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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拖曳锚是海洋工程中一种常见的系泊基础，因造价低廉和高承载特性而得到广泛应用．其
在海床中的安装轨迹和运动特性受到锚与土体之间复杂相互作用的影响，使得精确定位仍存在挑

战．目前已有的塑性屈服面方法被广泛用于计算拖曳锚的运动特性，即假设整个拖曳过程为深埋板

在不同深度的破坏过程．实际上，拖曳锚的安装是从浅埋到深埋的连续贯入，因此该方法不能考虑

浅埋破坏对拖曳锚运动特性的影响，从而可能导致预测的轨迹不准确．通过有限元分析研究了锚板

方位角及埋深比对单向承载和复合荷载下屈服面的影响，确定了锚板浅埋破坏时的屈服面，补充

了塑性屈服面法对浅埋破坏效应的考虑; 进一步地，考察了锚板方位角、承载系数、浅埋区域大小

对拖曳锚轨迹预测和运动特性的影响，并与传统仅假设深埋破坏情况对比分析．结果表明: 浅埋破

坏时锚板方位角与浅埋区域大小决定了锚板的运动特性和轨迹; 合理考虑浅埋破坏后，与纯假设

深埋破坏情况比，锚板在达到稳定状态之前的预测埋深和锚链力要小，但极限嵌入深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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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作为深水系泊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的系泊基础主要有重力锚、拖曳锚、吸力式板锚

以及动力贯入锚( 如 OMNI-Max) 等． 拖曳锚因其高承载力特性和构造简单等特点而被广泛应

用．传统的拖曳锚( DEA) 多用于悬链线系泊．随着深水中对法向承载的需求和合成纤维系缆的

应用，新型拖曳锚即法向承力锚( VLA) 被广泛应用于深水浮式结构物的绷紧系泊系统中［1］．
DEA 与 VLA 有着相同的安装过程，即需拖船将其拖曳至目标深度．然而，无论是传统或者新型

拖曳锚，其运动轨迹和锚链形态在拖曳中均不可见; 并且，锚的贯入位置和方位角决定了锚的

最终承载力．因此，对拖曳锚的运动轨迹的预测和运动特性的分析，对锚设计选择和现场安装

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国内外对拖曳锚轨迹的预测方法主要有基于设计表的经验法( Vryhof Anchors［2］和

Bruce Anchors［3］) 、极限平衡法［4-7］、塑性极限法［8-9］、塑性屈服面法［10-13］、有限元大变形方

法［14-15］以及实验测定法［13，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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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表法主要是采用拖曳锚供应商 Vryhof Anchors 和 Bruce Anchors 等所提供的设计表来

确定锚的位置和拖曳距离，但其只适用于特定现场土体条件，并不能给出锚的实际运动轨迹．
极限平衡法［4-7］和塑性极限法［8-9］的预测过程近似，均是将锚链和锚一起作为整体来分析

其与土体的相互作用．结合锚链形态方程［5，18-19］通过对拖曳锚各部分土阻力进行求解，以保证

在每一个运动状态其整体受力平衡，然后通过小位移增量步来实现锚的运动贯入过程．但该方

法中计算土阻力需要的相关形状系数和角度参数，仍需要通过离心实验或现场试验来确定．塑
性极限法不同于极限平衡法，其采用塑性上限法来计算土阻力．

随着大变形有限元技术的发展，耦合的 Euler-Lagrange( CEL) 法被用于拖曳锚安装过程分

析［14-15］，但其模拟效率和可靠性仍需要进一步研究．现场试验和实验室试验对拖曳锚设计和使

用有很好的指导意义，考虑到其经济性和广泛使用性，仍需要对数值和解析方法进行研究和

发展．
塑性屈服面法由 Bransby 和 O’Neill［10］提出并用于拖曳锚的运动特性分析．通过有限元计

算得到锚在复合荷载下的承载特性并以屈服面表示，采用相关联流动法则，结合锚链力方程来

进行拖曳锚轨迹和运动特性分析［11-13］．目前该方法亦逐渐被用于吸力式板锚( SEPLA) 以及

OMNI-Max 锚的转动轨迹预测［20-23］．塑性屈服面方法相比其他方法使用更为简单，但因其采用

的屈服面均基于深埋板的破坏模式，无法考虑锚板浅埋破坏对其运动特性的影响，可能会导致

预测轨迹不合理．
本文为了考虑浅埋破坏对拖曳锚运动特性的影响，将通过开展有限元分析研究锚板方位

角及埋深对单向加载和复合加载下屈服面的影响，以期确定浅埋破坏时的屈服面; 考察锚板方

位角、埋深比、浅埋区域、锚链承载系数等对预测轨迹的影响．进一步地，由于塑性极限法亦逐

渐用于其他新型锚( SEPLA 和 OMNI-Max) 的安装和承载特性分析，其中浅埋破坏效应仍然无

法考虑．本文的研究内容对塑性极限分析法在其他锚中的应用也是一种补充．

1 塑性屈服面轨迹预测法

塑性屈服面最早被用于分析浅基础在复合荷载下的承载响应［24-27］．通过有限元或者塑性

极限分析法，对基础施加不同的位移组合直至破坏以得到该基础在破坏时的复合荷载．因基础

破坏时受到的复合荷载为在竖向( 竖向荷载 V) 、横向( 横向荷载H) 和转动方向( 转动矩M) 对

应荷载下的多种荷载组合，因此称所得到的多种荷载组合形成的包络面为 VHM 屈服面．下式

为 Bransby 和 O’Neill［10］建议的 VHM 屈服面方程:

f =
V

Vmax
( )

q

+ M
Mmax

( )
m

+ H
Hmax

( )
n

[ ]
1 / p

－ 1， ( 1)

式中，Vmax，Hmax 和 Mmax 为锚板在单向荷载下的最大承载力，表征屈服面的大小; V，H 和 M 为锚

板受到的复合荷载; m，n，p 和 q 为表征屈服面形状的参数，通过多组荷载组合进行最小二乘拟

合后得到．
采用相关联流动法则，屈服面的梯度决定了锚板周围土体破坏时的塑性位移比．如图 1 屈

服面截面 VH 空间内的屈服线所示，在锚板的 VH 屈服线上，其周围土的塑性应变增量的方向

与屈服面外法线方向一致，对应竖向和水平向的位移比值 ( δv /δh ) 可以通过对应的屈服面梯

度比值得到．其中 Vmax 和 Hmax 为最大承载力，B 为锚板长度．
通过采用深埋破坏模式下的水平板锚的屈服面，Bransby 和 O’Neill［10-11］给出了塑性屈服

面法预测拖曳锚轨迹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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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假设锚板的初始位置，即锚板方位角 β 和系缆点的埋深 dc，如图 2 所示．
2) 计算锚胫上的法向力 F1 和切向力 F2 ．
3) 假设系缆点的锚链力 Tc ．
4) 由锚链力方程［5］计算锚链角 θc，如式( 2) ．
5) 由锚整体受力平衡，计算 V，H 和 M．
6) 判断 V，H 和 M 是否满足屈服面方程 f = 0; 若是，则继续第 7) 步; 若否，则重复步骤 3)

～6) 直至满足．
7) 使用屈服面确定在该荷载下对应的位移增量 δv( 竖向位移增量) 、δh( 横向位移增量)

及 δβ ( 转角增量) 之间的位移比，并对某方向假设一个小的位移增量值，进而求解其他位移增

量值．
8) 根据各方向的位移值调整锚板以及锚的位置，重复步骤 1) ～8) ．

θc =
2bcNcda( Su0 + 0．5Sugda )

Tc
[ ]

0．5

， ( 2)

式中，θc 为系缆点的锚链角; Tc 为系缆点的锚链力; bc 为锚链有效宽度; Nc 为承载力系数，一

般取 9; da 为系缆点深度; Su0 为土面的不排水抗剪强度; Sug 为不排水抗剪强度梯度．

图 1 VH 空间屈服线及对应塑性位移

Fig． 1 The yield locus in the VH space and the plastic displacement

图 2 拖曳锚运动特性分析受力系统

Fig． 2 The force system of drag anchor kinematic analysis

如前所述，拖曳锚的贯入过程是将锚从浅埋拖曳至深埋的过程．而上述广泛内容被采用的

传统塑性屈服面法将整个贯入过程，均看作是深埋板在不同深度的破坏过程．为了弥补该方法

的不足，下文将通过有限元数值模拟，获得锚板在单向和复合荷载下的屈服面，考察锚板埋深

和方位角对屈服面的影响，以期获得屈服面在浅埋破坏和深埋破坏的区别．而后，将基于锚板

在不同荷载情况下的承载特性，针对深埋和浅埋板，采用相应的屈服面分析拖曳锚的运动特

性，如锚链力和锚贯入深度以及拖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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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限元模型

本部分使用有限元软件 ABAQUS 进行建模计算，开展预埋锚板位移控制的小应变分析，

获得锚板在单向荷载和复合载荷下的承载屈服面．

( a) 水平锚板 ( b) 倾斜锚板

( a) The horizontal fluke ( b) The inclined fluke

图 3 水平锚板和倾斜锚板示意图

Fig． 3 Schematic of the horizontal and the inclined anchor flukes

图 4 有限元模型

Fig． 4 The finite element model

拖曳锚锚板简化为长厚比 B / t( 长度为 B，厚度

为 t) 为 7 的板［10-12］．水平锚板( β = 0°) 和倾斜锚板( β
≠ 0°) 如图3所示．β为锚板方位角，V，H和M 为锚板

上所受载荷．锚板采用刚体模拟，为 6 节点平面应变

三角形单元．本分析针对拖曳锚在饱和粘土中的安装

过程，土体采用均质弹塑性 Tresca 材料，亦为 6 节点

平面应变三角形单元．土体的弹性模量 E 和抗剪强度

Su 比值( E /Su ) 取值为 10 000．研究证明［28-29］，该值

的大小只影响达到破坏所需的位移值而不影响极限

承载力．为了保证锚土之间的摩擦得到充分发挥，上

覆土压力值与抗剪强度 Su 的比值为 10．土体的 Pois-
son( 泊松) 比为 0． 495．本文所采用数值模型同 Wu
等［30］所采用的数值模型，其合理性已得到验证．

锚与土之间接触面采用接触对，法向硬接触，切向为 Coulomb( 库伦) 摩擦，接触面允许最

大应力为 1 倍的 Su( 完全粗糙) ．图 4所示为埋深比HD /B 为 10的水平锚板有限元模型，其中HD

为埋深．
针对 3 组锚板单向承载分析中( 仅有 V或H或M) ，分别对 6个锚板方位角 β 和 6个不同埋

深比 HD /B ( 涵盖深埋和浅埋) 进行单向承载力考察，算例情况详见表 1．
针对 4 组锚板复合荷载下的分析中( 不同埋深比和方位角) ，分别采用了 75 个算例予以

拟合，详见表 2～4．其中，表 3 中 dv，dh 及 dm 分别为屈服面分析中所采用的竖向位移，横向位移

及转角．
采用式( 3) 定义锚板的单向承载力系数:

Ncv =
Qcv

ASu
，Nch =

Qch

ASu
，Ncm =

Qcm

ABSu
， ( 3)

式中，Qcv 和 Qch 分别为在 V 和 H 下锚板破坏时的阻力，Qcm 为在 M 下锚板的破坏弯矩，A 为锚

板面积( 平面应变分析中等于锚长 B) ．
同样地，针对复合荷载情况，锚板的最大承载力通过无量纲形式承载力系数呈现，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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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ax / ( ASu ) ，Hmax / ( ASu ) 和 Mmax / ( ABSu ) ，而不同荷载组合对应的承载力以无量纲形式的承载

力系数表示为 V / ( ASu ) ，H / ( ASu ) 和 M/ ( ABSu ) ．
表 1 单向承载算例

Table 1 Summary of the study cases of anchor behavior under unidirectional loading

unidirectional loading

condition

fluke embedment depth ratio

HD /B
fluke inclination angle

β / ( ° )

study case number

N

vertical loading V 1，2，3，4，5，6 60，50，40，30，20，0 36

horizontal loading H 1，2，3，4，5，6 60，50，40，30，20，0 36

rotational moment M 1，2，3，4，5，6 60，50，40，30，20，0 36

表 2 复合承载算例

Table 2 Summary of the study cases of anchor behavior under combined loading

yield envelope condition
fluke embedment depth ratio

HD /B
fluke inclination angle

β / ( ° )

study case number

N

1 1 0 75

2 1 40 75

3 2 30 75

4 10 0 75

表 3 屈服面算例

Table 3 Summary of study cases of yield envelope

yield locus VH ( M = 0) VM ( H = 0) HM ( V /Vmax = 0，0．3，0．5，0．7，0．8，0．9)

displacement ratio dv /dh dv / ( Bdm ) dh / ( Bdm )

value range 0．03～5．67 0．15～1．5 0．15～5．67

study case number 10 11 54

3 锚板方位角和埋深比对单向承载和屈服面的影响

3．1 锚板方位角和埋深比对单向承载系数的影响

图 5 所示为锚板在 V 和 H 荷载下的单向承载系数 Ncv，Nch 与埋深比 HD /B 和锚板方位角 β
的关系．

( a) 竖向承载系数 ( b) 横向承载系数

( a) The vertical bearing capacity factor ( b) The horizontal bearing capacity factor

图 5 埋深比和锚板方位角对单向承载系数的影响

Fig． 5 Influences of the anchor embedment depth ratio and the angle of

anchor fluke on the unidirectional bearing capacity

可以看出: 对任意 β 的锚板，HD /B 对 Ncv 的影响主要在 HD /B ＜ 3 的区域，且 Ncv 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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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 /B 而增加; 当 HD /B ＞3 时，Ncv 为一常数 12．1，不受 HD /B 和 β 的影响．对同一埋深比( HD /B
＜ 3) ，Ncv 随 β 的增加而减小．结合 Merifield 等［31］和 Wang 等［29］的锚板抗拔承载分析可知: 当

Ncv 达到稳定值时，锚板周围土体的破坏呈现为不受土面影响的局部深埋破坏; 否则即为受土

面影响的浅埋破坏．
此外可见，HD /B 对 Nch 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HD /B ＜ 2 的区域，Nch 随 HD /B 增加至恒定值．

对不同的 β，该恒定值差别很小，如水平板为 4．65 而对倾斜锚板为 4．61．
再者，对转动承载的分析发现，Ncm 不受 HD /B 和 β 的影响，均为恒定值 1．66．
综上所述，单向受力时深埋板和浅埋板的破坏模式和承载系数因埋深和锚板方位角的影

响会不同．又因为单轴承载系数作为复合加载屈服面( 方程( 1) ) 的特征参数，表征了屈服面的

大小，其进一步反映了考虑浅埋效应的必要性．
3．2 不同复合加载下的屈服面

( a) VH 屈服线

( a) The yield locus in the VH space

已有的研究［11-13，21，32］表明，锚板方位角的改

变主要在浅埋深比的时候发生，且变化角度是从

初始角到最终的稳定角．以 O’Neill 等［11］所分析

的 Stevpris 锚为例，锚板方位角在 40°到 24°变化．
Liu 等［33］针对砂土中锚的拖曳试验也发现有类似

现象，锚板的角度由初始嵌入角很快减小至一稳

定值．前文中的单轴承载分析亦表明，锚板方位角

β 的影响主要位于埋深比 HD /B ＜ 3 的区域．因此

本文将对表 2 中 4 种工况进行分析．其中工况 1 ～
3 考虑浅埋破坏效应，工况 4 为仅考虑深埋情况

( 传统塑性屈服面法) ．

( b) VM 屈服线 ( c) HM 屈服线

( b) The yield locus in the VM space ( c) The yield locus in the HM space

图 6 浅埋破坏和深埋破坏 VH、VM 和 HM 屈服线对比

Fig． 6 Comparison of the yield loci for shallow and deep anchor behaviors in the VH，VM and HM spaces

屈服面的求解方法同文献［12］，即需获得 VH ( M = 0) 、VM ( H = 0) 和 HM ( V = 0) 空间

的屈服线以及不同 V /Vmax ( 本文取值分别为 0．3，0．5，0．7，0．8 和 0．9) 对应的 HM 面 ( 见方程

( 1) ) ．通过使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拟合屈服面的特征参数 m，n，p 和 q，见表 4．
针对深埋时的屈服面，前文( 3．1 小节) 发现，当埋深比 HD /B ＞ 3时，HD /B和方位角 β 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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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影响单轴承载系数．因此，对于埋深比大于 3 的情况，可以采用任意埋深和任意方位角得到

对应的屈服面．此处采用 Wu 等［32］针对埋深比为 10，水平锚板求得的深埋屈服面．图 6 所示为

工况 2( HD /B = 1，β = 40°) 与工况 4( HD /B = 10，β = 0°，对应图标为 deep) 在 VH、VM 和 HM 空

间中的屈服线对比．由表 4 可见，浅埋破坏的屈服面不同于深埋情况，其不只表现在其大小特

征参数 Vmax / ( ASu ) ，Hmax / ( ASu ) 和Mmax / ( ABSu ) 上，同时也表现在其形状特征参数m，n，p和

q 上．
表 4 屈服面特征参数

Table 4 Summary of the yield envelope parameters

yield envelope condition 1 2 3 4

fluke position HD /B = 1，β = 0° HD /B = 1，β = 40° HD /B = 2，β = 30° HD /B = 10，β = 0°

Vmax / ( ASu ) 9．07 7．64 10．7 12．1

Hmax / ( ASu ) 3．97 4．1 4．61 4．65

Mmax / ( ABSu ) 1．67 1．66 1．66 1．67

m 2．91 2．62 2．22 1．35

n 1．75 1．99 2．07 3．11

p 1．73 2．76 1．5 1．38

q 5．22 6．88 5．68 4．3

4 考虑锚板浅埋破坏的轨迹预测

以上分析可知，与深埋不同，浅埋破坏的屈服面与锚板埋深和方位角均有关．采用塑性屈

服面法预测拖曳锚贯入过程，最理想的方式即是在深埋区采用深埋屈服面，在浅埋区域采用能

考虑锚板埋深和方位角连续变化的屈服面予以获得．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中则需要离

散为一系列有限个屈服面予以计算．屈服面个数越多越趋于连续，同样工作量也增大．本部分

旨在讨论浅埋效应的影响，因此在浅埋区仅采用 1 至 2 个屈服面，深埋区 1 个屈服面的方法予

以预测，并与传统仅采用 1 个深埋屈服面的预侧结果进行对比．
鉴于 O’Neill 等［11］使用深埋屈服面对 Vryhof Anchors 的 Stevpris 锚进行了轨迹预测，本文

将采用同样的参数进行浅埋破坏的影响分析以便对比．拖曳锚和土体的参数如表 5 所示．
表 5 锚与土的特性参数

Table 5 Properties of the anchor and the soil

property value

anchor submerged weight ，W'a /kN 274

shank length，Ls /m 8．34

shank width，bs /m 1．63

fluke length，B /m 4．97

fluke width，bf /m 4．23

fluke thickness，t /m 0．71

fluke-shank angle，θfs / ( ° ) 41．2

effective chain width，bc /m 0．24

chain self weight，W'c / ( kN /m) 2．0

surface undrained shear strength，Su0 /kPa 0

undrained shear strength gradient，Sug / ( kPa /m) 1．5

因为浅埋区屈服面受到方位角和埋深比的影响，本部分采用以下 4 种方法引入浅埋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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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服面，不同方法所使用的屈服面和控制区域总结如表 6，其中“－”表示不使用对应工况得到

的屈服面．
表 6 4 种方法所用屈服面和控制区域

Table 6 Yield envelopes applied and the controlled embedment depth ratios of the 4 methods

yield envelope condition 1 2 3 4

method 1 0 ＜
HD

B
≤ 2 － －

HD

B
＞ 2

method 2 － 0 ＜
HD

B
≤ 2 －

HD

B
＞ 2

method 3 － 0 ＜
HD

B
≤ 1 1 ＜

HD

B
≤ 2

HD

B
＞ 2

method 4 － 0 ＜
HD

B
≤ 1 1 ＜

HD

B
≤ 3

HD

B
＞ 3

( a) 锚板效率与拖曳距离关系

( a) Variation of the anchor efficiency

with the drag length

方法 1( method 1) 当 0 ＜ HD /B ≤ 2 时，采

用工况 1 对应的屈服面计算受力; 当 HD /B ＞ 2
时，采用工况 4 的深埋屈服面．

方法 2( method 2) 当 0 ＜ HD /B ≤ 2 时，采

用工况 2 对应的屈服面计算板锚受力; 当 HD /B ＞
2 时，采用工况 4 的深埋屈服面．

方法 3( method 3) 当 0 ＜ HD /B ≤ 1 时，采

用工况 2 对应的屈服面计算锚板受力; 当 1 ＜
HD /B≤ 2 时，采用工况 3 的屈服面; 当 HD /B ＞ 2
时，使用工况 4 的屈服面．

方法 4( method 4) 当 0 ＜ HD /B ≤ 1 时，采

用工况 2 对应的屈服面计算锚板受力; 当 1 ＜
HD /B≤ 3 时，采用工况 3 的屈服面; 当 HD /B ＞ 3
时，使用工况 4 的屈服面．

( b) 系缆点埋深与拖曳距离关系 ( c) 锚板中心点埋深与拖曳距离关系

( b) Variation of the shackle point depth ( c) Variation of the fluke center depth

with the drag length with the drag length

图 7 考虑浅埋破坏的拖曳锚运动特性及对比

Fig． 7 Comparison the kinematic behavior of the drag anchor in view of the shallow anchor behavior

图 7 所示为使用 4 种不同引入浅埋破坏屈服面近似方法的预测结果与传统仅使用深埋破

坏预测得到的结果( Wu 等［32］和 O’Neill 等［11］) 的对比．其中 ηa 为拖曳锚效率，为锚链力 Ta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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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重的比值，反映了锚链力的变化． Xa 为锚板的拖曳距离，用系缆点的水平位移表示，da 为系

缆点的埋入深度，df 为锚板中心点的埋入深度．埋深和拖曳距离均使用锚板长度 B 进行无量纲

化．图 7( a) 为锚的承载效率与拖曳距离的关系，图 7( b) 为系缆点与拖曳距离的关系，图 7( c)

为锚板中心点与拖曳距离的关系，其中 deep 用来标识使用仅考虑深埋破坏的屈服面预测法

得到的相应变量结果．
4．1 锚板方位角的影响

方法 1 和 2 仅采用 1 个浅埋屈服面予以控制整个浅埋区域．结果发现，使用这两种方法，

锚板均未进入深埋破坏区域．对比方法 1 和 2 ，可以发现采用不同方位角的浅埋屈服面，其预

测的轨迹和极限嵌入深度相差甚大．方法 1 使用水平锚板的预测锚板埋深比 HD /B 为 1．72，而

采用锚板方位角 40°的方法 2 预测得到的值约为 0．88．这意味着浅埋板的轨迹预测中，方位角

起到关键作用．仅使用水平锚板得到的屈服面会导致过大预测了埋深和锚链力．
4．2 浅埋破坏控制区域的影响

方法 3 的控制区域较方法 1、2 和 4 更为细化，即浅埋区采用了 2 个离散的屈服面．对比 4
种方法得到的结果，方法 3 得到的预测埋深比和锚链力均较其他方法大．其主要原因是只有方

法 3 的锚板因为控制区域细化，锚板进入了深埋破坏控制区．尽管对方法 1、2 和 4 设置了使用

深埋破坏屈服面的控制区域，但由于锚板在对应埋深比之前即达到稳定，因此未进入深埋比区

域．通过这种对比，可以看出近似区域过于粗糙( 浅埋区离散的屈服面个数少) 会使得预测埋深

和锚链力偏小( 图 7( b) 和( c) ) ．
4．3 锚链承载系数的影响

方法 1～4 的分析中，锚链承载系数为 7．本分析同时给出了传统仅使用深埋破坏的结果

( Nc = 7，deep) ．与 Wu 等［32］仅采用深埋破坏的预测结果对比，锚链承载系数 Nc 从 7 增加到 9，

锚板的埋深比 df /B 从 5 减小到 3，相应的锚板承载效率 ηa 从 25 减小到 15( 图 7( b) 和( c) ) ．
可见，锚链承载系数的增加会增加锚的贯入阻力，因此预测埋深和锚链力减小．
4．4 引入浅埋破坏与传统仅使用深埋破坏的运动特性对比

对比方法 3 考虑浅埋破坏预测得到的结果与传统仅采用深埋破坏 ( Nc = 7，deep) 的结果

可以看出: 浅埋破坏对运动特性的影响主要是在锚板达到稳定状态前( 本例为拖曳距离 50B
处) ，预测埋深和锚链力均小于传统仅采用深埋破坏的预测结果．在 0 ～ 50B 拖曳距离区域内，

考虑浅埋破坏和不考虑浅埋破坏得到的 ηa，df /B 及 da /B 的差别先增加后减小．在 2B ～ 20B 的

拖曳距离内差别较大，最大的差值发生在拖曳距离 7B 附近，考虑浅埋破坏所得到的锚板埋深

比 df /B 比传统仅使用深埋破坏预测得到的结果小 7%～43%，而对应的系缆点的埋深比 da /B
小 8%～53%，比锚效率 ηa 小 7%～58%．

同时，由图 7 可以看出，在拖曳锚达到稳定的极限埋深前，考虑浅埋破坏的预测得到较小

的埋深和锚链力．但是否考虑浅埋效应，对锚板的极限埋深和拖曳力并无影响．

5 结 论

本文通过考察锚板埋深比和方位角对拖曳锚承载屈服面的影响，确定了浅埋屈服面，补充

了传统塑性屈服面法对浅埋破坏考虑的不足; 采用 4 种考虑浅埋破坏屈服面的方法对 Stevpris
锚进行了轨迹预测，分析了承载力系数、锚板方位角、浅埋破坏区域等对锚板运动特性的影响，

并与传统仅考虑深埋破坏时的结果进行对比．主要结论如下:

1) 当埋深比小于 3 时，埋深比和方位角对屈服面的大小和形状均有影响; 当埋深比大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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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屈服面将不再受其影响．
2) 锚链力承载系数的增加会减小锚板的预测埋深; 锚板方位角在预测浅埋轨迹时至关重

要; 与仅假设深埋破坏的传统塑性屈服面法预测结果比，考虑浅埋破坏时，在拖曳锚的嵌入达

到稳定状态前，两者差别较大，预测埋深和拖曳力均较小．
3) 当拖曳锚的嵌入趋于极限稳定状态时，是否考虑浅埋破坏对其极限嵌入深度和拖曳力

并不影响．但工程中锚均难以达到极限状态，因而浅埋破坏的考虑对工程实际具有指导意义．
4) 鉴于塑性屈服面方法亦逐渐用于对吸力板锚和 OMNI-Max 等的安装和承载特性分析，

本文对拖曳锚贯入过程中浅埋破坏的考虑方法，对以上类型锚的分析起到一定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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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ematic Analysis on Drag Anchor Installation in
Clay Considering Shallow Failure Effects

WU Xiaoni1， HU Cun2， LI Ye1

( 1． School of Naval A rchitecture，Ocean and Civil Engineer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0，P．Ｒ．China;

2． Institute of Mechanics，Chinese A 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P．Ｒ．China)

Abstract: The drag anchor is w idely used in offshore engineering as a foundation for the mooring system
due to high capacity and low cost． The prediction of kinematic behavior and trajectory is still challenging
due to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of the anchor fluke w ith soil． The existing plastic yield envelope method is
generally used for the kinematic analysis，where the deep anchor failure is assumed to occur during the
whole dragging process． In reality，the penetration is a process of anchor fluke being dragged into seabed
soil continuously from shallow to deep depths． Obviously，the existing yield envelope method could not
capture the effect of shallow anchor failure，which may lead to inaccurate prediction of the anchor trajec-
tory． Finite element analyses were conducted firstly to obtain the influences of the anchor embedment
depth and angle of the fluke on the drag anchor behaviors under unidirectional and combined loadings．
The yield envelope for the shallow anchor failure was determined accordingly，with which the shallow
failure effect can be taken into account for the yield envelop method． The effects of the fluke angle，the
bearing capacity factor and the shallow zone size were investigated． The predicted trajectories w ith and
w ithout the shallow failure effect were compared． It is shown that the fluke angle and the shallow failure
zone size influence significantly the kinematic behaviors and the trajectory of the drag anchor． The consid-
eration of shallow failure results in a shallower predicted anchor embedment depth and a smaller anchor
line force before the anchor penetration depth stabilizes，but hardly changes the ultimate embedment
depth．

Key words: drag anchor; shallow anchor failure; plastic yield envelope; traj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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