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ttp://qks.cqu.edu.cn

第３３卷第３期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Ｖｏｌ．３３Ｎｏ．３

２０１１年６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ｉｖｉｌ，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Ｊｕｎ．２０１１

细粒含量对饱和砂土动孔压演化特性的影响

王艳丽１，２，饶锡保１，潘家军１，王　勇３

（１．长江科学院 水利部岩土力学与工程重点实验室，武汉４３００１０；

２．同济大学 岩土及地下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２０００９２；

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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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室，武汉４３００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２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２００８ＢＡＢ２９Ｂ０２）；长江科学院中央级公益科研院所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

（ＣＫＳＦ２０１００１６）

作者简介：王艳丽（１９８１），女，博士，主要从事岩石渗流力学与土动力学方面的研究，（Ｅｍａｉｌ）ｗｙｌｄｈｈ＠１２６．ｃｏｍ。

摘　要：利用ＧＤＳ循环三轴仪，对不同细粒含量砂土进行了不排水动三轴液化试验，并基于Ｓｅｅｄ

孔压应力模型，研究了细粒含量对液化进程中动孔压演化特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细粒含量对

砂土孔压发展影响较大，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孔压发展模式参数θ的不同。含细粒砂土中细粒含量

与孔压参数θ的关系不是呈单调的线性关系。参数θ先随着细粒含量的增加而减小，并在细粒含量

为３０％时达到最小值，之后随着细粒含量的增加又逐渐增加，不同的是参数θ在细粒含量超过３０％

后，其增加的趋势相对平缓。通过对不同细粒含量砂土动孔压演化特性试验研究，更进一步证明了

临界含量的存在，试验所用的含细粒砂土，临界细粒含量在３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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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体在振动作用下产生的孔隙水压力是影响其

抗震稳定性的重要因素，土体的液化是在一定条件

下由于荷载作用导致孔隙水压力增长的结果，探讨

土体的液化机理可以从研究土体中孔隙水压力增长

的机理入手［１］。动荷载作用下孔隙水压力的变化是

改变土体强度、引起土体变形的根本原因，也是应用

有效应力法分析土体稳定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已有

学者对饱和砂土的动孔压演化规律进行了研究，得

到了许多有用的研究成果［２６］，这些对饱和砂土动孔

压演化特性的研究中，采用较多的是均一的纯净砂。

事实上，自然界广泛分布着含有细颗粒的砂性土或

砂质粉土等砂粉混合物。Ｂａｚｉａｒ和Ｄｏｂｒｙ（１９９１）
［７］

也指出在自然界中均质砂并不多见，且易产生流滑

现象的多是冲填沉积砂土或填筑砂土，它们在颗粒

组成上与纯净砂明显不同，均为含一定细粒的砂土。

细粒含量的影响研究可追溯到砂土中细粒含量

对动强度的影响研究上，此后细粒含量对地基液化

的影响逐渐引起学术界和工程界的重视。国内外国

相继开展了细粒含量的影响研究，研究重点是细粒

含量对动强度的影响［８］，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

果［９１５］，而针对细粒含量对砂土动孔压的影响研究

方面则开展相对较少，定量的研究几乎鲜有报道。

本文利用ＧＤＳ循环三轴仪，对不同细粒含量砂土进

行了不排水动三轴液化试验，并基于Ｓｅｅｄ孔压应力

模型，研究细粒含量对液化进程中动孔压演化特性

的影响。同时建立不同细粒含量影响的孔压应力发

展模式，并对细粒含量对动孔压影响的机理进行了

解释，研究结果可为估计同一地区不同细粒含量砂

土的动孔压发展提供一定依据。

１　试验仪器试样制备、试验方法

１１　试验仪器

　　试验仪器采用同济大学岩土与地下工程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的ＧＤＳ循环三轴仪。它是由英国ＧＤＳ

公司研制生产的高精度三轴仪，利用高速直流伺服

马达施加动荷载（轴向），根据电子荷重传感器和位

移传感器的反馈对荷载和变形的大小进行计算机控

制，其基本功能包括：１）可在５Ｈｚ范围内进行单向

轴压的循环加载；２）可在５Ｈｚ范围内对试样施加循

环的轴向变形；３）可进行常规的三轴试验，包括拉伸

和压缩试验，应力控制和应变控制；其主要参数：１）

最大轴力：７ｋＮ；２）最大围压：１７００ｋＰａ；３）试样直

径：３９．１ｍｍ、５０ｍｍ、７０ｍｍ、１００ｍｍ；４）加载频率：

０～５Ｈｚ。该仪器由以下几部分组成：制动单元、三

轴压力室和平衡器、围压控制器、反压控制器、信号

控制器、高速数据采集和控制卡（ＨＳＤＡＣ卡）。

１２　试样制备

制备试样前对所需使用的砂粒和细粒预先进行

了分选，土样经风干后过０．２５ｍｍ筛，然后在水中用

０．０７５ｍｍ筛子进行洗筛，选取０．０７５ｍｍ筛上的砂

样，其粒径在０．０７５～０．２５ｍｍ范围内作为骨架砂；将

０．０７５ｍｍ筛下的水溶液静置，待细颗粒沉淀，水变清

后，倒出清水。晾干细颗粒土样即为小于０．０７５ｍｍ

的细粒，用碎土器磨碎土样，烘干。试验所用的砂样

由砂粒与细粒按照不同比例重新配制而成，掺入的细

粒含量犉犆（占试样总质量）分别为５％、１０％、１５％、

２０％、２５％、３０％、３５％、４０％、４５％。试验砂样按同一

个干密度制样，制样的干密度应在最大干密度的极小

值与最小干密度的极大值之间，本文试验确定砂土的

干密度为１．４０ｇ／ｃｍ
３。此时不同细粒含量砂土的相

对密实度在０．２９～０．７１之间，属疏松到中密状态。

表１为不同细粒含量砂样的基本物理力学性质指标。

制样时，控制配土试样的干密度１．４０ｇ／ｃｍ
３，根

据试样体积得到配土样的质量，按配土中的细粒含

量分别计算出该配制土样中砂粒和细粒的质量，然

后称取每个标准试样所需的砂粒和细粒的质量，秤

好后，充分混合、拌匀，加入适量的无气水，控制含水

率在８％左右。将一定质量的水和土充分搅拌均匀

后，在密封塑料袋内静置过夜，再取袋内不同位置处

的砂土测试其含水量，其差值不应超过１％。

试验采用直径为３９．１ｍｍ，高度为８０ｍｍ的重

塑土样。重塑土样的制备采用多层湿捣法，分５层

捣实。根据土样的干密度及预先设计的含水率确定

每层土样的重量，击实到相应高度，各层接触面刮

毛，以保证上下层接触良好。

１３　试验方法

土样制备完成后，放入饱和器内抽真空饱和，砂

样经真空饱和后，需经冻结才能装样。冻样装入三

轴室后在小侧压（２０ｋＰａ）下化冻并通脱气水，按照

操作规程进行试验操作，当孔压系数犅 大于０．９５

时，可认为试样满足饱和度要求，然后进入固结阶

段，所有试样均在固结围压１００ｋＰａ作用下进行排

水固结，当试样的体变在５ｍｉｎ之内不再增加时认

为达到了等压固结标准，固结完成后即施加循环荷

载，振动波形为正弦波、振动频率１Ｈｚ，试验的液化

标准有２种：１）孔压标准，即孔压等于围压认为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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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２）变形标准，即根据工程的重要性和经验选

定双向振幅应变值εｄ ＝５％ 为初始液化标准［１６］。

试验中采用双重固结标准：即孔压标准（狌ｄ ＝σ′０）

和变形标准（εｄ＝５％ ）。

表１　不同细粒含量砂样的基本物理性质指标

细粒含量犉犆／％ 比重犌Ｓ 平均粒径犇５０／ｍｍ 不均匀系数犆ｕ
干密度／（ｇ·ｃｍ－３）

最大值 最小值
相对密实度犇ｒ

５ ２．６８１ ０．１６５ ２．１４５ １．４８１ １．２３２ ０．７１４

１０ ２．６８３ ０．１６０ ２．３５８ １．６０２ １．２６１ ０．４６６

１５ ２．６９０ ０．１４８ ４．６８３ １．６４４ １．２６０ ０．４２８

２０ ２．６９３ ０．１４２ ６．０５８ １．７２３ １．２８２ ０．３２９

２５ ２．６９５ ０．１３８ ７．２７２ １．７４２ １．２８２ ０．３１９

３０ ２．６９７ ０．１３０ ７．５１６ １．７８１ １．２８４ ０．２９４

３５ ２．７０１ ０．１２３ ７．７５５ １．７７０ １．２８０ ０．３０９

４０ ２．７０３ ０．１１２ ７．８６０ １．７８１ １．２５１ ０．３５８

４５ ２．７０５ ０．０８５ ９．０２５ １．７５５ １．２５０ ０．３７２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２１　细粒含量对动孔压的影响

　　图１给出了部分细粒含量试样孔压发展全过程

的对比图。由图１可知，在振次比一定的情况下，不

同细粒含量砂土孔压比增长量不同，在振动的初始

阶段，孔隙水压力迅速升高，且随着细粒含量的增

加，砂土孔压比的增长量呈现出先降低后增加的趋

势。在细粒含量为３０％时，孔压比的增长量最小。

当 犖／犖ｆ 达到０．２左右时，孔压的增加趋缓；当

犖／犖ｆ达到０．８左右时，孔压比又开始快速增加；直

到犖／犖ｆ为１时，孔压接近达到围压时，砂土发生液

化。不同细粒含量砂土的动孔压增长模式可用

Ｓｅｅｄ提出的动孔压发展模式（１）来表示，区别是不

同细粒含量的影响体现在系数值的不同。

图１　不同细粒含量砂土动孔压的发展曲线

狌ｄ

σｃ′
＝
２

π
ａｒｃｓｉｎ

犖
犖（ ）
犳

１
２θ

（１）

式中：θ为试验常数，取决于土类和试验条件，而与

动应力和固结围压的大小无关。

２２　细粒含量对试验参数的影响分析

图２（ａ）－（ｆ）给出了归一化处理后部分细粒含

量砂土的动孔压发展试验曲线与Ｓｅｅｄ拟合曲线，试

验常数θ值列于表２。其拟合关系分别表示为：

当犉犆＝５％时：

狌ｄ

σｃ′
＝
２

π
ａｒｃｓｉｎ

犖
犖（ ）
ｆ

１
２×１．５０６

（２）

当犉犆＝１５％时：

狌ｄ

σｃ′
＝
２

π
ａｒｃｓｉｎ

犖
犖（ ）
ｆ

１
２×１．２４６

（３）

当犉犆＝２５％时：

狌ｄ

σｃ′
＝
２

π
ａｒｃｓｉｎ

犖
犖（ ）
ｆ

１
２×１．１８７

（４）

当犉犆＝３０％时：

狌ｄ

σｃ′
＝
２

π
ａｒｃｓｉｎ

犖
犖（ ）
ｆ

１
２×１．００３

（５）

当犉犆＝４０％时：

狌ｄ

σｃ′
＝
２

π
ａｒｃｓｉｎ

犖
犖（ ）
ｆ

１
２×１．１３５

（６）

当犉犆＝４５％时：

狌ｄ

σｃ′
＝
２

π
ａｒｃｓｉｎ

犖
犖（ ）
ｆ

１
２×１．１７２

（７）

表２　细粒含量与参数θ的关系

细粒含量／％

５ １５ ２５ ３０ ４０ ４５

１．５０６ １．２４６ １．１８７ １．００３ １．１３５１．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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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不同细粒含量砂土狌ｄ／σｃ′与犖／犖ｆ的关系

　　由表２可知，参数θ先随着细粒含量的增加而

减小，并在细粒含量为３０％时达到最小值，之后随

着细粒含量的增加又逐渐增加，不同的是参数θ在

细粒含量超过３０％后，其增加的趋势相对平缓。参

数θ随细粒含量的变化关系见图３。

由以上分析可知，细粒含量对砂土动孔压的影

响不是单调变化的，而是存在一个界限含量，使含细

粒砂土的动孔压在界限含量前后的变化规律呈相反

的变化趋势。对本次试验所用的含细粒砂土，临界

细粒含量在３０％左右。

３　细粒含量对砂土动孔压影响的机理

研究

　　细粒含量对砂土动孔压的影响仍可从含细粒砂

土的微观结构特征去解释。按颗粒大小不同，含细

粒砂土中的颗粒可分为２种粒组，分别为粗粒组和

细粒组。在犉犆＜３０％的情况下，含细粒砂土的动力

特性由粗粒组决定，当细粒含量逐渐增加时，粗粒之

间形成的骨架孔隙比（粒间孔隙比）犲ｓ逐渐变大，随

着骨架孔隙比（粒间孔隙比）犲ｓ的增大，砂土的振动

孔压更易消散，发展的较慢，这是导致相同振次比作

用下，含细粒砂土动孔压逐渐降低的原因。在犉犆＞

３０％的情况下，当细颗粒再进一步增加时，砂土的动

力特性主要由细粒决定，而细粒之间形成的骨架孔

隙比（细粒间孔隙比）犲ｆ则随着细粒含量的增加而逐

渐减小，随着骨架孔隙比（细粒间孔隙比）犲ｆ的减小，

相同振次比作用下，砂土的振动孔压不易消散，因而

发展较快，从而导致振次比相同的情况下，含细粒砂

土的振动孔压又随细粒含量的增多呈逐渐变大的趋

势。

图３　参数θ随细粒含量的变化关系

４　结　论

利用ＧＤＳ循环三轴仪，进行了不同细粒含量砂

土不排水动三轴液化试验，并基于Ｓｅｅｄ孔压应力模

型，研究了细粒含量对液化进程中动孔压演化特性

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１）细粒含量对砂土动孔压发展的影响较大。其

影响不是随着细粒含量的变化呈单调变化的趋势，

在振次比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细粒含量砂土孔压比

增长量不同，随着细粒含量的增加，砂土孔压比的增

长量呈现出先降低后增加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振动

的初始阶段尤为明显。

２）采用Ｓｅｅｄ孔压应力模型进行分析时，细粒含

５５第３期 王艳丽，等：细粒含量对饱和砂土动孔压演化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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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变化对砂土动孔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参数θ值

的不同，参数θ先随着细粒含量的增加而减小，并在

细粒含量为３０％时达到最小值，之后随着细粒含量

的增加又逐渐增加，不同的是参数θ在细粒含量超

过３０％后，其增加的趋势相对平缓。

３）通过对不同细粒含量砂土动孔压演化特性试

验研究，更进一步证明了临界含量的存在，本次试验

所用的含细粒砂土，临界细粒含量在３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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