气

固两相流的模拟 ，
考虑温差 、 地面粗糙度 、 环境涡量对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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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农林大学 暨阳 学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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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粒子流体动 力 学 方法 的非 牛顿流体动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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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用 多重蒙特卡罗 方法模拟在亚微米颗粒 中 痕量Ｓｆ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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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元素在灰霾颗粒 中分布规律 ， 并讨论 了不 同 初始分布科子 ｋ 山 地 火 ｆ —ｒ
与 地表过 重 头 验Ａ 成都

对重金 属物质分布 的影 响 ． 模拟发现连续区布 朗 凝并机理
丨 丨 如 士 独 丨 灿 …由 ＃挪

下
，
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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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时 间演化后 重金属 物质在各灰霾臟类 中 Ｗ＝ 科子 ＆水 利 部成都 山 地火害与环 境研九阮 成 都

质量 百分比满足幕律模型 ， 而 与所给的初始
丨＾科学 院 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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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雛王大学 土木建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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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光滑粒子流体动 力 学 方法对动床情况下 的溃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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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0 1 3 5问 题进行 了分 析

，
将坝后 流体和 底床物质分 别看作 2 种 非

黄河上游 宁 蒙河 段塌岸 入黄量 的模型计 算牛顿流体 ， 采用 不 同的流变模型 （ 宾汉 、 Ｈｅｒｓ ｃｈｅ ｌ
－Ｂ ｕｌｋｌｅ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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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 问 题进行 了分析 ， 分析 了流变模型 参数 的影 响 ． 探讨
1 北京师范大学 环境学院 ， 北 京 1 0 0 8 7 5了ＳＰＨ 方法的 多相介质模 型中 ， 密 度和黏 度在两相介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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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沙科学教育 部重 点实验 室 ，
北京 1 0 0 8 7 5界面处不连续 问 题的处理方法

，
并将该方法应用于 可侵蚀

通过 资料 分 析和现场 实测 数据将黄河上游塌 岸类型底床溃坝 问题的分析 ，
与 已有 的实验数据进行对 比

，
验 证

分 为 淤沙河岸塌岸 和风沙河岸塌 岸 2 种类型 ． 研究河岸侵了 该方 法的有效性 ．

蚀过程， 分别 归纳影 响不 同塌岸类 型的水力 因 素和重 力因ｃｈｅ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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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变 来流条件下 大气边界 层流动过 程 的大涡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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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山绕流及上升流西安 交通大学人居环境与 建筑工程学 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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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大 涡模拟方法
，
利用平 坦地面模型和带楔形结 构

审

＇

交通大

＇

学 学院 北 ） 1 1 〇〇 〇 4 4的粗糙地面模型分别研究 时变来流条件下 的近地 面空 间

2 海＾省海洋与渔业科学 院 ，
＾ 口 5 7 0 2 0 3风场

，
分析时变来流条件下下 游流场阵风扰动产生 的

利用 数值模拟直接求解 Ｎａｖｉｅｒ
－

Ｓｔ
ｏｋｅ 方程的 方法， 对物理过程 ．

不 同雷 诺数下 的海 山 水平绕流和 上升流进行 了 分析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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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出 了 非浸没 海山和浸没海 山大量 的模拟算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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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植被对 于异重流运动 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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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重 流三方程模型 与 四方程模型对 比研＆糊＾高速粒子 图 像臟法分析异重流 的运动情况 ，

ｆｆｌｉｌ ， Ｐａｈ ｔｚ Ｔｈｏｍ ａｓ
，了 解异重流在植被作用 下不 同 阶段 的运动情况，

尤其是对

浙江 大学海洋学 院 ， 杭 州 3 1 0 0 5 8于在 2 种不 同密度流体之 中 的交换过程做
一

详细 了 解
，
并

通过理论 和数值模拟研究发现 ： 三方程模型并 没有 以提 出 应用 于解决工程上 问 题的 可 能方案 ．

往所公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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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三方程模型 还是 四 方程模型 ，
泥沙再悬浮越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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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 滑坡 变形破 坏的水土 賴合＿模拟研 究
阮转化 为异重流揣流 別 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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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科学院力 学研 究所流 固 耦 合系统力学重 点 实验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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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方

尘卷风 中 的 电场程描述水体运动 ， 通过水土粒子直接传递力 的方式描述水

危卫 ＼ 顾兆林
2土相 互作用 ， 在避免 了 网格类方法 的 网格重 构或 自 由面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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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 等 问 题 的同 时， 实现 了 水体和土体 的强耦合过程 ． 基于Ｓ 0 7 5 1Ｃ ＳＴＡＭ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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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发展的水土强耦 合数值模 型
，
对 典 型 的海底滑坡 问题进大 涡模拟方法在平屋 盖流场 及屋盖表面剪切 应 力 预测 上

行 了模拟分析 ，
讨论 了不 同 坡度 、 不 同土体 Ｃ 、 不 同 水深等的应用

参 数条件下所产生 的滑坡体形态演化规律 ．王 鑫
，
周 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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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明

ａｎｙｉ＠ｉｍｅｃｈ ． ａｃ ． ｃｎ同 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 国 家重 点实验室 ， 上海 2 0 0 0 9 2

利 用 ＬＥ Ｓ 方法能 够对瞬态流场进 行详细 模拟这
一

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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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0 1 4 3点 ， 对平坡屋盖周 围流场 进行了ＬＥ Ｓ模拟 ． 通过对屋盖表

单 向 和往 复非恒定流条件下污染底泥 的动态释 放特性面的流动特 点进行研究 ，
分 析 了周 围流场 的性质

，
得到 整

研 究个屋面瞬 时壁面 剪应 力 以及 能谱，
对跃移雪质量传 输率进

樊 靖郁 ，
朱红 伟

，

王道增行了 简单的计算 ，
并应用 于经历

一

次风雪暴后屋面雪荷载

上 海大学
，

上海

＇

市应 用数学和 力 学研究所
，

上海 2 0 0 0 7 2的 预测 中 ．

通过实验室水槽实验和机理分析
，
测量得到 不 同 非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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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周 期性 ） 水流 （ 包括单向 和往复流 ） 条件下 ， 污染底泥

向 上 覆水体释 放吸 附性 污 染物 （ 憐 ） 的动态输运特性及 其Ｓ 0 7 5 2ＣＳＴＡＭ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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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因素 ，
并 分析单 向 和往 复 非．恒 定流动特征对界面交 换黏性土 堤防漫 溢溃决试验研究

区污染物输运过程的水动 力 影响 机制 ．魏红艳 ， 余 明辉
，
吴松柏 ， 向媛

ｊｙｆａｎ＠ ｓｈｕ ． ｅｄｕ ． ｃｎ水 资源与水 电工程科学 国 家重点 实验室
， 武汉大 学， 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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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0 1 4 4为 研究 黏土堤防漫 溢溃 决破坏过程 以及主要影 响 因

缩尺新 月 沙丘演化 过程三维 数值模拟素 ， 以河道流量 、 筑堤土 体含水 率和孔隙率为变量
，

在弯

周晓斯
，

王元
，
张洋道水槽 中进行了 9 组黏性土堤 防漫溢溃决概化试验 ． 测定

西安交通 大学流体机械及工程系 ，
西 安 7 1 0 0 4 9了每组试验筑堤土体 的 黏聚力 和 内摩擦角 ； 观测 了 各组试

针对缩尺新 月 沙丘模型
，
采用 基 于 Ｓｍａ

ｇ
ｏｒｉｎｓｋｙ 亚格验堤 防 的垂 向 、 横 向 发 展过程 以 及溃 口 处 水位流速变化

子尺度涡黏模 型的大涡模拟 （ ＬＥＳ ） 方法准确描述近地表过：程 ．

面大气边界层风场湍流流动 ． 以气相 流动大 祸模拟方法为ｍｈｙｕ＠ｗｈｕ ．ｅ ｄｕ ． ｃｎ

平 台 ， 基于连续性思想从而摒弃 以追踪计算 单颗沙粒运动

特性研究方法 的 困难性
，
耦合能够准确描述沙丘形 态动力ａ ， ，

学宏观演化过程 的本构 方程 ， 对风成缩尺新 月 沙丘 开展 了＠＾
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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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尺 度演化过程的数值计算 ． 针对缩尺沙丘的整体性？
；

屋 移数醒纖万 ，去

观表面变化过程， 实时追踪风场作用下整个沙丘表面不 同象蓄 占立＾ 9

位 置处高度 的 变化 ． 结合风洞实 验 ，
尝试加人重力 调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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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屋盖 初始积雪外形 中 考虑 了猶休止 角 ．細欧 拉 － 欧
ｎ

 ，拉方法对
一

平屋盖屋面积 雪漂移进行 了 数值模拟 ． 对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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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和 雪相分别建立传输方程 ． 风场麵采用麵 3 模型

中 的可 实现 ｋ
－

ｓ 模型 ． 风 雪之 间 的 影响为单 向耦 合
，
即雪

．ＣＳＴＡＭ 2 0 1 5
－Ａ 2 1

－Ｅ 0 1 4 5在风 的作用下发生漂移
，
而雪 的搬运 、 堆积过程对空气不

明 渠非 ＇

丨

＇

旦定流推移 质输移 的实验研究产生影 响 ． 壁面上雪 的侵蚀与沉积通过计算壁面雪通量获
李志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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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红露 Ｉ 曹志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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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胡鹏辉 1

得 ． 同 时在 初始积雪 外形 中 考虑 了 积雪休止角 ． 数值模拟
1

武汉大学 水资源与水 电工 程科学 国 家重 点实验室 ， 武汉 获得 的屋面积雪分布 结果与 风洞试验结 果进行 了 对 比
，
两

4 3 0 0 7 2者吻 合较好 ．

－ 江科午 ｜说 ， 武汉 4 3 0 0 1 5ｋａｎ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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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水 槽中进行 了 1 6 组清水冲刷 实验， 以研究均 匀Ｓ 0 7 5

ｊＣ ＳＴＡＭ 2 0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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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均匀推移质在恒定 与非恒定流条件下的输移规律 ． 实离散 元方法在寒 区海洋 工程 中 应用

验结果 表 明 ： 在非恒定 流条件下 ， 均匀 或者 非均匀 推移质季顺迎 ， 狄少 丞， 刘璐

输沙率 比等水量恒定流条 件下 的 输沙率要 大
；
并且 ， 床 沙大连理工大 学

，

大连 1 1 6 0 2 3

越粗
，
这种 非恒 定流对推移 质输移 的增 强作用 就越 明显

；在此基础上计算 了三 桩腿 自 升式平 台 结构 的冰载荷 ，

反之亦然 ． 另外
，

不 管是在恒 定流还是非恒定流 条件下
，
混确 定 了 海冰 的

＿

破坏特性 ？ 为分析 船舶在碎冰区 航行 中 的

合床沙 中 的细沙都会促进粗沙 的输移 ， 而粗沙 则会抑 制细冰 载荷特性
，
采用扩 展圆 盘单元 构造碎冰 ，

采用 三角 形单

沙 的输移 ； 并且
，
这种促进／抑 制作用会 随着床沙 中细 沙／粗元构造船体结构 ．

沙 的含量的增加而 增 强 ． 特别 的
，
随 着流量的减 小

，
促进和ｊ

ｉｓｙ＠ｄ ｌｕｔ ．ｅ ｄｕ ． ｃｎ

抑制作 用会而变得更 明 显
；
相对于恒定 流

，
非恒定流会削

弱这种 作用 ．

ｚｘｃ ａｏ＠ｗｈｕ ． ｅｄｕ ． 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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