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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航道整治建筑物及防护结构的模型试验中，往往采取一些简化方式进行模拟，由此对试验结果的影响目

前尚无定论，试验规程也无相应的技术要求指导试验中防护结构物的模拟。 基于相似理论提出了整治建筑物

及防护结构模型的相似条件与设计方法。 在可调密度易成型复合材料研发的基础上，提出了小比尺防护结构

的模拟技术。 通过水槽试验研究了软体排联接方式与几何相似偏离对软体排模拟的影响。 结果表明小比尺的

软体排与框架宜采用密度可调、形状可重塑的复合材料进行模拟；Ｄ 型软体排的压载块与排布系结简化为粘结

方式时，对排体的稳定性与变形特征没有影响；混凝土联锁块软体排采用粘结方式对排体的稳定性无影响，对
变形相似初期有一定影响，后期无明显影响；在保证压载块质量相似而放弃几何相似时，将影响排体的临界失

稳底流速与失稳模式。 研究结果可为防护结构的模拟提供技术参考，也为相关试验规程的修订提供技术支撑。

关　 键　 词： 航道工程； 整治建筑物模拟； 软体排模拟； 水槽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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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道整治建筑物及防护结构就结构特点而言主要有：坝体整治建筑物、软体排护底（或护滩）结构、框架

结构、散抛石等，其中软体排、框架、散抛石往往作为防护结构之一。 以往河工模型或水槽试验研究中，主要

采用建筑物的几何相似，模拟建筑物对水沙运动的影响，专门针对防护结构开展模拟研究的成果［１］ 较少，但
坝体附近的局部冲刷可能引起防护结构的相应变形，反过来影响冲刷的形态与深度等试验结果。 目前的试

验规程均无相应的技术要求指导试验中防护结构的模拟。
航道整治建筑物及防护结构中，散抛石如采用石英石模拟，则保证几何相似便可满足质量相似，进而稳

定性的研究较为方便，下文将不再讨论；散抛石坝局部冲刷研究中往往简化为实体坝，如采用水泥、有机玻璃

或木头等材料制成，则难以模拟局部冲刷引起的坝体垮塌对冲刷形态与深度的影响；软体排模拟受模拟材料

的限制，以前多直接采用马赛克模拟，近年来按压载块体质量相似而偏离几何相似的方法进行模拟［２－５］，其
中排布采用棉布模拟、压载块体用铝片［６］、马赛克（小比尺模型）或混凝土加铁粉块［７］（大比尺模型）进行模

拟，压载块体与排布间的联接简化为特定胶水将块体直接粘贴于棉布上。 但压载块体几何尺寸相似的偏离

与联接方式的差异可能使得排体所受水流作用力不同，进而影响软体排稳定性与变形的相似程度，这一系列

简化对排体变形与稳定性的影响目前没有定论；框架结构模拟主要考虑几何相似或者质量相似，模拟的材料

常为塑料［８－９］（密度 １ ３×１０３ ｋｇ ／ ｍ３）、混凝土［１０－１２］（密度 ２ ４×１０３ ｋｇ ／ ｍ３）、铝丝［４］（密度 ２ ７×１０３ ｋｇ ／ ｍ３）、紫
铜管［１３］（密度 ８ ９×１０３ ｋｇ ／ ｍ３）、复合可调塑料［１４］（密度 ２ ４×１０３ ｋｇ ／ ｍ３）等，如果采用与原体不同的材质进行

模拟，往往无法在几何与质量上同时满足相似，同时杆件尺度缩小可能引起杆件周边分离边界层的消失，从



水 利 水 运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而影响框架的消能减速效果及框架的稳定性。
上述模拟的处理方式使得防护结构的模型加工较为容易。 为使试验结果尽可能反映实际，需要研究航

道整治建筑物及防护结构模拟的相似条件、设计方法及模拟技术，特别是软体排的模拟技术，以提高建筑物

模型试验的模拟精度，为修订相关技术规范提供技术支撑。

１　 模型相似条件

在航道整治建筑物局部冲刷及防护结构的模型试验中，首先要满足床面冲淤变形相似，再满足防护结构

形态变形相似。 按规程［１５］要求，床面泥沙冲淤变形相似需满足水流连续性、重力、阻力等水流运动相似条

件，以及泥沙起动、输沙率、河床冲刷变形等泥沙运动相似条件。 以下主要讨论建筑物结构形态变形相似问

题，此处建筑物结构变形不是指组成建筑物的单元（如坝体块石、排体压载块体、框架杆件）因结构强度不足

而出现的变形，是指建筑物群体在水流作用下产生的体积或形态改变。
航道整治建筑物往往修建或抛投于泥沙可动的床面，建筑物将引起周边局部水流结构的改变，引发附近

局部冲刷坑发展，从而引起整治建筑物坍塌、塌陷等相应的形态变形，只是建筑物的结构特点不同而呈现出

不同的变形特征：抛石坝体伴随床面冲刷而坝体坍塌；护底软体排随着排体边缘局部冲刷的形成、发展而诱

发排边塌陷或悬挂，护滩软体排随着排边冲刷坑发展而排体下垂塌陷、悬挂或鼓包；框架群边缘伴随局部冲

刷坑发展而框架下沉、滚落。 可见，要保证建筑物结构形态变形相似，需满足结构物的几何、质量、稳定性与

变形特征等相似。
几何相似：主要为整治建筑物形状与尺寸的相似。 如抛石坝的长度、高度、坝顶宽度、向河坡、迎水坡、背

水坡以及抛石块体的粒径组成等相似；软体排压载块体的长、宽、厚等几何形状相似，且压载块体的间距相

似；框架结构的杆件长度、截面尺寸以及空间形态相似。
质量相似：这是建筑物在水流作用下维持自身稳定相似的基础，在几何相似前提下，只要模型材料密度

与原型一致，则质量必然相似，如模型材料密度与原型不一致，则几何相似与质量相似无法同时满足。
稳定性相似：指建筑物在水流或波浪等荷载作用下的临界失稳流速、波浪等条件的相似。 抛石坝体护面

块石可能受水流作用发生晃动而逐渐失稳，软体排受水流作用发生侧掀失稳，框架结构在汛期受水流冲击可

能发生位移或滚动而失稳。
建筑物变形特征相似：指建筑物在水沙运动作用下产生的体积或形态改变的相似，如抛石坝的坍塌变

形、软体排边缘的塌陷或悬挂、框架群边缘下沉、滚落等变形，因而衡量建筑物变形的相似性可采用群体的体

积或位移相似。

２　 模型设计方法

整治建筑物局部冲刷及防护结构的研究，应按上述相似条件进行，一般首先确定几何比尺、水流与泥沙

比尺、选择模型沙并确定粒径比尺，最后进行整治建筑物及防护结构模型设计。 水流与泥沙比尺确定可按规

范确定，本文主要探讨整治建筑物及防护结构模型设计，以下按不同的结构形式分别论述。
２ １　 坝体模拟

原型坝体通常为抛石坝，一般由不同质量的堤心石和护面块石组成。 对于抛石坝体的模拟，除了保证坝

体外形尺寸相似外，还需保证抛石块体或护面块石的质量与级配相似，块石质量为：Ｗ ＝πｄ３γｂ ／ ６，其中：Ｗ 为

单个块体质量，ｄ 为块体等效粒径； γｂ 为块石密度。 块石质量比尺为 λＷ ＝ λ３
ｄλγ

ｂ
。

当采用石英石模拟时， λｒ
ｂ
＝ １，块石等效粒径比尺为几何比尺，则 λＷ ＝ λ３

Ｈ 。 这表明只要采用等效粒径

ｄｍ ＝ ｄＰ ／ λＨ 的级配块石模拟，即可满足质量相似，自动满足坝体稳定性及坝体变形相似。
２ ２　 软体排模拟

软体排结构常用型式主要有应用于长江中游的 Ｘ 型系混凝土块软体排、Ｄ 型系混凝土块软体排，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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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于长江下游的混凝土联锁块软体排等。 因它们结构特点不同，以下分别论述。
２ ２ １　 Ｘ 型系块软体排　 Ｘ 型系混凝土块软体排由排垫和压载块体组成（图 １）：排垫采用聚丙烯土工编织

布缝制而成，一般沿排体宽度方向每隔 ０ ５ ｍ 设 １ 根宽 ０ ０５ ｍ 的纵向加筋条，用于加固系接条和增加排垫

抗拉强度［１］；在纵向加筋条底下设有每 ２ 根 １ 组的防老化型涤纶系接条 １ ０００ ｍ × ０ ０１２ ｍ（长×宽），用于

系接压载块体。 排上压载块体为正方形 Ｃ２０ 混凝土块 ０ ４５ ｍ×０ ４０ ｍ×０ ０８ ｍ（长×宽×厚，下同） ，单块质

量 ３３ １０ ｋｇ，在混凝土块内预埋 ２ 根 １ ０５０ ｍ× ０ ０１２ｍ （长×宽） 的系接条，用于排垫与压载块体系接，块体

间距为 ０ ０５ ｍ。

图 １　 Ｘ 型排形状与几何尺寸（单位：ｍｍ）
Ｆｉｇ １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ｓｉｚｅ ｏｆ Ｘ⁃ｔｙｐ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ｕｎｉｔ： ｍｍ）

２ ２ ２　 Ｄ 型系块软体排　 Ｄ 型系混凝土块软体排也由排垫和压载块体组成（图 ２）：排垫结构与 Ｘ 型系混凝

土块软体排一致，排上压载块体为长方形 Ｃ２０ 混凝土块 ０ ４０ ｍ×０ ２６ ｍ×０ ０１ ｍ，单块质量 ２１ ９３ ｋｇ，沿排体

宽度方向块体间距 ０ ２４ ｍ，长度方向块体间距 ０ １ ｍ［１６］。

图 ２　 Ｄ 型排形状与几何尺寸（单位：ｍｍ）
Ｆｉｇ ２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ｉｚｅ ｏｆ Ｄ⁃ｔｙｐ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ｕｎｉｔ： ｍｍ）

２ ２ ３　 联锁块软体排　 在长江南京以下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建设工程中，混凝土联锁块软体排排垫采用长丝

机织布与无纺布的复合布，单位面积质量为 ０ ５ ｋｇ ／ ｍ２（０ ３５ ｋｇ ／ ｍ２机织布＋０ １５ ｋｇ ／ ｍ２无纺布）。 排垫上混

凝土压载块体为 Ｃ２０ 混凝土块体，密度 ２ ４００ ｋｇ ／ ｍ３，混凝土联锁块分为 ３ 种规格［６］：一般为 Ｉ 型：０ ４８ ｍ×
０ ４８ ｍ×０ １２ ｍ，质量为 ５９ ３９ ｋｇ；用于堤头超前 ５０ ｍ 护底范围的 ＩＩ 型：０ ４８ ｍ×０ ４８ ｍ×０ １６ ｍ，质量为

７７ ３９ ｋｇ；用于排体边缘 ５ ｍ 范围的 ＩＩＩ 型：０ ４８ ｍ×０ ４８ ｍ×０ ２ ｍ，质量为 ９４ ００ ｋｇ。 在混凝土块内十字交

叉预埋两根联接绳（图 ３），联接绳采用Φ１４ ｍｍ 防老化丙纶绳，系结绳锚固伸入混凝土长度不小于 ０ ２ 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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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联接绳端头倒绕至相邻混凝土块，块体之间间距 ０ ０２ ｍ。

图 ３　 联锁块（ＩＩＩ 型）形状及尺寸（单位： ｍｍ）
Ｆｉｇ ３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ｉｚ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 （ＩＩＩ⁃ｔｙｐｅ） （ｕｎｉｔ： ｍｍ）

模拟软体排时，如果比尺可取 １ ∶１０ 以内进行研究，则选择与原型混凝土密度（２ ４００ ｋｇ ／ ｍ３）一致的材料

按几何相似进行压载块体的缩尺模拟，即保证压载块体的几何、质量相似。 如果比尺选取要求 １ ∶１０ 以上，制
作小于 １ ｃｍ 的混凝土块较为困难，则只能采取下文提出的小比尺防护结构模拟技术。

排垫采用棉布进行模拟，块体之间的间距按几何相似控制。 对于 １ ∶１０ 以内的小比尺模型，加筋及系结

条可按比尺缩小进行模拟；对于 １ ∶１０ 以上的小比尺模型，无法严格按照原型排体构造进行模拟加工，可将压

载块体与排体之间的系结方式模拟简化为将块体用特定胶水直接粘贴于棉布上。
２ ３　 框架结构模拟

工程中常用的透水框架为四面六边透水框架（图 ４），由 ６ 根等长度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框杆相互连接组

成，杆件之间采用焊接，且焊接点进行防锈处理。 在南京以下 １２ ５ ｍ 深水航道建设工程中提出了扭双工字

型透水框架［１４］（图 ４），该结构为开敞式构件，杆件基本尺寸为 ０ １ ｍ×０ １ ｍ×０ ８ ｍ，材料为钢筋混凝土，平
均密度 ２ ４００ ｋｇ ／ ｍ３，单个透水框架质量 １０６ ８ ｋｇ。

图 ４　 框架结构形状及尺寸

Ｆｉｇ ４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ｉｚｅ ｏｆ ｆｒａ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模拟框架结构时，如果比尺可取 １ ∶５以内进行研究，则选择与原型混凝土密度（２ ４００ ｋｇ ／ ｍ３）一致的材料

按几何相似进行杆件缩尺模拟，即保证框架的几何、质量相似。 如果选取比尺要求 １ ∶５以上，模型杆件制作

较为困难，则只能采取下文提出的小比尺防护结构模拟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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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比尺防护结构的模拟

从上述讨论可见，散抛坝体的实验室模拟较易实现，软体排与框架结构的大比尺（比尺为 １ ∶１０～１ ∶５）防
护结构也可采用相同材质直接按几何相似（自然满足质量相似）进行模拟，但小比尺的软体排与框架等防护

结构往往无法按几何相似制作模型构件，现有铝片、马赛克等软体排模拟材料均是在特定比尺下，且往往仅

满足质量相似而放弃几何相似。 要满足任意比尺的几何、质量同时相似，解决的途径只有探寻密度可调、尺
寸、形状可重塑的复合材料作为模拟材料。
３ １　 密度可调易成型材料研发

在对模拟材料、制作方法广泛调研及室内模拟的基础上，最终选择尼龙、氟塑料、玻璃纤维、密度调节剂

等多种材料混合，添加适量的分子分散剂和耦合剂，经过混炼加工形成具有密度可调（１ １ ～ ２ ５ ｇ ／ ｃｍ３）、可
融化制作不同尺寸不同形状的复合材料。
３ ２　 小比尺防护结构的模拟技术

因复合材料的密度可调（１ １～２ ５ ｇ ／ ｃｍ３），完全可以按软体排压载块体或框架结构的相同密度进行调

制模拟材料；同时因形状与尺寸易成型，可按几何比尺将需模拟的结构形状与尺寸开模注塑制作模型结构，
经抽样检验，压载块体模型尺寸、重量的误差均小于 ３％。 图 ５ 为比尺 １ ∶１０ 条件下按几何、质量相似得到的

Ｄ 型系混凝土块软体排与混凝土联锁块软体排，其中压载块体与排垫之间的联接方式完全考虑与原型一致。
图 ６ 为比尺 １ ∶２０ 与 １ ∶４０ 的扭双工字型透水框架。

图 ５　 Ｄ 型系块软体排与联锁块软体排（１ ∶１０）
Ｆｉｇ ５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ｉｅｄ Ｄ⁃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ｓ

图 ６　 扭双工字型透水框架（１ ∶２０，１ ∶４０）
Ｆｉｇ ６ Ｔｗｉｓ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ｔｙｐｅ 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ｆｒａｍｅ

４　 软体排联接方式与几何相似偏离对软体排模拟的影响

４ １　 软体排压载块体与排垫联接方式对模拟效果的影响

工程中压载块体与排布之间的联接方式均为系结，块体底部与排布非粘结，而室内模拟时常简化为粘

结，这种联接方式的差异是否对软体排模拟效果（排体稳定性与变形特征）产生影响，这是软体排概化模拟

试验必须回答的问题。
选择长江中游应用的 Ｄ 型系混凝土块软体排和长江下游采用的混凝土联锁块软体排作为典型的软体

排进行对比研究。 这两种排体的系接方式具有代表性：Ｄ 型系混凝土块软体排为每个压载块体与排布进行

系接，混凝土联锁块软体排为多个压载块体之间串成单元后再与排布系接。 采用正态（１ ∶１０）对两种压载块

体（Ｄ 型系混凝土块、混凝土联锁块）进行模拟，压载块体与排布的模拟分别考虑工程实际的系接方式与室

内常用的粘结方式（图 ７）。 通过水槽定床试验对比排体稳定性、通过水槽动床试验对比排体变形状态，最终

综合分析粘结方式模拟的可行性。
４ １ １　 压载块体与排垫联接方式对稳定性的影响　 排体稳定性的相似，主要通过排体能抵抗的临界流速来

间接反映。 Ｄ 型系混凝土块与混凝土联锁块几何比尺均为 １ ∶１０，与排垫的连接方式分别为系接和粘结（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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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系接和粘结的 Ｄ 型系块与联锁块软体排

Ｆｉｇ ７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ｉｅｄ ＆ ｇｌｕｅｄ Ｄ⁃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ｓ

试验在 ４４ ｍ×０ ８ ｍ×０ ８ ｍ（长×宽×高，下同）的变坡水槽

中进行。 试验模型水深 ０ ２ ｍ，在保持水深不变的基础

上，通过流量和尾门水位的联动控制，逐渐增大水流流

速，观测排体失稳临界状态，并量测排体失稳时的垂向流

速分布（尤其是作用于块体的近底流速），共开展 ４ 组试

验（试验组次如表 １）。 为消除观察误差，每组试验重复 ３
次以上，取平均值作为软体排失稳临界水流条件。

试验中观测到无论是系结还是粘结方式，排体失稳

的形式一致，均为排头掀起后的卷边失稳（图 ８）。 Ｄ 型

软体排在系结和粘结方式下的临界失稳底流速（模型数

据，下同）分别为 ０ ２７ 和 ０ ２８ ｍ ／ ｓ，混凝土联锁块软体排

在系结和粘结方式下的临界失稳底流速分别为 ０ ３５ 和

０ ３６ ｍ ／ ｓ（表 ２）。 可见室内试验中排体在系结和粘结方式下的软体排稳定性基本一致，通过粘结来代替系结的

方式可行。
表 １　 软体排压载块体参数及稳定性试验组次

Ｔａｂ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试验序号 压载块体形状 原型压载块体尺寸 块体个数及联接方式

１，２ Ｄ 型 ０ ４０ ｍ×０ ２６ ｍ×０ １０ ｍ ９×２０，系结；９×２０，粘结

３，４ 混凝土联锁块 ０ ４８ ｍ×０ ４８ ｍ×０ １２ ｍ ８×２０，系结；８×２０，粘结

５，６
Ｉ 型混凝土联锁块 ０ ４８ ｍ×０ ４８ ｍ×０ １２ ｍ ８×２０，粘结

方形联锁块 ０ ４８ ｍ×０ ４８ ｍ×０ ２０ ｍ ８×２０，粘结

图 ８　 试验中软体排失稳过程

Ｆｉｇ ８ Ｉｎｓｔａｂｌ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ｉｎｇ

表 ２　 实测软体排失稳临界流速

Ｔａｂ ２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块体形状 模型比尺 联接方式

模型 原型

水深 ／
ｃｍ

垂线平均流速 ／

（ｍ·ｓ－１）

近底流速 ／

（ｍ·ｓ－１）

水深 ／
ｍ

垂线平均流速 ／

（ｍ·ｓ－１）

近底流速 ／

（ｍ·ｓ－１）

Ｄ 型 １ ∶１０
系结 ２０ ０８ ０ ４２ ０ ２７ ２ ０１ １ ３３ ０ ８５
粘结 １９ ９１ ０ ４３ ０ ２８ １ ９９ １ ３７ ０ ８９

联锁块 １ ∶１０
系结 ２０ ０３ ０ ５０ ０ ３５ ２ ００ １ ５８ １ １１
粘结 １９ ９５ ０ ５１ ０ ３６ ２ ００ １ ６１ １ １４

Ｉ 型联锁块 １ ∶１０ 粘结 １９ ９５ ０ ５１ ０ ３６ ２ ００ １ ６１ １ １４
方形联锁块 １ ∶１０ 粘结 ２０ ０９ ０ ４４ ０ ３２ ２ ０１ １ ３９ １ ０１

注：近底流速指压载块体厚度中心处的流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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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２　 压载块体与排布联接方式对排体变形的影响　 系结与粘结方式的差异对排体变形的影响，主要通过

水槽动床清水冲刷变形试验进行对比研究。 试验在 ５５ ｍ×２ ｍ×０ ８ ｍ，底坡 １‰的宽水槽中进行，水槽中部

１０ ｍ 为动床段，深度 ０ ２ ｍ。 选择比尺 １ ∶１０ 的系结与粘结混凝土联锁块，试验水深 ０ ０６３ ｍ，试验流速 ０ ０８
和 ０ １２ ｍ ／ ｓ，冲刷时间以试验中监测断面的床面地形基本不变为依据，一般进行 ４ ｈ 左右。

当试验流速 ０ ０８ ｍ ／ ｓ 时，冲刷坑深度较小，变形不明显，两种联接方式排体的变形基本相似。 从局部来

看，系结方式的软体排边受冲刷侵蚀后，排边处于悬空状态；而粘结方式的软体排与底部床沙贴合更为紧密。

图 ９　 不同联接方式的软体排冲刷结果对比

Ｆｉｇ 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ｃｏｕｒ ａｒｏｕｎ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ｓ

进一步加大水流速度至 ０ １２ ｍ ／ ｓ，试验中观测到，
系结方式的联锁块软体排受联接绳的影响，排边自由度

较低，软体排未能下垂继续保护排体下部床沙，水流可

继续淘刷排边下面的床沙（见图 ９）；而粘结方式的联锁

块软体排，当排边受到冲刷侵蚀后能够自由下垂与贴合

床面，而排边外侧更易继续冲刷下切，排边冲刷偏大。
进一步监测排边变形状态可知，随着排边冲刷坑的发

展，无论排体悬挂接触点位于排边时（压载块下垂 ７ 个，
长度为 ３ ５ ｍ），还是排体悬挂接触点位于块体中心时

（压载块下垂 ４ ５ 个，长度为 ２ ２５ ｍ），采用粘结的简化

方式均可较好反映系结方式的排体变形特征。

图 １０　 试验联锁块压载块体

Ｆｉｇ １０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ｉｎｇ

４ ２　 几何相似偏离对软体排模拟效果的影响

模拟现有软体排时受模拟材料限制，选择的材料密

度与混凝土块密度不同，为保证质量相似，往往只能改

变模型压载块的厚度，引起几何相似的偏离。 如在比尺

１ ∶６０ 时，通常选用铝片（密度 ２ ７×１０３ ｋｇ ／ ｍ３）作为模拟

材料［６］模拟密度 ２ ４×１０３ ｋｇ ／ ｍ３的原体混凝土块压载块

体，往往保证平面尺寸相似，减小块体厚度，以保证压载

块体重量的相似。 同时受制作方式的限制，通常不能考虑块体的特殊形状，只能简化为长方体形状。 块体几

何相似偏离较大时，可能引起软体排模拟效果的差异，这也是软体排概化模拟试验必须回答的问题。
在满足质量相似条件下，通过 ４４ ｍ×０ ８ ｍ×０ ８ ｍ 变坡水槽研究几何相似偏离对软体排稳定性的影响。

试验中选取 Ｉ 型混凝土联锁块（０ ４８ ｍ×０ ４８ ｍ×０ １２ ｍ、块体上下面削角）与方形联锁块（０ ４８ ｍ×０ ４８ ｍ×
０ １９６ ｍ），按比尺 １ ∶１０，密度为 ２ ４×１０３ 与 １ ３１７×１０３ ｋｇ ／ ｍ３的复合材料分别注塑制作（表 １ 与图 １０）。 据前

文研究，系结与粘结方式对排体稳定性影响较小，因而，均采用粘结方式进行对比试验。
保持水深 ０ ０６３ ｍ 不变的基础上，逐渐增大水流流速，观测排体失稳临界状态，并量测排体失稳时的垂

向流速分布（尤其是作用于块体和框架结构的近底流速），共进行两组试验（表 ２），且每组试验重复 ３ 次以

上，取平均值作为软体排失稳临界水流条件。 试验表明：Ｉ 型混凝土联锁块临界失稳底流速为 ０ ３６ ｍ ／ ｓ，而
方形混凝土联块则为 ０ ３２ ｍ ／ ｓ。 究其原因，两种压载块体质量虽然一致，但因几何相似偏离、密度小的块体

较厚，排边块体迎流面受水流推力较大，更易失稳。 从两块体软体排失稳模式来看：Ｉ 型混凝土联锁块软体

排为排头掀起后的卷边失稳，而方形联锁块软体排为排头掀起后，排体整体上浮漂移失稳。 可见，在保证压

载块质量相似而放弃几何相似时，将影响排体的稳定性，包括临界失稳底流速、失稳模式。

５　 结　 语

航道整治建筑物及防护结构模型试验中，往往采取一些简化方式模拟软体排结构与框架结构等，由此对

试验结果的影响程度目前没有定论，试验规程也没有相应的技术要求指导试验中防护结构物的模拟。
（１）整治建筑物局部冲刷及防护结构试验，应满足床面冲淤变形相似（包括水流运动相似与泥沙运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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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条件，再满足建筑物结构的几何、质量、稳定性及形态变形相似条件。
（２）航道整治建筑物及防护结构的模拟，在保证几何、质量相似的前提下宜优先选用与原型密度相同的

材料。 抛石坝体可采用满足几何相似的等效粒径级配块石模拟；大比尺（１ ∶５以内）的软体排与框架结构可

选择与原型混凝土密度一致的材料按几何相似进行压载块体和框架结构的缩尺模拟；小比尺的软体排与框

架需采用密度可调、尺寸、形状可重塑的复合材料作为模拟材料。
（３）试验结果表明，Ｄ 型软体排的压载块与排布系结简化为粘结方式时，对排体的稳定性与变形特征没

有影响；混凝土联锁块软体排采用粘结方式对排体的稳定性无影响，对变形相似有一定影响。 将混凝土联锁

块软体排简化为粘结方式，在冲刷初期或冲刷坑深度较小时，粘结方式的变形能力强于系结方式、排边冲刷

偏大；当冲刷坑深度发展至 ３ ５ ｍ 以上时，粘结的简化方式对排体变形影响不明显。
（４）在保证压载块质量相似而放弃几何相似时，将影响排体的临界失稳底流速与失稳模式。

参　 考　 文　 献：

［１］ 刘晓菲， 王平义， 杨成渝． Ｘ 型系混凝土块软体排模拟技术［ Ｊ］． 水运工程， ２０１１（２）： １０２⁃ １０７．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ｆｅｉ， ＷＡＮＧ
Ｐｉｎｇ⁃ｙｉ， Ｙ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ｙｕ．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ｂｏｕｔ Ｘ⁃ｔｙｐ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Ｊ］． Ｐｏｒｔ ＆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２）：
１０２⁃ １０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刘怀汉， 付中敏， 闫军， 等． 长江中游航道整治建筑物护滩带稳定性研究［Ｃ］∥国际航运协会 ２００８ 年会暨国际航运技术

研讨会论文集， ２００８： １６６⁃ １７０． （ＬＩＵ Ｈｕａｉ⁃ｈａｎ， ＦＵ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 ＹＡＮ 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ａｃ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ｔ ｍｉｄｓｔｒｅａｍ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Ｃ］∥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ｗａｔｅｒｂｏｒｎ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００８： １６６⁃
１７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赵凤亚，李彪， 李长铃． 不同河床泥沙条件下的整治建筑物软体排护底技术研究［Ｊ］． 中国水运（下半月）， ２０１２， １２（９）：
１５７⁃ １５８． （ＺＨＡＯ Ｆｅｎｇ⁃ｙａ， ＬＩ Ｂｉａｏ， ＬＩ Ｃｈａｎｇ⁃ｌｉｎｇ． Ｂｏｔｔｏ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ｏｆ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ｉｖｅｒｖ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Ｊ］．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２０１２， １２（９）：１５７⁃ １５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曹民雄， 蔡国正， 王秀红， 等． 边滩水沙运动特点及护滩建筑物破坏机理研究［Ｒ］． 南京：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２００８．
（ＣＡＯ Ｍｉｎ⁃ｘｉｏｎｇ， ＣＡＩ Ｇｕｏ⁃ｚｈｅ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ｕ⁃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ｒｏｕｎｄ ｐｏｉｎｔ ｂａｒ ａｎ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ｂｅａｃ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Ｒ］．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０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马爱兴， 曹民雄， 王秀红， 等． 长江中下游航道整治护滩带损毁机理分析及应对措施［Ｊ］． 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２０１１（２）：
３２⁃ ３８． （ＭＡ Ａｉ⁃ｘｉｎｇ， ＣＡＯ Ｍｉｎ⁃ｘｉｏ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ｕ⁃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ｂｅａｃ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ｎｄ ｉｎ ｌｏｗｅｒ⁃ｍｉｄｄｌ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Ｊ］． Ｈｙｄ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２）： ３２⁃ ３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曹民雄， 李青云， 蔡国正， 等． 长江口岸直水道鳗鱼沙心滩头部守护工程局部冲刷水槽概化试验研究———Ⅰ： 水槽概化

与护滩建筑物模拟设计［Ｊ］． 水运工程， ２０１１（７）：１０６⁃ １１２． （ＣＡＯ Ｍｉｎ⁃ｘｉｏｎｇ， ＬＩ Ｑｉｎｇ⁃ｙｕｎ， ＣＡＩ Ｇｕｏ⁃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ｏｕｒ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ｌｕｍ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ｙｕｓｈａ ｓｈｏａｌ ｈｅａ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 ｒｅａｃｈ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ｅｓｔｕａｒｙ： Ｉ．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ｆｌｕｍ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Ｊ］． Ｐｏｒｔ ＆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１（７）： １０６⁃ １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马爱兴， 王秀红， 蔡国正， 等． 潮汐河段护底软体排结构稳定性及余排宽度计算试验研究［Ｒ］． 南京：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

院， ２０１４． （ＭＡ Ａｉ⁃ｘ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Ｘｉｕ⁃ｈｏｎｇ， ＣＡＩ Ｇｕｏ⁃ｚ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ａｃｈ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ｗｉｄｔｈ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ｄａｌ ｒｅａｃｈ［Ｒ］．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４．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ＴＡＮＧ Ｈ Ｗ， ＤＩＮＧ Ｂ， ＣＨＩＥＷ Ｙ Ｍ．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ｉｄｇｅ ｐｉｅｒ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ｓｃｏｕ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９（４）： ３８５⁃ ３９９．

［９］ ＬＵ Ｊ Ｙ， ＣＨＡＮＧ Ｔ Ｆ， ＣＨＩＥＷ Ｙ Ｍ．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ｏｗｓ 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 ｆｒａｍｅ ｉｎ ａ ｓｍｏｏｔｈ ｏｐｅ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Ｊ］．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０１１（３４）： ７１８⁃ ７３０．

［１０］ 吴龙华， 周春天， 严忠民， 等． 架空率、杆件长宽比对四面六边透水框架群减速促淤效果的影响［Ｊ］． 水利水运工程学

报， ２００３（３）： ７４⁃ ７７． （ＷＵ Ｌｏｎｇ⁃ｈｕａ， ＺＨＯＵ Ｃｈｕｎ⁃ｔｉａｎ， ＹＡＮ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ｏｖｅｒｈｅａｄ ｒａｔｉｏ ａｎｄ ｐｏｌｅｓ ｌｅｎｇｈ⁃
ｗｉｄｔｈ ｒａｔｉｏ ｏｎ ｄｅ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ｃｒｅｔ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ｌｉｋ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ｓ［Ｊ］． Ｈｙｄ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３（３）： ７４⁃ ７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周根娣， 顾正华， 高柱， 等． 四面六边透水框架尾流场水力特性［Ｊ］． 长江科学院院报， ２００５， ２２（３）： ９⁃１２． （ＺＨＯＵ Ｇｅｎ⁃

２２１



　 第 ５ 期 曹民雄， 等： 航道整治建筑物及防护结构模拟技术研究

ｄｉ， ＧＵ Ｚｈｅｎｇ⁃ｈｕａ， ＧＡＯ Ｚｈｕ， ｅｔ ａｌ．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ｌｉｋｅ ｐｅｎｅｔｒａｔ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 ｗａｋ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０５， ２２（３）： ９⁃ 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李若华， 王少东， 曾甄．穿越四面六边透水框架群的水流阻力特性试验研究［Ｊ］． 中国农村水利水电， ２００５（１０）： ６４⁃ ６６．
（ＬＩ Ｒｕｏ⁃ｈｕａ， ＷＡＮＧ Ｓｈａｏ⁃ｄｏｎｇ， ＺＥＮＧ Ｚｈｅ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ｆｌｏｗ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ｆｒａｍｅｓ ｏｆ ｔｅｔｒａｈｅｄｒ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ｉｘ ｓｉｄｅｓ［Ｊ］． Ｃｈｉｎａ Ｒｕｒａ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２００５（１０）： ６４⁃ ６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陆彦， 陆永军． 清水冲刷条件下长江航道整治建筑物适应性及水毁研究［Ｒ］． 南京：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２０１３． （ＬＵ
Ｙａｎ， ＬＵ Ｙｏｎｇ⁃ｊｕ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ｃｌｅａｒ ｗａｔｅｒ ｓｃｏｕｒ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ａｍａｇｅ［Ｒ］．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２０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马爱兴， 曹民雄， 谭伦武， 等． 扭双工字型透水框架防冲机理试验研究［Ｊ］． 水利水运工程学报， ２０１４（１）： ８⁃ １６． （ＭＡ
Ａｉ⁃ｘｉｎｇ， ＣＡＯ Ｍｉｎ⁃ｘｉｏｎｇ， ＴＡＮ Ｌｕｎ⁃ｗｕ，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ｔｗｉｓ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Ｈ 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ｆｒａｍｅ ｇｒｏｕｐ［Ｊ］． Ｈｙｄ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１）： ８⁃ １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ＪＴＪ ／ Ｔ ２３２—１９９８ 内河航道与港口水流泥沙模拟技术规程［Ｓ］． （ＪＴＪ ／ Ｔ ２３２—１９９８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ｅ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ｆｌｏｗ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ａｎｄ ｈａｒｂｏ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肖庆华， 潘美元， 雷国平， 等． Ｄ 型软体排沉排施工中缩撕断排机理［Ｊ］． 水运工程， ２０１５（１）： ２００⁃ ２０３． （ＸＩＡＯ Ｑｉｎｇ⁃
ｈｕａ， ＰＡＮ Ｍｅｉ⁃ｙｕａｎ， ＬＥＩ Ｇｕｏ⁃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 ｔｅａｒｉｎｇ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ｏｆ ｔｙｐｅ Ｄ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ｓｉｎｋ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Ｊ］． Ｐｏｒｔ ＆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１）： ２００⁃ ２０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ＡＯ Ｍｉｎ⁃ｘｉｏｎｇ１， ＭＡ Ａｉ⁃ｘｉｎｇ１， ＨＵ Ｙｉｎｇ１， ＤＥＮＧ Ｙａ２

（１． 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２．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９８，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ｏｕ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ｖｉｇ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ｅｒｅ ｕｔｉｌｉｚｅｄ ｆｏｒ ｄｉｋｅｓ，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ｎ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ｍｏｄｅ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ｏｕ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ｖｉｇａｂｌｅ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ａｓｙ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ｓｃａｌ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ｊｏｉ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ｌｕ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ｓｃａｌｅ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ａｄｊｕｓｔａｂｌ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ｐｌｉｆｙｉｎｇ ａ ｔｉ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Ｄ⁃ｔｙｐｅ ｆｉ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ａｓ ａ ｇｌｕ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
ｈａｓ ｎ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ｕ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ｈａｓ ｎ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ｏｎｌｙ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ｓｌｉｇｈ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ｏ ｇｒｅ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ｍａｓ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ｇｌｅｃｔｉｎｇ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ｎ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ｌｏｃｋ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 ｗｉｌ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ｏｔｔｏｍ ｖｅｌｏ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ｂｌ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ｏｕ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ｅｓ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ｄ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ｗａｔｅｒ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ｌｅｘｉｂｌｅ ｍａｔｔｒｅｓｓｅｓ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ｌｕｍ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３２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