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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荷载下堆积体残余变形特性①

孙志亮,孔令伟,郭爱国,田 海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 岩土力学与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北 武汉 430010)

摘要:通过大型动三轴试验研究堆积体在不同应力水平、不同循环荷载幅值下残余应变与振次的关

系,同时进行不同初始条件下残余应变的对比。试验发现堆积体在循环荷载下的残余应变与lg(1
+N)有较好的线性关系(N≤30),沈珠江经验公式适用于堆积体在循环荷载下累积残余应变的计

算。初始条件对堆积体的残余应变有重要影响,饱和不排水条件下残余剪应变最大,饱和排水条件

次之,风干排气条件最小。应用沈珠江残余应变公式进行堆积体循环荷载下残余变形计算时应选

取与工程实际条件相匹配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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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sidualdeformationbehaviorsofdepositsundercyclicloadingatdifferentstresslevels
andcyclicloadingamplitudesarestudiedbyalarge-scaledynamictriaxialtest.Theresidualde-
formationofthedepositsunderdifferentinitialconditionsisalsodiscussed.Residualstrainsunder
cyclicloadingarefoundtoshowalinearrelationshipwithlg(1+N)whenNislessthan30.
Shen’sempiricalequationissuitableforcalculatingtheresidualstrainofdepositsundercyclic
loading.Theinitialconditionshaveasignificanteffectontheresidualstrainofdeposits.Residual
shearstrainisthelargestunderundrainedconditions,mediumunderdrainedconditions,andsmal-
lestunderairdrieddrainageconditions.Whentheresidualdeformationofthedepositundercyclic
loadingiscalculatedusingShen’sequation,theequation’sparametersshouldmatchtheactual
engineering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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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堆积体主要包括崩坡积体、残坡积体及冲坡积

体等,在我国西南强震区广泛分布。这类介于岩石

与土类之间的“土石混合体”成因比较复杂,结构不

均匀,颗粒粒径分布差异显著,材料介质非连续特性

强,地域差异性大。在地震荷载下其动力反应特性

复杂。地震发生时堆积体会产生明显的残余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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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边坡上表现为过大的沉降或不均匀变形,引起坡

顶前缘开裂、坡体崩塌及失稳滑坡,继而与降雨等诱

因一起引发泥石流、堰塞湖等地震次生灾害。对于

堆积体这类不均匀性强、差异性大的土石混合类岩

土材料,动力特性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现有的工程

实践对这方面的研究亟待深入。
对于动荷载下土体残余变形的主要影响因素,前

人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1)施加

动荷载前土体的初始物理状态及静应力状态,包括含

水状态、孔隙比、颗粒特性、固结围压、固结应力比和

固结时间等;(2)施加动荷载时条件,包括排水条件、
动应力幅值、波形、波序、特征频率和有效持时等。

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由于试验设备

及试验方法的限制,有关粗颗粒散体材料残余应变

的试验成果还不丰富,多集中在砂土[1-3]、粗粒土堆

石料[5-12]等方面,常用的残余变形计算模型有Eiichi
Taniguchi模型[4]、沈珠江模型[5]等,以后的研究者

根据研究的需要对这些模型进行了一定的改进[6-7]。
本文主要以室内大型动三轴试验为基础,分析典型

堆积体循环荷载下的动残余变形特性并做初步探

讨。

1 试验方案

1.1 试验土料与试验设备

试验用堆积体土料取自四川德阳市绵茂公路某

标段处,由灰岩碎石料及其风化物组成,粗颗粒棱角

磨圆明显。室内大三轴试验级配根据现场级配数据

按相似级配法缩尺,采用60mm以下颗粒,同时用

等质量代替法控制5mm以下颗粒的含量,试验土

料特性如表1所示。试验在TAJ-2000大型动静三

轴仪上进行,施加静荷载时围压量程5MPa,竖向力

量程1500kN,施加动荷载时围压量程2MPa,竖
向力量程±350kN,竖向位移传感器分辨率为0.01
mm,试样直径300mm,高600mm。

表1 试验土料特性

Table1 Characteristicsofsoilmaterialusedintest

比重

GS

试验级配/%
60~40mm40~20mm20~10mm10~5mm <5mm

强度指

标φ/(°)
1.90 14.23 28.74 26.77 12.32 17.94 47

1.2 试验内容

试样干密度控制为1.90g/cm3,制样时土料分

5层,每层120mm,按控制的质量装填,并尽量减少

粗细粒料在装填时的离析。试样装填好以后用真空

泵抽真空,然后直接采用水头饱和10h左右。由于

试料颗粒较大,细颗粒较少,上述过程能保证试样充

分饱和。为减小固结时间对试验结果的干扰,固结

时间均控制为240min左右。
固结后在排水条件下施加正弦波进行30次振

动。值得注意的是,在进行大型动三轴试验时,仪器

的输出性能受输出循环荷载频率的影响,在进行试

验前应对仪器装样进行有效的测试。本次测试条件

为装样干密度1.9g/cm3、围压σ3=400kPa及固结

比Kc=1,施加25.4kN(360kPa)动荷载,测试2.0
Hz、1.0Hz、0.5Hz、0.3Hz与0.1Hz五种频率。测

试发现当试验频率选得较大时,仪器无法输出比较

规则的波形,动应力幅值达不到设定值,而且有较大

相位差。试样干密度越小,动荷载幅值越低,输出效

果越差。当频率降低时提高干密度,输出波形的质

量提高,如图1所示。为评价输出效果,借鉴可决系

数的表达形式,定义一个相关系数:

R2=∑(̂Yi-yi)2/(∑(yi-Ŷi)2+ 

∑(̂Yi-yi)2) (1)

式中:yi 为实际输出数据点;yi 为实际输出数据点

平均值;̂Yi 为理想输出数据点。不同频率下输出荷

载与理想输出的相关系数关系曲线见图2。
考虑到为保证试验结果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本

次动残余变形试验的正弦波频率选为0.1Hz,保证

输出荷载与理想输出的相关系数达到0.9以上。同

时一般认为低频率循环荷载比高频率循环荷载更利

于散体材料残余变形的发展,得到的试验结果应用

于工程实践时偏于安全。

图1 不同频率下输出荷载

Fig.1 Theoutputloadunderdifferentfrequencies

  主要进行2方面试验:①控制干密度1.9g/cm3,
在排水条件下,研究不同静应力水平、不同循环荷载

幅值下残余应变随振次的发展规律;②不同含水状

态、密实度与排水条件下残余应变的对比。以干密度

ρd1=1.90g/cm3 与ρd2=2.14g/cm3,初始应力状态

σc=200kPa,Kc=2,饱和排水、饱和不排水及风干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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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不同频率下输出荷载相关系数

Fig.2 Thecorrelationcoefficientsofoutputloadunderdif-
ferentfrequencies

气状态的轴向累积应变为例,做一组对比试验。详细

的试验安排见表2,表中动应力比η=σd/σc。
表2 堆积体残余变形试验内容

Table2 Residualdeformationtestschemeofdeposits
残余变形试验内容 初始应力状态 动应力比η

①ρd1=1.90g/cm3

σc=200kPa

σc=400kPa

σc=600kPa

Kc=1
Kc=2
Kc=3
Kc=1
Kc=2
Kc=3
Kc=1
Kc=2
Kc=3

饱和

排水

0.5、0.9
0.5、1.2
0.9、1.5
0.5、0.9
0.5、1.2
0.9、1.5
0.5、0.9
0.5、1.2
0.9、1.5

②ρd1=1.90g/cm3 σc=200kPa

ρd2=2.14g/cm3 σc=200kPa

Kc=2 饱和排水 0.5、0.9
Kc=2 饱和不排水 0.5、0.9
Kc=2 风干排气 0.9、0.9
Kc=2 饱和排水 0.5、0.9

2 残余变形试验结果

2.1 试验内容①结果

试验内容①结果得到的累积体应变与累积轴应

变随振次的关系见图3。对于累积应变的整理需要

注意,累积应变分为残余变形与往复应变,图3中累

积轴向应变的往复应变比较明显,将每一振次完成

后残余应变增量逐次累积就是累积残余轴应变,根
据γr=(1+μ)εar求得残余剪应变[12],其中γr 为残

余剪应变,μ 为动泊松比(本次试验取0.3),εar为残

余轴应变。由于EiichiTaniguchi模型及其改进模

型主要考虑的是残余剪应变,没有考虑残余体积应

变,而本次试验结果表明松散堆积体在循环荷载下

会产生明显的残余体应变,沈珠江提出的考虑砂土

残余变形的经验公式同时考虑了残余剪应变与残余

体应变:

εvr=Cvrlg(N +1),Cvr=c1γc2exp(-c3S2)(2)

γr=Cdrlg(N +1),Cdr=c4γc5S2 (3)
式中,γ 代表动剪应变;S=(σ1-σ3)/(σ1-σ3)ult代
表初始剪应力水平;c1、c2、c3、c4 和c5 为模型参数,
同时假定S 对Cvr无影响,即c3=0。上述模型关系

式是由砂土试验数据提出来的,邹德高等[7]将其应

用于堆石料时对其进行了改进:Cdr=c4γc5Sn,并推

荐堆石料n 取为1,将改进后的公式写成振次增量

形式:

Δεvr=lgec1γc2exp(-c3S2)(ΔN/(N +1))(4)

Δγr=lgec4γc5Snlg(N +1)(ΔN/(N +1))(5)

图3 堆积体累积应变与振次的关系

Fig.3 Therelationshipbetweenaccumulatedstrainandvibration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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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图3的试验数据按沈珠江的半对数公式拟

合,可以发现轴应变的累积基本符合半对数的假设,
而体应变的累积在初期更接近于线性,慢于半对数

曲线。出现这种现象的一种解释就是在大三轴的循

环荷载试验中试样较大,渗透路径较长,孔隙水的排

出有一定滞后,使得初始值偏小,实际体变应该更接

近于对数关系。拟合的结果见表3。
表3 试验曲线拟合数据

Table3 Fittingdataoftestcurves

初始应
力状态

体变系数

Cvr
轴变系数

Cdr
应力水平

S
应变幅
值γd/%

Kc=1

200-0.5 0.5873 - 0 0.0409
200-0.9 1.1311 - 0 0.1161
400-0.5 0.7036 - 0 0.0556
400-0.9 1.4346 - 0 0.1500
600-0.5 0.8578 - 0 0.0697
600-0.9 1.5674 - 0 0.2005

Kc=2

200-0.5 0.3563 0.7639 0.2065 0.0173
200-1.2 1.0293 1.3074 0.2065 0.0949
400-0.5 0.5166 0.8939 0.2395 0.0198
400-1.2 1.1364 1.4023 0.2395 0.0732
600-0.5 0.5495 0.9574 0.2530 0.0247
600-1.2 0.8142 1.4263 0.2530 0.0833

Kc=3

200-0.9 0.3603 1.3521 0.4129 0.0195
200-1.5 0.6522 1.5869 0.4129 0.0465
400-0.9 0.5124 1.6641 0.4791 0.0252
400-1.5 0.8558 2.0515 0.4791 0.0578
600-0.9 0.4390 1.8724 0.4940 0.0285
600-1.5 0.5847 2.3226 0.4940 0.0638

  根据表3试验曲线拟合数据得到斜率Cvr与

Cdr,然后将Cvr与Cdr/S 与动应变幅值γd 绘于双对

数坐标中(图4)。由斜率及截距即得到改进沈珠江

残余变形模型试验参数c1、c2、c4 和c5,详细参数及

已有文献参数数据详见表4。值得一提的是关于相

关系数R 与n的关系见图5,图中引用了邹德高等[7]

的数据。本次试验数据相关性最好时n 为0.8,文献

[7]的试验数据相关性最好时n为0.9,而沈珠江残余

应变公式最初是由砂土得到的,推荐n值为2。由表

4的颗粒组成数据来看,粗颗粒越大,相关性最好时

的n 值相应越小,应力水平S 的指数n 表征了静应

力水平对残余变形的影响,其与土体材料颗粒级配特

性及试验条件有关,深入的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本次试验数据得到的模型参数中,由于相关性最好时

n接近于1,为方便应用,取为1。

2.2 试验内容②结果

试验结果见图6,由于无法直接测出风干排气

条件下的体应变,图6(b)中只绘出了饱和排水条件

下的累积体变曲线。

图4 松散堆积体的Cvr-γd 和Cdr/S-γd 关系

Fig.4 TherelationshipofCvr-γdandCdr/S-γdofloosedeposits

图5 相关系数与应力水平指数的关系

Fig.5 Therelationshipbetweencorrelationcoefficientsand
stresslevelindexes

  由图6的累积应变曲线可以看出:相同干密度

(1.9g/cm3)、相同振次下,饱和不排水的累积应变

最大,饱和排水条件下次之,风干排气累积应变最

小。以N=20次、η=0.9为例,饱和不排水累积应

变为1.38%,饱和排水累积应变0.93%,而风干排气

累积应变只有0.38%。饱和排水条件下,干密度越

大累积应变越小。以N=20次、η=0.9为例,干密

度1.9g/cm3 下的累积轴应变为0.93%,累积体应

变为0.57%,而干密度2.1g/cm3 下的累积轴应变

仅为0.22%,累积体应变仅为0.31%。由此发现,不
同的初始物性状态与不同的排水条件都会对松散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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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体的残余变形产生显著影响。

图6 不同状态松散堆积体轴向累积轴应变及累积

体应变曲线

Fig.6  Accumulated axial strains and accumulated
volumetricstrainsofloosedepositsindifferent
conditions

3 试验结果讨论

试验内容①研究不同静应力水平、不同动荷载

幅值下残余应变随振次的发展规律,通过改进沈珠

江 模型对试验数据进行拟合,得到模型的拟 合

参数。沈珠江模型可以写成增量显式形式,参数容

易获得,并且一套参数就能求得不同静应力水平及

不同动应变条件下残余应变随振次的累积关系,同
时考虑残余剪应变与残余体应变,因此该模型得到

了较广泛的应用,积累了大量的试验数据,如表4所

示。
由试验内容②初步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不同

干密度、含水状态及排水条件是残余应变的重要影

响因素,在应用沈珠江残余应变公式时应选取与工

程实际条件相匹配的参数,否则计算结果不可靠。
试验内容②的结果也说明,无论是天然的松散堆积

体边坡还是以其为材料人工填筑的高路堤,从工程

角度来看,保持坡面良好的排水条件,缩小松散堆积

体的浸水范围,提高人工填筑料的密实度,对减小其

地震沉降及残余变形非常有利。如果以变形作为动

强度的标准,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排水条件好的

松散堆积体动强度要高于排水条件差的松散堆积

体。王昆耀等[12]关于筑坝粗粒土的残余变形研究

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与其他残余应变的经验拟合公式一样,沈珠江

模型是基于室内规则的循环荷载三轴试验数据拟合

得到的经验公式,当应用于不规则地震荷载作用下

的残余应变计算时,不能考虑波序、先期振动历史、
土性的影响。其次,由于不是从根本的残余应变产

生的力学机理上来建立残余变形公式,在有限元框

架下进行工程计算时该方法需要一些假设来作为桥

梁,有一定的局限性。考虑波序、先期振动历史等条

件,并易于与有限元结合是该方法以后可以深入研

究的地方。

表 4 模型参数数据综合

Table4 Summarydataofmodelprameters

数据文献
模型参数(c3=0)

c1 c2 c4 c5
试验土料

颗粒组成/%
60~40mm40~20mm20~10mm 10~5mm <5mm

本试验 3.892 0.572 11.991 0.318 松散堆积体 14.23 28.74 26.77 12.32 17.94
文献[7]f=0.1Hz 1.40 0.979 13.7 1.11 堆石料 - 32.82 28.76 21.15 17.27

2.56 1.21 14.97 0.737 主堆石料 - - - - 17
文献[8]* 2.19 0.92 6.93 0.582 次堆石料 - - - - 25

9.00 0.14 9.12 0.372 河床覆盖料 - - - - 21
0.998 0.934 36.014 0.582 主堆石料 22.4 29.4 21.8 16.4 10.0

文献[9]*f=0.1Hz 1.343 1.247 13.852 0.642 垫层料 15.7 19.8 14.1 10.4 40.0
0.861 0.777 16.032 0.931 过渡料 22.0 28.6 20.9 13.5 15.0

文献[10]f=0.1Hz 0.69 0.53 6.51 0.71 素堆石料 16.99 25.48 20.63 19.41 17.50

文献[11]f=0.1Hz
c1 c2 c4 c5 试验土料 >5 5~2mm 2~1mm 1~0.5mm <0.5
0.368 1.311 1.183 0.886 细砂砾料 - 16.1 15.8 18.1 50
0.151 0.818 0.686 0.734 粗砂砾料 14.0 33.3 22.9 23.8 6.0

  *:文献[8]、[9]以e为底的自然对数进行拟合,在总结对比时,将文献数据转换为以10为底的常用对数下的拟合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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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通过TAJ-2000大型动静三轴仪研究松散堆积

体残余变形随振次的累积规律,用改进的沈珠江模

型进行描述,并对比不同干密度、初始含水状态及排

水条件下松散堆积体残余变形的差异,得到如下结

论:
(1)采用大型动三轴仪进行循环荷载残余变形

试验时,测试了不同频率下仪器与松散堆积体试样

相互作用下的输出,发现频率对循环荷载的输出效

果有显著影响,与试验仪器性能及试样特性有关。
为保证试验结果的可靠性,循环荷载试验应结合具

体的研究问题选取适当的加载频率,本次残余变形

试验频率取为0.1Hz。
(2)在较低的围压范围内(200~600kPa)松散

堆积体残余剪应变与lg(1+N)基本成线性关系,残
余体应变由于排水测体变的滞后,先期残余体应变

慢于半对数关系,后期快于半对数关系,实际情况应

该更接近半对数关系。试验曲线用改进的沈珠江残

余变形经验公式拟合,效果较好。
(3)不同干密度、初始含水状态及排水条件下

松散堆积体残余变形之间差异较大。饱和排水条

件,相同动应力及相同振次下,干密度越小,残余变

形越大;相同干密度 (1.9g/cm3)、相同动应力及相

同振次下,饱和不排水的累积应变最大,饱和排水条

件下次之,风干排气累积应变最小。在应用沈珠江

残余变形公式进行松散堆积体工程计算时,选取的

参数应当充分考虑不同的工程条件。
(4)应力水平S 的指数n 表征了初始静应力水

平对动残余变形的影响,在沈珠江残余变形经验公

式中,其对残余剪应变的影响比对残余体应变的影

响要显著。指数n 的大小应当与土体材料特性及

试验条件相关,n 的取值对拟合的效果有重要影响,
因此不同的土体材料下应力水平S 对残余变形的

影响规律还需更多的试验数据积累及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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