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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了研究垃圾土蠕变 降解沉降特性!选取重庆市某垃圾场典型试样!基于室内蠕变观测试

验得到蠕变 降解沉降过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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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符合其沉降变形特性的
TRY

计算模型!验证了

该模型合理性!同时对沉降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表明!因外部应力和内部蠕变降解引起

的沉降总量可达试样高度的
!!')e

!渗滤液在前期的溢出量受外部荷载和有机物含量的控制#垃圾

土中有机物的降解规律可用
U3670.?B

模型来表示!累计沉降量和累计渗滤液产量之间符合指数函数

关系#有利于初期压缩变形和后期降解沉降的最优有机物含量区间为
)G'+e

#

!#'DCe

#内部温度监

测结果显示!

)*

#

D+f

是一个可加快内部有机物降解速率的温度区间!且在
D+f

时作用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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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填埋技术作为经济的垃圾处理方式)仍然

被大多数发达国家采用+

+E)

,

*由于垃圾土是一种复

杂的非饱和多孔介质)影响其变形沉降的因素较多

%例如外部荷载(有机物含量等&)导致对垃圾土蠕变

沉降 沉降规律)以及建立符合其蠕变沉降特性本构

模型的研究)仍然是目前研究的难点*

在其他国家)垃圾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沉降理

论(计算模型以及影响沉降因素分析方面*模型计

算理论主要有!

S%J9.B

+

!

,建立的分阶段沉降计算模

型(基于生物降解反应的降解 沉降模型+

DE#

,

)以及根

据一级动力衰减理论建立的
K0670?%

模型+

C

,

'

H0F-

等+

@E+*

,根据临界状态理论(力学蠕变和时间因素决

定的降解沉降)给出了具有普遍意义三阶段本构计

算模型*但是随着瞬时压缩的完成)针对后期蠕变

和降解沉降阶段)由于影响沉降的因素较多%降解(

温度(渗滤液量等&)至今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

理论和计算模型*根据
0̀88B

等+

++E+)

,通过对垃圾组

成成份近
#"0

的调查)发现随着垃圾土中有机物含

量的增加)因蠕变和降解引起的次固结沉降在总沉

降中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最高可达占填埋高度的

DGe

*而这成为导致现有的沉降模型不能准确预测

垃圾场的沉降的原因之一*

在垃圾土的降解 沉降影响因素分析方面)

;&0

=

.%-?

P

等+

+!E+"

,从有机物降解度方面)研究了降解

与产气量(渗滤液以及垃圾土力学参数的影响关系'

Y0/B%/

等+

+#E)*

,关于垃圾土中热量的产生以及温度的

做了大量的研究)并且得到因垃圾体内部有机物的降

解以及内部物理 化学反应)会导致垃圾体内部温度

的升高)而温度反过来可加快有机物降解的速度*

在中国)胡敏云等+

)+

,通过试验得出垃圾土的沉

降是应力和时间的双重函数)而从微观上讲是一个

复杂的生化反应和降解的长期过程*施建勇等+

))

,

通过试验指出垃圾中有机物的降解规律可用指数函

数来表示'柯瀚等+

)!

,研究了应力对蠕变 降解沉降

的影响)指出初始压力越大)产生的主压缩应变越

大)后期的降解沉降和蠕变沉降越小)随着时间的增

加)压力对总沉降的影响相对减小'谢强等+

)DE)@

,基于

实测沉降数据)对垃圾土的蠕变 沉降特性也进行了

大量工作*

本文基于特制蠕变试验装置%图
+

&)对不同有

机物含量的垃圾土进行了
!!*?

的降解 蠕变观测

试验)根据实测蠕变 沉降数据选取适合沉降特性的

模型元件)通过分析有机物含量对垃圾土沉降的影

响)以及渗滤液(累计沉降(降解(温度之间的关系)

建立符合重庆地区垃圾土蠕变降解 沉降的本构计

算模型)研究结果能够为准确预测垃圾土的蠕变沉

降提供理论支持*

图
;

!

蠕变沉降观测仪器

;

!

试验样品的准备以及特性

新鲜垃圾土试样来自重庆市某填埋场)其典型

组成成份和含水率范围见表
+

(

)

*

表
;

!

研究区域生活垃圾典型组分成份

类型 百分比"
e

合计"
e

有机物%

[

&

叶果%

[T

&

))'@)

杂骨%

[T

&

+'""

纸类%

[(

&

"'!G

织物%

[(

&

)'@D

橡塑%

[(

&

++'@)

竹木%

[(

&

+'"!

D"'G"

无机物%

d

&

金属%

d>

&

+'+#

砖瓦%

d(

&

!'*+

玻璃%

d(

&

)'+G

砂土渣%

d(

&

+C')+

)!'"C

其它
!*'D@ !*'D@

表
<

!

生活垃圾中各组分含水率范围值和典型值

类型 范围"
e

典型值"
e

叶果
"*

#

@* C*

杂骨
"

#

)* +"

纸类
D

#

+* #

织物
#

#

+" +*

橡塑
+

#

D )

竹木
+"

#

D* )*

金属
)

#

D !

砖瓦
#

#

+) @

玻璃
+

#

D )

砂土渣
#

#

+) #

!!&

表
+

(

)

数据由重庆市环境卫生科研所提供*

@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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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

和
)

中所示典型垃圾土组份)在室内

配置有机物含量分别为!

+*e

(

)*e

(

!"e

(

"*e

(

#"e

(

+**e

的垃圾土试样)并将试样放入特制密封

的蠕变观测仪中%见图
+

&)然后进行蠕变沉降观测

试验)试验过程中观测仪器严格密封)为了消除试验

数据的差异性)每组试样分为
"

个平行试验)观测时

间为
*

#

!!*?

*

<

!

试验方法及监测

<K;

!

加载方式

目前中国关于室内垃圾土蠕变试验一般采用分

级加载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的依据是假定材料满

足线性叠加原理)即认为材料是线性流变体*而生

活垃圾是否是#线性流变体$)须进一步研究)本次试

验选取分别加载方法)加载等级分
D

级)分别为

+**

(

)**

(

!**

(

D**WT0

)如图
)

所示)

+WT0

即相当于

密度为
+'*g+*

!

W

=

"

<

! 的生活垃圾填筑
+*6<

高

时)底层垃圾所受的压力)加载曲线如图
!

所示*

图
<

!

试验的加荷等级

图
=

!

分别加载蠕变曲线示意图

<K<

!

试验装置及温度监测

静力蠕变试验采用特制的蠕变沉降观测仪)容

器高
"**<<

)直径
!**<<

)试样高
!**<<

)承载

板厚
+@<<

'渗滤层层厚
)*<<

)试验装置如图
)

所

示*试验前对渗滤层充分饱和压实'碎石层上下表

面各垫一层滤纸)容器顶部用密封盖密封)以模拟封

场后的厌氧环境'其中!百分表用于观测生活垃圾随

时间的沉降量)量瓶用于量测渗滤液产生量)加压设

备用以保证荷载的垂直施加)生物反应气的回收采

用专门的装置*在试验开始前)对有机物含量为

+*e

(

)*e

(

!"e

(

"*e

(

#"e

(

+**e

的试样进行

!WT0

初始预压%等价于
*'+"<

厚的上覆土层&)然

后放入蠕变监测仪器中进行观测试验)并开始记录

渗滤液和沉降量等数据*

在蠕变降解试验中)通过专门设置的温度敏感

探头对垃圾体内部温度场进行了探测)监测时间为

!!*?

)同时详细记录了渗滤液量的变化情况*试验

过程中)外部温度保持在恒温%

)*f

&*

=

!

试验结果与分析

=K;

!

沉降特征曲线

试验选取有机物含量为
"*e

的试验曲线作为

分析对象)并对瞬时应力 应变)蠕变降解 沉降过程

中渗滤液产量(变形沉降量(不同降解阶段试样有机

物残余含量等数据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曲线如图
D

(

"

(

#

所示*

图
>

!

不同正应力下累计渗滤液'应变曲线与时间关系曲线

!!

图
D

为有机物含量为
"*e

的垃圾土试样)在不

同正应力下的侧限压缩%

*

#

!*?

&曲线)从上图可以

得出)试样的应变量和渗滤液累计产量都随外部荷

载的增加而增加)因
*

#

!*?

内有机物的降解率小

于
)'+"e

)沉降受降解的影响较小)分析认为垃圾

土的初始压缩沉降主要受外部荷载的大小以及内部

渗滤液因外部应力#挤压$效应的排出引起的+

!

,

*

根据图
"

所示)可将压缩变形分为
!

个阶段)

%瞬时压缩(主压缩(次压缩阶段&*对比图
"

(

#

)主

压缩阶段%

!*

#

G*?

&)渗滤液和沉降量日产值呈递

减趋势)且此阶段有机物的降解度在
)'+"e

#

#]#"e

)因此分析认为此阶段垃圾土的沉降量主要

由颗粒骨架的受力蠕变(以及垃圾体中细颗粒向大

孔隙移动引起孔隙的减小引起)而降解对沉降的贡

献较小*

!!

次压缩阶段%

G*

#

!!*?

&)随着垃圾内部生化反

应和降解的发生%降解度为
+"'#@e

#

)G'#!e

&)渗

G

第
#

期 赵燕茹!等'垃圾土蠕变
E

降解沉降特性试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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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B

!

有机物含量
BLM

日渗滤液 降解率 沉降 时间关系曲线

图
C

!

累计渗滤液 降解率 时间关系曲线

滤液产量在厌氧降解阶段出现典型的二次#

K

$型峰

值)分析认为二次峰值的出现是由于内部生化反应

导致内部温度升高)而温度升高对降解产生加速的

结果*

=K<

!

有机质降解特征曲线

由于试验得到的有机质降解率(渗滤液量(沉降

量与时间关系曲线与
U3670.?B

模型+

)G

,有较好的一致

性)因而采用此模型来描述有机质的降解过程*

假设垃圾土试样初始质量为
;

*

)

;

,

为试样在

某一降解时刻的质量)则有降解率!

*

*

%

#

*

,

*

*

%

*

*

)

*

,

*

*

%

+

&

降解速率!

$

%

*

+

)*

5

)

+

<

5

)

<

5

)

+

%

)

&

根据
U3760.?B

生物生长规律)则有!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

%

!

&

假设初始垃圾土试样质量为
*

*

)降解后期垃圾

土试样质量为
*

>

)则!

=

*

%

*

*

)

*

<

*

*

1

+**e

%

D

&

式中!

*

*

为
<

时刻的降解率'

=

*

为有机质的最终降

解率'

"

为形状参数'

#

为生物生长速度'

<

*

为初始

参数*%图
C

所示拟合曲线中!

=

*

%

##7G

)

"

%

*]))#

)

#

%

*7*)#

)

<

*

%

+C

*&

图
C

为选取有机物含量为
"*e

的试样进行分

析)得出的拟合曲线)在%

*

#

!*?

&降解率急剧增加)

这是由于试样中的渗滤液在外部荷载作用下的大量

排除造成的)而不是因有机物的降解引起的'随时间

的增加%

!*

#

G*?

&)降解率趋于平缓)降解速率趋于

最低值)试样的沉降进入骨架蠕变沉降阶段)

G*?

后

进入降解沉降阶段*

图
?

!

降解率 降解速率关系曲线

=K=

!

累计沉降量 渗滤液量特征曲线

图
@

为
"

组不同有机物含量的垃圾土试样)其

渗滤液产量和沉降量在
*

#

!!*?

内)实测特征曲线

与拟合曲线'随着试样中有机物含量的增加)渗滤液

和沉降也随之增加*由于垃圾土在后期蠕变 降解

阶段的主要产物为气体和渗滤液)且在后期的产生

比例稳定+

+)

,

)因此可以通过监测垃圾场渗滤液溢出

量来推算其沉降值*

图
N

!

拟合指数模型

!!

从图
@

中可以得出)不同有机物含量的垃圾土

试样)其累计沉降量和渗滤液产量之间符合指数函

数关系)公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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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

9

%

)

1

"

,

&

(

8

%

"

&

式中!

?

累计沉降量'

1

!累计渗滤液量'适宜重庆地

区垃圾土的试验参数
+

(

,

(

8

为!

+ \c)**

'

,\

)C**

'

8\)**

*

=K>

!

有机物含量 渗滤液 沉降关系

表
!

给出了不同有机物含量的垃圾土试样)其

渗滤液 沉降在不同阶段监测数据的统计结果)结合

图
C

划分的有氧和厌氧阶段以及有机物含量 沉降

量 渗滤液关系曲线)对不同沉降阶段的变形机理进

行定量分析)试验曲线如图
G

(

+*

所示*

在有氧阶段%

*

#

G*?

&)因外部荷载作用)沉降

变形量和渗滤液溢出量随有机物含量的增加而增

加)当有机物含量为
#"e

时)两者达到最大值)然后

随着有机物含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小*

表
=

!

不同有机物含量的垃圾土渗滤液 沉降数据统计

试样

编号

有机物

含量"
e

阶段

渗滤液日产出量"%

<Q

1

?

c+

& 日沉降量"%

<<

1

?

c+

&

时间"
?

范围值"

%

<Q

1

?

c+

&

平均值"

%

<Q

1

?

c+

&

峰值"

%

<Q

1

?

c+

&

峰值

时间"
?

时间"
?

范围值"

%

<<

1

?

c+

&

平均值"

%

<<

1

?

c+

&

峰值"

%

<<

1

?

c+

&

峰值

时间"
?

(%'+ +*

$

*

#

+D! *

#

D+ @'D+ D+'** + *

#

@! *

#

+'!C *'#G +'!C #)

%

+D!

#

!)) +

#

@# )#')C @#'** )*D @!

#

!))*'+#

#

!'#C +'!* !'#C +!D

(%') )*

$

*

#

+*! *

#

D@ +#'#D D@'** # *

#

GD *

#

!'C* +'+! !'C* +C

%

+*!

#

!)) *

#

))G !G'*" ))G'** )** GD

#

!))*'#C

#

D'"# +'@C D'"G )*D

(%'! !"

$

*

#

GG *

#

#! !)'D" #!'** +# *

#

CD *

#

D'+!# +'@+ D'+D +@

%

GG

#

!)) *

#

+!G !D')# +!G'** +C+ CD

#

!))*'!D

#

!'@" +'!+ !'@" )*"

(%'D "*

$

*

#

GG *

#

+!!'DC DG'@@ +!!'DC +@ *

#

@" *

#

"'G" )')* "'G" +@

%

GG

#

!)) *

#

+*D )C'C@ +*D'** )*" @"

#

!))*'!D

#

)'D) +'*+ )'D) )*D

(%'" #"

$

*

#

+!D *

#

)+* #)'"* )+*'** +@ *

#

@* *

#

C'C!+ )'C+ C'C! +C

%

+!D

#

!)) *

#

@D !*'+G @D'** +C+ @*

#

!))*'+G

#

+'DD *'"@ +'DD +**

(%'# +**

$

*

#

+D *

#

G@')" !@'C@ G@')" D

%

+D

#

)DG)'#

#

C#'C" +@'*C C#'C" D#

图
A

!

两阶段有机物含量与平均渗滤液关系曲线

!!

在厌氧阶段%

G*

#

!!*?

&)由于试样在外力作用

下已经压密)结合封场后的实际情况)外部应力对沉

降的影响可以忽略)而降解对沉降开始起主要作用*

当试样中有机物含量为
#"e

时)因降解产生的渗滤

液量 达 到 最 小 值
@D <Q

'对 用 的 沉 降 峰 值 为

+'DD<<

)而试样中有机物含量为
+**e

时对应的渗

滤液量为
)C'C"<Q

%对应的沉降量值因发酵起泡而

读数失败&*而试样中有机物含量为
)*e

时)因降

图
;L

!

两阶段有机物含量 平均沉降关系曲线

解在厌氧阶段产生的渗滤液量可达
))G<Q

*这说

明由于有机物含量高的试样随渗滤液在前期大量溢

出)阻碍了有机物在厌氧阶段的降解和生化反应)渗

滤液溢出量和沉降量反而减小*根据渗滤液产出

量)通过内插方法得到两阶段中有利于前期压缩和

后期讲解沉降的垃圾土有机物含量最优区间为

)G]+e

#

!#]DCe

*

++

第
#

期 赵燕茹!等'垃圾土蠕变
E

降解沉降特性试验研究



 http://qks.cqu.edu.cn

根据统计结果)有氧阶段%

*

#

G*?

&不同有机物

含量的试样其平均沉降量为
+'C+<<

)而后期平均

沉降量为
+'))<<

)这说明前期碾压有助于加快有

机物含量高的填埋体的瞬时沉降)但却导致后期降

解反应的速度)而垃圾土的次压缩沉降主要由降解(

生化反应速度以及试样中有机物含量的大小决定)

这与柯瀚+

"

,的研究结果趋于一致*

表
D

给出了不同有机物含量的垃圾土试样)其

累计沉降量在
!*

(

G*

(

!!*?

的统计值)分析得出在

同一外部荷载作用下)有机物含量高的垃圾土试样

在初期%

!*?

&的应变增量较大)在后期但后期应变

增量却逐渐减小)'而低有机物含量的试样)在前期

的瞬时应变量较小)在但在后期蠕变 降解阶段)其

累计应变增量却大于高有机物含量的试样*例如在

!*

#

G*?

)累计应变最大值对应的有机物含量为

!"e

'在
G*

#

!!*?

)有机物含量为
)*e

所对应的累

计沉降量可达试样总高度的
!!')e

)试验结果略小

于
SJ083

+

++

,测试结果*

表
>

!

不同有机物含量累计蠕变沉降
M

有机物

含量"
e

累计应变量

!*? G*? !!*?

+* "'CC @'*# +!'#G

)* +*'"! +!'D* )*'@*

!" +#'#" )*'+* )#'+D

"* ))'D@ )"'#G )G'G!

#" )C'@* !*'C@ !!')*

=KB

!

温度 降解的影响

图
++

为
*

#

!!*?

内温度与渗滤液日产量关系

曲线*在
*

#

G*?

)温度区间在
"'"

#

+C'"f

)由于

有机物的降解率低于
+"'#@e

)可认为此阶段温度

对降解的影响较小'在
G*

#

+!"?

)温度区间为
+)

#

)Df

*随着内部氧气的消耗)垃圾体进入厌氧反应

阶段)对应垃圾土的蠕变变形阶段'在
+!"

#

)D*?

)

温度区间为
))

#

D+ f

)渗滤液日产量呈#

K

$型峰

值)而有机物的降解率在
!+')e

#

#)'"e

*

)D*?

以后)不同有机物含量的垃圾土)其渗滤液日产出量

和沉降量都开始减小)并趋于稳定%对应的温度区间

!"

#

!@f

&*

!!

综上分析得出)温度对降解的影响主要在厌氧

阶段%

+!"

#

!!*?

&)随着垃圾土内部温度场上升到

))

#

D+f

时)不同有机物含量的垃圾土)渗滤液在

厌氧阶段都出现了#

K

$型峰值)说明此阶段的温度

图
;;

!

渗滤液 温度随时间变化曲线

值有助于厌氧阶段垃圾土中有机物的降解)且当温

度为
D+f

时)降解反应最为激烈*而这一温度值与

Y0/B%/

+

+"

,的研究结果较为一致*

本文试验中温度对降解的影响分析仅限于

!!*?

内的监测结果)对于更长时间内的温度 降解

变化)需要做做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

!

蠕变降解 沉降本构模型"

I2O

#

>K;

!

沉降计算模型"

I2O

#

通过对不同有机物含量垃圾土试样的前期压缩

和后期静力蠕变降解试验)得到不同阶段垃圾土变

形特性具有以下特点+

)D

,

!

+

&垃圾土在初始应力作用下的瞬时应变*

)

&垃圾土的骨架蠕变%不可恢复变形&*

!

&因降解产生的衰减蠕变)理论上有时间最

大值*

根据垃圾土材料在本次试验过程中所表现出的

蠕变特性)选用最接近试验现象的滞弹性体模型

%

TRY

体&)该模型符号为
Y

'

%

Yc(

&*其中
Yc

(

为弹性粘滞性元件)又称
K0VJ9&&

%简称
K

体&*

+

&

TRY

体的本构方程

设
Y

体应力
'

+

(应变
+

+

及
K

体应力
'

)

(应变

+

)

*并联特点是应变相等)应力相加)故一维状态!

'%'

+

('

)

%

#

&

+%+

+

%+

)

%

C

&

'

+

%

@

+

+

+

%

@

&

+

1

)

%

'

1

)

@

)

(

'

)

,

%

G

&

式中!

@

+

(

@

)

分别为模型中弹性元件
+

(

)

的弹性模

量'

,

为粘滞元件的粘滞系数*从以上各方程式中

消去
+

+

(

+

)

(

'

+

(

'

)

)即得
TRY

体的本构关系!

'(

,

@

)

'

1

%

A

+

+(

%

@

+

(

@

)

&

@

)

,

+

1

%

+*

&

或

'(

B+

'

1

%

C*

+

1

(

C+

+

1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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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B+

%

,

@

)

)

C*

%

@

+

)

C+

%

%

@

+

(

@

)

&

@

)

,

三维张量方程!

:'

(

B+

D

:'

%

)

C*

@'

(

)

C+

D

@'

%

+)

&

式%

+*

&(%

++

&(%

+)

&均为
TRY

本构方程表达式*

)

&

TRY

体的蠕变方程

应力条件!

:'

%

:'

*

\

恒量)

:'

%

*

初始条件!

<

%

*

)

@'

%

@'

*

)由本构方程%

+!

&得

其应变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

*

%

)

C*

@'

(

)

C+

D

@'

%

+D

&

或

D

@'

(

C*

C+

@'

%

+

)

C+

:'

*

%

+"

&

由该微分方程解得蠕变方程!

@'

%

@'

*

9V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V

M

)

/

+

/

)

<

%

/

+

(

/

)

&

+ ,

2 3

,

%

+#

&

即!

+%+

*

9V

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V

M

)

@

+

@

)

<

%

@

+

(

@

)

&

+ ,

2 3

,

%

+C

&

此蠕变方程式表示应力为值恒定时)应变随时

间按指数递增*

当
<

%

*

)

@'

%

@'

*

%

:'

*

)/

+

(

:'

*

)/

)

'

当
<

(

h

时)

@'

%

:'

*

)/

+

)蠕变曲线如图
+)

所示*

图
;<

!

I2O

体模型及其蠕变曲线

!!

!

&

TRY

模型参数的求解

根据实测数据和
TRY

模型参数定义)可分别

求出模型中的和*

当
<

(

h

时!

+

9/?

%

'

*

@

+

)

@

+

%

'

*

+

9/?

%

+@

&

当
<

(

*

时)

+

*

%

'

*

@

+

(

@

)

)

@

)

%

'

*

+

*

)

@

+

%

+G

&

式中!

+

9/?

为最终%稳定&应变*

>K<

!

沉降模型"

I2O

#实例验证

根据
TRY

沉降计算模型)选取有机物含量为

"*e

的垃圾土试样)分别在
+**

(

)**

(

!**

(

D**WT0

下的应变随时间的试验曲线)并与拟合曲线作对比*

如图
+!

所示)计算参数见表
"

*

图
;=

!

试验数据与
I2O

模型拟合曲线

表
B

!

垃圾土
I2O

模型的拟合参数建议值$

<>

&

应力水平"

WT0

@

+

"

%

+*

c+

KT0

&

@

)

"

%

+*

c+

KT0

&

,

"

%

+*

c+

?

1

KT0

&

:

)

+** D'+C #'@! ++')! *'+D

)** C'!C C'GG +*'"C *')!

!** G'C) "'#" @'"" *'!C

D** ++'") "'** C'") *'"C

B

!

结
!

论

通过蠕变沉降观测试验)分别对不同有机物配

比的新鲜垃圾土进行了长期静力蠕变沉降观测试

验)得到以下结论!

+

&基于蠕变降解 降解沉降特性试验曲线建立

的
TRY

沉降计算模型)能够较好的模拟反应过程

的蠕变和降解沉降特性*

)

&垃圾土试样因外部应力和内部蠕变降解引起

的总沉降量可达试样高度的
!!')e

且垃圾土中渗

滤液在前期的溢出量受外部荷载和有机物含量共同

控制*

!

&垃圾土试样中有机物降解规律可用
U3670.?B

模型来描述'通过垃圾土的蠕变降解沉降曲线)得出

累计沉降量和渗滤液产量之间符合指数函数关系*

D

&通过分析蠕变降解 沉降过程曲线得出有利

于初期压缩变形和后期降解沉降的最优有机物含量

区间为
)G'+e

#

!#'DCe

*

"

&温度监测结果显示)

)*

#

D+f

是一个可加快

内部有机物的降解速率的内部温度场)且在
D+f

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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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降解的作用最大*

在本构模型的建立中)没有将温度对沉降的影

响考虑进去)而这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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