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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士海１， ２， 李国英２， 米占宽２

（１． 同济大学 地下建筑与工程系， 上海　 ２０００９２； ２． 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 水利部土石坝破坏机理与防控技术

重点实验室，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摘要： 流变过程中堆石颗粒不断破碎，分形维数在流变过程中随时间发生变化。 基于流变过程基本规律，将分

形理论应用于堆石料流变过程，构造了两类随时间变化的流变过程分形维数，并建立了颗粒破碎率与分形维数

的关系。 通过分析过程流变试验颗粒破碎率的变化规律，验证了流变过程中双曲线型分形维数假定的合理性。
在此基础上，考虑流变过程中的能量关系并结合颗粒破碎耗能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推导了堆石料流变过程中体

变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从而建立堆石料特定荷载情况下的流变本构模型。 与试验结果对比表明：该模型可以从

分形的角度反映堆石料流变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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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ＴＵ４４３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６４０Ｘ（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６０－０９

国内外许多座已建成的土石坝观测资料显示，坝体在竣工蓄水后仍然持续产生后期变形。 除了库水位

变化和降雨等干湿循环引起的堆石料湿化变形以外，坝体后期变形主要因素就是流变。 长时间的流变会引

起坝体应力分布不均匀， 恶化心墙及面板应力变形性状，导致心墙发生水力劈裂或面板裂缝， 直接危及大

坝安全［１］。 堆石料的流变对于坝体的后期安全预测至关重要，研究堆石料的流变特性，提高对流变的认识

水平有利于更好地评估坝体的安全性。
国内外很多学者开展了堆石料流变特性及机理的研究工作，对堆石颗粒的流变机理和规律，有一个比较

共性的认识，即流变实质上是由于堆石颗粒在变形过程中不断破碎－重排的应力调整过程。 随着时间的延

长，颗粒破碎逐渐减少，堆石的流变变形也逐渐趋于稳定。 这从颗粒破碎和重排的角度定性地解释了流变机

理和规律。
近些年，分形理论成为研究颗粒破碎及粒状材料级配演变的重要工具，根据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及 Ｃｏｏｐ 等［２⁃３］ 的

研究，颗粒破碎后会趋于自相似分布，呈现分形特征；分形与级配相关，很多学者也将分形理论应用于粗粒土

缩尺方法研究；陈海洋等［４－７］通过相关试验研究发现粒状材料的分形规律受加载条件和颗粒粒径影响，并且

与颗粒破碎有一定的相关性；石修松等［８］ 运用分形维数研究了堆石料的破碎特性，发现破碎会导致分形维

数的增大，破碎后的分形维数与 Ｍａｒｓａｌ［９］破碎指标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可见分形维数不仅可以描述粒径的

大小、颗粒组成的均一程度，还可以用于描述单一粒径级配分布的集中程度，能够较全面地反映颗粒破碎后

的粒径分布状况，在研究颗粒破碎及级配演变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
Ｘｉａｏ 等［１０］在 Ｅｉｎａｖ 等［１１］研究基础上，将分形维数引入堆石料级配表达式，从而将颗粒破碎率与分形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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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建立联系，通过不同围压不同初始孔隙比的堆石料剪切试验分析了颗粒破碎对堆石料强度和变形的影响。
在这个思路的启发下，考虑到棱角显著容易破碎的软岩堆石料，颗粒破碎引起的流变量较为可观，在前期较

长时间内颗粒破碎是流变的主因，流变过程可以近似看作颗粒破碎或级配随时间演变的过程，这种情况下，
粒状材料的分形理论同样可应用于堆石料流变过程分析。 在此基础上，本文首先推导了两种可能的流变过

程分形维数表达式，然后通过过程流变试验验证了双曲线型分形维数的合理性，最后结合贾宇峰等［１２］ 和

Ｕｅｎｇ 等［１３］研究建立一个考虑颗粒破碎的流变本构模型。 由于流变时间较长，试验用料有限，同时为了验证

流变过程中堆石颗粒破碎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需要同一级配下进行多组试验，以便确定不同时间停止的过

程流变试验的颗粒破碎率，试验精度要求较高，筛分工作量大，周期较长，本文主要侧重单一围压单一偏应力

试验结果的理论陈述，后续考虑不同试验条件以及分析本构模型的影响因素。

１　 分形理论与颗粒破碎

１ １　 分形理论与级配

自相似性和分形是许多自然事物和现象的客观特征。 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１４］建立了二维空间的颗粒大小分形特

征模型；Ｔｙｌｅｒ 等［１５］对该模型进行了推广，建立了三维空间的粒径分布分维模型。 贾荷花等［１６］进一步指出分

形理论在颗粒物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本文主要在三维空间分形模型基础上，通过假设不同的粒级土体具有

相同的密度等条件，用颗粒质量代替颗粒的体积，推导出计算土体粒径分布分形维数的质量分布模型，以此

研究堆石料颗粒破碎的分形特性［８］。
在三维空间中，大于某一特征尺度 ｄｉ 的土颗粒构成的体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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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Ｄ为分形维数； ＣＶ，λＶ 均为常数，与颗粒的大小、形状相关。 设ＭＴ 为总质量，Ｍ（ρ ＜ ｄｉ） 为粒径小于 ｄｉ

颗粒的质量，由上述关系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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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ｄｍａｘ 为最大颗粒粒径。
根据土体级配的定义，相应的级配曲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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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形维数反映了颗粒破碎后粒径的大小及分布的均匀程度。 分形维数越大，复杂形体占有空间的有效

性越高，破碎量越大。 流变过程中颗粒不断破碎，分形维数随时间不断增大并趋于稳定，假定 Ｄｔ ＝ ｆ ｔ( ) 。 流

变过程中级配随时间的变化可表示为：

φ ｄ( ) ＝ ｄ
ｄｍａｘ

æ

è
ç

ö

ø
÷

３－ｆ（ ｔ）

（４）

式中： ｆ（ ｔ） 为流变过程中分形维数随时间的函数关系式。
１ ２　 颗粒破碎率与时间的关系

对于初始级配，根据级配曲线选择数据点，用 ｙ ＝ ｍｘｎ 形式函数拟合，其中 ｘ 对应颗粒粒径 ｄ ，然后级配

曲线进一步转化成为 φ ｄ( ) ＝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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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ｍｄｎｄ（ｌｇｄ） ，则堆石颗粒初始分形维

数 Ｄ０ ＝ ３ － ｎ
ｍｄｎ－１

ｍａｘ

。

根据文献［８］的堆石料三轴试验颗粒破碎成果，在常规高围压下，颗粒破碎率达到 ３０％时，分形维数约

为 ２ ７ 左右。 若要进一步提高颗粒破碎率以提高试验后的分形维数，需要越来越高的围压，考虑到后文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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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试验围压为 ２ ６ ＭＰａ，并且试样初始分形维数较低，若达到 ３０％的颗粒破碎率则需要的流变时间将会很

长，甚至难以达到 ３０％的颗粒破碎率，因此本文假定此种情况对应的最终分形维数 Ｄｕ ＝ ２ ７，以便于后续计

算。 值得注意的是，粒状材料其实很难达到最终分形维数 Ｄｕ ，并且最终分形维数 Ｄｕ 与颗粒材料属性有关，
若材料易破碎，则材料达到的最终分形维数越大，更接近最大分形维数 ３。

堆石料流变过程是颗粒不断滑移、破碎和重排的过程，前期颗粒体系剧烈变化，后期颗粒体系逐渐平衡

至稳定。 在整个过程中，颗粒破碎率随时间的增长率逐渐减小直至为零，最终堆石颗粒不再破碎。 根据流变

过程中颗粒破碎率随时间的变化规律，假定流变过程中分形维数表达式为 Ｄｔ ＝ ω（ ｔ） ，则 Ｄｔ 需满足如下

条件：

Ｄｔ ＝
Ｄ０，ｔ ＝ ０
Ｄｕ，ｔ ＝ ＋ ∞{ （５）

图 １　 级配演化规律

Ｆｉｇ １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ｌａｗ ｏｆ ｇｒａｄｉｎｇ

式中： Ｄ０ 为初始分形维数； Ｄｕ 为最终分形维数。 同时

考虑 Ｄｔ 前期增长较快，后期增长较为缓慢，即 ｄＤｔ ／ ｄｔ 为
时间 ｔ 的减函数。

借鉴流变理论中体变和剪应变随时间的变化规律，
可得流变过程中分形维数具有指数和双曲线两种形式，
表达式分别为： Ｄｔ ＝ Ｄ０ｅｘｐ（ － ａｔ） ＋ Ｄｕ（１ － ｅｘｐ（ － ａｔ））

和 Ｄｔ ＝
（Ｄｕ － Ｄ０） ｔ

ａ ＋ ｔ
＋ Ｄ０，其中 ａ 为参数。 若级配曲线中

粒径横坐标采用对数坐标，具体如图 １，可根据堆石颗

粒流变过程中的初始级配 φ０，ｔ 时刻的级配 φｔ ，以及最

终级配 φｕ 确定流变过程中颗粒破碎率随时间的变化，
得到颗粒破碎率 Ｂｒ：

Ｂｒ ＝
∫ｄＭ
ｄｍ

φｔ － φ０( ) ｄ ｌｇｄ( )

∫ｄＭ
ｄｍ

φｕ － φ０( ) ｄ ｌｇｄ( )

＝
∫ｄＭ
ｄｍ

φｔ － φ０( ) ｄ －１ｄｄ

∫ｄＭ
ｄｍ

φｕ － φ０( ) ｄ －１ｄｄ
＝

Ｄｔ － Ｄ０( ) ３ － Ｄｕ( )

Ｄｕ － Ｄ０( ) ３ － Ｄｔ( )
＝ ξ（ ｔ） （６）

对于指数型分形维数 Ｄｔ，颗粒破碎率为：

ζ（ ｔ） ＝ －
３ － Ｄｕ

Ｄｕ － Ｄ０

＋
３ － Ｄ０( ) ３ － Ｄｕ( )

Ｄｕ － Ｄ０( ) ３ － Ｄｔ( )
＝ ｒ１ ＋ １

ｒ２ ＋ ｒ３ｅｘｐ（ － ａｔ）
（７）

式中： ｒ１ ＝ － ０ ３
２ ７ － Ｄ０

， ｒ２ ＝
２ ７ － Ｄ０

３ － Ｄ０
， ｒ３ ＝

２ ７ － Ｄ０( ) ２

０ ３（３ － Ｄ０）
。

对于双曲线型分形维数 Ｄｔ，颗粒破碎率为： ζ（ ｔ） ＝ －
３ － Ｄｕ

Ｄｕ － Ｄ０

＋
３ － Ｄ０( ) ３ － Ｄｕ( )

Ｄｕ － Ｄ０( ) ３ － Ｄｔ( )
＝ ｓ１ ＋ ａ ＋ ｔ

ｓ２ａ ＋ ｓ３ ｔ
（８）

式中： ｓ１ ＝ － ０ ３
２ ７ － Ｄ０

， ｓ２ ＝
２ ７ － Ｄ０

０ ３
， ｓ３ ＝

２ ７ － Ｄ０

３ － Ｄ０
。

２　 堆石料的过程流变试验

２ １　 试验安排及说明

为了研究堆石料流变过程中的颗粒破碎率随时间的变化，需要针对同一试样以流变时间为变量进行不

同流变时间的过程流变试验，以验证哪一种流变过程颗粒破碎率表达式较为适合。 对于三轴流变试验，每级

荷载需要维持 ７～１０ ｄ 或更长，而流变过程中的颗粒破碎和体积流变变形主要发生在流变初期，另外本文所

用的堆石料在 ２０ ｈ 以后体积流变变形很小，因此本研究主要进行 ２４ ｈ 以内的过程流变试验，即相同级配的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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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石料在相同围压下，先剪切再维持相同偏应力进行 ０，１，４，８ 和 ２４ ｈ 三轴剪切流变试验，其中 ０ ｈ 的含义指

只进行剪切试验。 由于对湿堆石料晾晒筛分需要大量时间，本试验采用干样，试验结束后即可进行筛分。 每

次三轴堆石料流变试验均使用同一组试样，试样来源观音岩水电站，为砂岩堆石料，有一定的棱角，同时颗粒

相对容易破碎，试样按孔隙率 ０ ２２ 控制制样密度，具体颗粒级配情况见表 １。
　 　 　 　 　 　 　 　 　 　 　 　 　 　 　 　 　 　 　 　 　 　 　 　　

　
　

　
　 　　　　　　　　　　　　　　　　　　　　　　　　

　
　

　
　

　 表 １　 试样颗粒级配

Ｔａｂ 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粒径 ／ ｍｍ ６０～５０ ５０～４０ ４０～３０ ３０～２０ ２０～１０ １０～５ ＜５

质量百分比 ／ ％ ８ ５２ ８ ２２ ９ ７９ １６ ６８ ２０ ２１ １５ ２０ ２１ ３８

为了保证试验的精度，同时考虑到三轴流变试验

中堆石颗粒主要为大粒径颗粒的棱角破碎，在常规筛

子基础上自制 ３０ ｍｍ 和 ５０ ｍｍ 的筛子，以便在大粒

径范围内更加细致地捕捉颗粒破碎情况。
由于本试验以流变时间为变量追踪每个流变试

验前后的颗粒破碎率，因此需保证制样、固结和施加偏应力的一致性。 初次试验时试样经过试振，确定后续

每次试验试样分 ５ 层装入护筒，每层振动时间为 ５０ ｓ，以便制成的试样保持尽量相似的密实度。 试验围压为

２ ６ ＭＰａ，最终偏应力为 ３５４ ｋＮ，对应 ５ ＭＰａ。 每次试验围压均施加至 ２ ６ ＭＰａ，维持相同固结时间，然后以

相同加载速率逐渐施加偏应力至 ５ ＭＰａ，同样维持相同时间；然后维持恒定荷载，以偏应力刚加至 ５ ＭＰａ 时

为流变起始时间，进行不同流变时间的过程流变试验。 本次试验，流变过程中颗粒破碎率约达 ７％，主要原

因在于剪切过程中颗粒破碎并不完全，从而在流变阶段特别是流变初始阶段同样产生较大的颗粒破碎。
２ ２　 分形维数的确定

对室内大三轴流变级配曲线，采用如下方法拟合：自定义拟合函数 ｙ ＝ ｘ
ｄＭ

æ

è
ç

ö

ø
÷

α

或者 ｙ ＝ １００ ｘ
ｄＭ

æ

è
ç

ö

ø
÷

α

，其中 ｄＭ

对应最大粒径， ｘ 和 ｙ 分别对应堆石料粒径和小于此粒径堆石料所占质量百分比，这样根据级配曲线即可确

定出分形维数 Ｄ ＝ ３ － α ，假定最终分形维数为 Ｄｕ ＝ ２ ７，初始试样分形维数为 Ｄ０，当前试验分形维数为 Ｄｔ ，

于是颗粒破碎率 Ｂｒ ＝
Ｄｔ － Ｄ０( ) ４ － Ｄｕ( )

Ｄｕ － Ｄ０( ) ４ － Ｄｔ( )
。 根据试验所设计的级配，采用上述方法可得此种堆石料初始级

配对应的分形维数为 Ｄ０ ＝ ２ ４６１ ３。
２ ３　 颗粒破碎率的计算

颗粒破碎率的计算采用 Ｘｉａｏ 等［１０］对塔城堆石料（ＴＲＭ）的计算方法，该方法在 Ｅｉｎａｖ［１１］ 基础上将分形

维数引入堆石颗粒级配，通过分形维数变化计算颗粒破碎率。 考虑本次试验组数较多，每次试验结束后均需

进行筛分，对于颗粒粒径大于 ５ ｍｍ 的堆石颗粒筛分工作相对省力，若继续筛分 ５ ｍｍ 以下堆石颗粒，工作量

变得巨大，本次试验只将堆石颗粒筛至 ５ ｍｍ，不再细致筛分。 在处理级配曲线时，由于没有细颗粒级配数

据，粒径横坐标不再采用 Ｘｉａｏ 等［１０］使用的对数坐标，而采用常规坐标，颗粒破碎率的推导需稍作变化，将式

（６）中的 ｄ（ｌｇｄ）改为 ｄｄ，推导过程如下：

Ｂｒ ＝
∫ｄＭ
ｄｍ

φｔ － φ０( ) ｄｄ

∫ｄＭ
ｄｍ

φｕ － φ０( ) ｄｄ
＝

Ｄｔ － Ｄ０( ) ４ － Ｄｕ( )

Ｄｕ － Ｄ０( ) ４ － Ｄｔ( )
（９）

式（９）仅用于确定本文过程流变试验不同时间的颗粒破碎率，以此为基础数据，进一步确定常用的对数

坐标下的分形维数对应的颗粒破碎表达式（７）和式（８）中的各个参数。
２ ４　 流变过程中颗粒破碎率

经过大量的颗粒破碎试验，剔除误差较大试验数据，并结合式（９）计算颗粒破碎率，可得堆石颗粒不同

流变时间结束后的级配和颗粒破碎率（见表 ２）。 ０，１，４，８，１４ ｈ 过程流变试验对应的最终颗粒破碎率分别为

１１ ６４２％，１６ ８５８％，１７ ０８４％，１８ １０３％和 １８ ８９７％。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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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过程流变试验结束后的级配

Ｔａｂ 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ｅｓｔ

不同粒径颗粒含量 ／ ％

粒径区间 ／ ｍｍ 制样前 剪切结束 １ ｈ ４ ｈ ８ ｈ ２４ ｈ

６０～５０ ８ ５２ ８ ０６ ５ ９６ ６ ６５ ６ ８１ ７ ３６

５０～４０ ８ ２２ ７ ３５ ９ ５５ ８ ７２ ８ ４６ ６ ７２

４０～３０ ９ ７９ １１ ０２ ８ ６２ ８ ６０ ９ ２３ １１ ３９

３０～２０ １６ ６８ １４ ４８ １７ ７８ １７ １９ １７ ３８ １３ ５１

２０～１０ ２０ ２１ １９ ５３ １９ ４０ ２０ １５ ２０ ２１ ２０ ０６

１０～５ １５ ２０ １５ ７７ １４ ９０ １５ ４７ １３ ９２ １６ ６４

＜５ ２１ ３８ ２３ ７９ ２３ ８１ ２３ ２２ １３ ９２ ２４ ３３

根据 １ ２ 节的论述，假定流变过程中分形维数按照指数和双曲线两种形式变化，可得颗粒破碎率随时间

变化的两种形式，即 Ｂｒ（ ｔ） ＝ ｒ１ ＋ １ ／ （ ｒ２ ＋ ｒ３ｅｘｐ（ － ａｔ）） 和 Ｂｒ（ ｔ） ＝ ｓ１ ＋ （ａ ＋ ｔ） ／ （ ｓ２ａ ＋ ｓ３ ｔ） ，用这两种形式拟合

流变过程颗粒破碎率随时间变化。 对于两种类型的颗粒破碎率，考虑 ｔ ＝ ０， Ｂｒ ＝ ０ １１６ ４２，即剪切阶段颗粒

破碎率为 １１ ６４２％，可得 ｒ１ ＋ １ ／ （ ｒ２ ＋ ｒ３）＝ ０ １１６ ４２ 或 ｓ１ ＋ １ ／ （ ｓ２ ＋ ｓ３）＝ ０ １１６ ４２。 根据流变过程中颗粒破碎

率与时间的关系，假定试样在本试验应力条件下，流变时间足够长，最终颗粒破碎率为 ０ １９２，即 ｔ→∞， Ｂｒ ＝
０ １９２，则 ｒ１ ＋ １ ／ ｒ２ ＝ ０ １９２ 或 ｓ１ ＋ １ ／ ｓ２ ＝ ０ １９２。 若定义 ｂ ＝ ｒ２ ／ ｒ３ 或 ｓ２ ／ ｓ３，则 Ｂｒ ＝ ｆ（ ｔ，ｂ，ａ） ，其中 ａ 为流变分

形维数 Ｄｔ中的参数。
若采用双曲线型函数拟合，对于 ａ＝ １ ０２～２ ０２， ｂ ＝ １ ０１ ～ ３ ０１，拟合曲线波动范围如图 ２ 所示，ａ，ｂ 适

当取值可保证拟合曲线在初始阶段与试验结果相差不大，并在 ２４ ｈ 后收敛于最终颗粒破碎率。 经对比，选
取 ａ＝ １ ０２， ｂ＝ １ ０１ 对应的参数值，拟合参数 ｓ１，ｓ２，ｓ３，ａ 的较优拟合值分别为－０ ６３９ ６， １ ３２２ ８，１ ２０２ ５，
１ ０２。 较优值参数拟合曲线与试验曲线如图 ３。 图 ４ 中绿线和红线为采用指数型函数拟合结果，绿线对应

ａ＝ ０ ７，ｂ＝ ０ １～１ ０ 的拟合结果，红线对应 ａ＝ ０ ３，ｂ＝ ０ １～１ ０ 拟合结果。 这两种拟合结果相当于指数形式

函数多种拟合曲线的两个边界，从图 ４ 中可以看出绿线拟合结果收敛过快，２４ ｈ 前已收敛至最终颗粒破碎

率，与基本试验规律相差较大；红线拟合结果满足 ２４ ｈ 收敛于定值的条件，但是初期颗粒破碎率与试验值比

较过低，这说明指数型函数拟合难以兼顾最终收敛和初始值接近实际的条件。 因此拟合堆石颗粒流变过程

中颗粒破碎率与时间的变化采用双曲线型更加适合，也就是流变过程中分形维数随时间的变化采用双曲线

型更适合，即 Ｄｔ ＝ （Ｄｕ － Ｄ０） ｔ ／ （ａ ＋ ｔ） ＋ Ｄ０，本文后续的体变规律验证采用双曲函数变化的分形维数 Ｄｔ，同时

以此为基础确定流变过程中的颗粒破碎率。

图 ２　 颗粒破碎率的双曲线型拟合

Ｆｉｇ ２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ｆ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

　 　

图 ３　 本文选取的颗粒破碎率双曲线型拟合

Ｆｉｇ ３ Ｆｉｎａｌ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ｉｃ⁃ｆ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

　 　

图 ４　 不同类型颗粒破碎率拟合比较

Ｆｉｇ 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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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６ 期 卞士海， 等： 分形理论在堆石料流变中的应用

３　 基于分形理论的流变本构模型及验证

３ １　 理论推导

Ｕｅｎｇ 和 Ｃｈｅｎ 研究了砂土在排水剪切试验条件下考虑破碎的能量关系［１３］，贾宇峰等［１２］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分析了考虑颗粒破碎的堆石料三轴剪切过程能量关系，对于常规三轴剪切试验：
σ１

σ３

＝ １ ＋
ｄεｐ

ｖ

ｄεｐ
１

æ

è
ç

ö

ø
÷ ｔａｎ２（４５° ＋

φｆ

２
） ＋

ｄＥＢ

σ３ｄεｐ
１

（１ ＋ ｓｉｎφｆ） （１０）

ｐ ＝
σ１ ＋ ２σ３

３
（１１）

ｑ ＝ σ１ － σ３ （１２）

ｄεｓ ＝
２
３
（ｄε１ － ｄε３） （１３）

ｄεｖ ＝ ｄε１ ＋ ２ｄε３ （１４）
滑动摩擦角 φｆ 与 ｐ⁃ｑ 平面内土体的临界状态线斜率 Ｍｃｒ 的关系：

ｔａｎ２（４５° ＋
ϕｆ

２
） ＝

１ ＋ ｓｉｎϕｆ

１ － ｓｉｎϕｆ

＝
３ ＋ ２Ｍｃｒ

３ － Ｍｃｒ
（１５）

综合以上，可得： ｐｄεｐ
ｖ ＋ ｑｄεｐ

ｓ ＝ Ｍｃｒｐｄεｐ
ｓ ＋ ２ｑ － ３ｐ

９
Ｍｃｒｄεｐ

ｖ ＋
（３ － Ｍｃｒ）（６ ＋ ４Ｍｃｒ）

３（６ ＋ Ｍｃｒ）
ｄＥＢ （１６）

剪切过程中满足土体能量平衡方程的滑动摩擦系数 Ｍ 是变化的，上式改为：

ｐｄεｐ
ｖ ＋ ｑｄεｐ

ｓ ＝ Ｍｐｄεｐ
ｓ ＋ ２ｑ － ３ｐ

９
Ｍｄεｐ

ｖ ＋ （３ － Ｍ）（６ ＋ ４Ｍ）
３（６ ＋ Ｍ）

ｄＥＢ （１７）

对于三轴流变过程，假定流变过程中土体中的颗粒与剪切过程类似都沿着同一个方向滑动，同时假定流

变过程中滑动摩擦角 ϕｆ 与临界状态线斜率 Ｍ 关系与剪切过程相同，流变过程中 σ１， σ３ 不变，时间 ｔ 为变量。
由颗粒滑动过程中的能量平衡仍可建立能量平衡关系式（１７），式（１７）中 ｄＥＢ ＝ γｄζ（ ｔ） ， ζ（ ｔ） 为流变过程中

的颗粒破碎率。
一般而言，剪切和流变过程中滑动摩擦系数是变化的，滑动摩擦系数 Ｍ 与堆石颗粒破碎耗能 ＥＢ成反相

关关系，若作此假设，则 Ｍ 为一个随时间变化的量，对式（１７）积分求解体变将变得很麻烦，同时堆石颗粒流

变过程中颗粒滑动及破碎远没有剪切过程剧烈，为了求解的方便，仍将 Ｍ 作为定值处理。 流变过程荷载恒

定，在此假定流变过程中弹性体应变和弹性剪应变增量： ｄεｅ
ｖ ＝ ０， ｄεｅ

ｓ ＝ ０，从而

ｄεｖ ＝ ｄεｐ
ｖ ， ｄεｓ ＝ ｄεｐ

ｓ （１８）
考虑三轴试验流变过程中：

εｖ ＝ ε１ ＋ ２ε３，εｓ ＝
２
３
（ε１ － ε３） （１９）

若试验中监测到 ε１ ＝ ｇ（ ｔ） ，则 εｓ ＋
１
３
εｖ ＝ ｇ（ ｔ） 。 整个剪切和流变过程中： ｇ（ ｔ） ＝ αｔ

β ＋ ｔ
＋ ε′１ ， ε′１ 为剪

切过程中产生的轴应变。 将流变开始时的轴应变清零，则流变过程中轴应变表达式为： ｇ（ ｔ） ＝ αｔ
β ＋ ｔ

， α，β 可

由试验的轴向流变应变与时间关系曲线拟合得到。
同理流变过程中的颗粒破碎率若以堆石颗粒开始流变为起始点，则颗粒破碎率的以下计算式同样需要

修正： ζ（ ｔ） ＝ ｓ１ ＋ ａ ＋ ｔ
ｓ２ａ ＋ ｓ３ ｔ

。 修正时，需满足条件： ｔ ＝ ０，ζ（ ｔ） ＝ ０，则 ζ（ ｔ） ＝ ａ ＋ ｔ
ｓ２ａ ＋ ｓ３ ｔ

。

由流变阶段颗粒滑移破碎过程中的能量关系式（１７） ～ （１９），可得三轴流变中的体变 εｖ 对时间的导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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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εｖ

ｄｔ
＝

３ － Ｍ( ) （６ ＋ ４Ｍ）
３（６ ＋ Ｍ）

ｄＥＢ

ｄｔ
＋ （Ｍｐ － ｑ） ｄｇ（ ｔ）

ｄｔ

ｐ － ｑ
３

æ

è
ç

ö

ø
÷ １ ＋ ２Ｍ

３
æ

è
ç

ö

ø
÷

（２０）

颗粒破碎率对时间求导：
ｄＥＢ

ｄｔ
＝
γａ（ ｓ２ － ｓ３）
ａｓ２ ＋ ｓ３ ｔ( )２

（２１）

流变过程中的轴应变对时间求导：
ｄｇ（ ｔ）
ｄｔ

＝ αβ
β ＋ ｔ( ) ２ （２２）

流变开始时同样对体变进行清零，仅计算流变阶段体变考虑初始条件：ｔ＝ ０， εｖ（ ｔ） ＝ ０，可得：

εｖ ＝
６（６ － ２Ｍ）γ

（６ ＋ Ｍ）（３ｐ － ｑ）
ａ ＋ ｔ

ｓ２ａ ＋ ｓ３ ｔ
－ １

ｓ２
æ

è
ç

ö

ø
÷ ＋ ９（Ｍｐ － ｑ）ａｔ

（３ｐ － ｑ）（３ ＋ ２Ｍ）（β ＋ ｔ）
（２３）

同时 εｓ ＝ ε１ － εｖ ／ ３，由此可得流变过程中的 εｖ 和 εｓ 关于时间 ｔ 的表达式。
３ ２　 试验验证

　 　 　 　 　 　 　 　 　 　 　 　 　 　 　 　 　 　 　 　 　 　 　　
　
　
　
　 　　　　　　　　　　　　　　　　　　　　　　　

　
　
　
　
　 表 ３　 模型参数取值

Ｔａｂ ３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参数 Ｍ α β γ ｓ１ ｓ２ ｓ３ ａ

数值 １ ５８ ７ ７×１０－４ ０ ４７８ ０ ０４１ －０ ６４ １ ３２ １ ２０ １ ０２

图 ６　 模型计算值与试验值对比

Ｆｉｇ ６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图 ５　 轴应变曲线的拟合

Ｆｉｇ ５ Ｃｕｒｖｅ⁃ｆ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ｘｉａｌ ｓｔｒａｉｎ

　 　 为了验证体变计算式（２３）的合理性，本文用 ４ ｈ 的

过程流变试验数据进行验证，围压 σ３＝ ２ ６ ＭＰａ，偏应力

σ１ － σ３ ＝ ５ ０ ＭＰａ。 试验中的颗粒级配同表 １，由于是

干样，采用三轴流变仪围压控制系统的侧位移变化来近

似计算体变，对试验中的轴应变变化采用函数拟合确定

α，β 值，如图 ５ 所示。 临界状态线斜率 Ｍ 取 １ ５８，参数

ｓ１，ｓ２，ｓ３，ａ 的取值分别为－０ ６３９ ６， １ ３２２ ８，１ ２０２ ５，
１ ０２。 对于 γ 的取值，Ｓａｌｉｍ 等［１７］ 曾研究过粗颗粒在剪

切过程中破碎耗能增量与颗粒破碎率增量的关系，剪切

过程中二者呈线性关系。 本文所用堆石料岩性不同，缺
少相关试验研究，通过调整最终取为 ０ ０４１，４ ｈ 过程流

变试验的具体参数如表 ３。 过程流变试验所用的试样

为干样，不能采用试样排水来测体变，只能采用三轴流

变仪围压控制系统的侧位移变化来近似计算体变。 由

于三轴流变仪性能有限，体变值出现了跳跃的情况，采
用推导得到的体变计算式与试验值进行对比，尽管试验

体变值发生跳跃，但是总体趋势仍符合流变规律，计算

结果与试验结果对比吻合较好，如图 ６ 所示，这一点说

明了堆石颗粒流变过程中颗粒破碎率按双曲函数变化

的合理性。
３．３　 模型特点

模型反映了堆石料流变过程中分形维数的变化，通
过分形维数的变化可以推导堆石料破碎率的变化，由此

可以统一堆石料剪切和流变过程中的颗粒破碎率变化，
有利于建立统一的黏弹塑性本构模型。 模型参数 ａ 可

以反映围压或者应力水平以及岩性对堆石料流变快慢

的综合影响，而初始级配对堆石料流变的影响可以体现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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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数 ｓ１，ｓ２，ｓ３ 上。 模型可以基本反映流变过程的应变变化，但试样的内部和外部性质对参数的影响很难

定量化，这里只是初步研究，流变试验制样精度和应变精度的控制也是制约参数定量化的重要影响因素。

４　 结　 语

在分形理论框架下，将分形理论应用于堆石料流变，推导了两种可能的流变过程分形维数表达式，并给

出了流变过程颗粒破碎率与分形维数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同一级配试样不同时间的过程流变试验，通过分

析过程流变试验中颗粒破碎率的变化，验证了流变过程中分形维数按双曲函数变化的合理性；最后在文献

［１３］研究的基础上，推导了流变过程中的堆石颗粒体应变变化规律，并通过试验验证了流变模型的合理性。
本文从分形理论的角度，以分形维数和颗粒破碎为切入点，阐释了堆石料的流变规律，为建立统一的黏弹塑

性本构模型建立基础。 本文试验数量较少，仅在同一围压同一偏应力下进行多个过程流变试验，岩性、围压、
应力水平、初始级配对模型参数的影响均需要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１］ 郦能惠． 高混凝土面板堆石坝设计理念探讨［Ｊ］． 岩土工程学报， ２００７， ２９（８）： １１４３⁃ １１５０． （ＬＩ Ｎｅｎｇｈｕｉ．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ｆａｃｅ ｒｏｃｋｆｉｌｌ ｄａｍｓ［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 ２９（８）： １１４３⁃ １１５０．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ＭＣＤＯＷＥＬＬ Ｇ Ｒ， ＢＯＬＴＯＮ Ｍ 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Ｄ．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 １９９６， ４４（１２）： ２０７９⁃ ２１０１．

［３］ ＣＯＯＰ Ｍ Ｒ，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Ｋ Ｋ， ＦＲＥＩＴＡＳ Ｔ Ｂ， ｅｔ 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ｓｈｅ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ａ 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ｓａｎｄ［Ｊ］．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２００４， ５４（３）： １５７⁃ １６３．

［４］ 陈海洋， 汪稔， 李建国， 等． 钙质砂颗粒的形状分析［Ｊ］． 岩土力学， ２００５， ２６（９）： １３８９⁃ １３９２． （ＣＨＥＮ Ｈａｉｙ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Ｒｅｎ， ＬＩ Ｊｉａｎｇｕｏ， ｅｔ ａｌ． Ｇｒａｉｎ ｓｈａ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ｌｃａｒｅｏｕｓ ｓｏｉｌ［ Ｊ］．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０５， ２６（９）： １３８９⁃ １３９２．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魏巍， 姜程程， 覃燕林， 等． 人工模拟堆石料颗粒破碎的分形特性［Ｊ］． 人民黄河， ２０１４， ３６（１２）： １２６⁃ １２９． （ＷＥＩ Ｗｅｉ，
ＪＩ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ｃｈｅｎｇ， ＱＩＮ Ｙａｎ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ｒｏｃｋｆｉｌ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Ｊ］．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２０１４， ３６
（１２）： １２６⁃ １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张季如， 祝杰， 黄文竞． 侧限压缩下石英砂砾的颗粒破碎特性及其分形描述［Ｊ］． 岩土工程学报， ２００８， ３０（６）： ７８３⁃ ７８９．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ｒｕ， ＺＨＵ Ｊｉｅ，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ｊｉｎｇ． 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ｑｕａｒｔｚ ｓａｎｄ⁃ｇｒａｖｅ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０８， ３０（６）： ７８３⁃ ７８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张季如， 胡泳， 张弼文， 等． 石英砂砾破碎过程中粒径分布的分形行为研究［Ｊ］． 岩土工程学报， ２０１５， ３７（５）： ７８４⁃ ７９１．
（ＺＨＡＮＧ Ｊｉｒｕ， ＨＵ Ｙ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Ｂｉｗｅｎ， ｅｔ ａｌ．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ａ ｑｕａｒｔｚ
ｓａｎｄ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ｅｌ［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 ３７（５）： ７８４⁃ ７９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石修松， 程展林． 堆石料颗粒破碎的分形特性［Ｊ］．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２０１０， ２９（增刊 ２）： ３８５２⁃ ３８５７． （ＳＨＩ Ｘｉｕｓ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 Ｚｈａｎｌｉｎ．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ｃｒｕ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ｒｏｃｋｆｉｌ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０， ２９（Ｓｕｐｐｌ２）： ３８５２⁃ ３８５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ＭＡＲＳＡＬ Ｒ Ｊ． Ｌａｒｇｅ ｓｃａｌｅ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ｒｏｃｋｆｉｌ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ｉ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１９６７， ９３
（ＳＭ２）： ２７⁃ ４３．

［１０］ ＸＩＡＯ Ｙａｎｇ， ＬＩＵ Ｈａｎｌ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Ｙｕ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ｃｋｆｉｌ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ｒｇｅ⁃ｓｃａｌｅ ｔｒｉａｘｉ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Ⅰ：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４，
１４０（１２）： ０４０１⁃ ４０７０．

［１１］ ＥＩＮＡＶ Ｉ．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ｙ［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ｓ， ２００７， ５５（６）： １２７４⁃１２９７．
［１２］ 贾宇峰， 迟世春， 林皋． 考虑颗粒破碎的粗粒土剪胀性统一本构模型［ Ｊ］． 岩土力学， ２０１０， ３１（５）： １３８１⁃ １３８８． （ ＪＩＡ

Ｙｕｆｅｎｇ， ＣＨＩ Ｓｈｉｃｈｕｎ， ＬＩＮ Ｇａｏ． Ｄｉｌａｔａｎｃｙ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ｏａｒｓｅ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Ｊ］．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３１（５）： １３８１⁃ １３８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ＵＥＮＧ Ｔ Ｓ， ＣＨＥＮ Ｔ Ｊ．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ｉｎ ｄｒａｉｎｅｄ ｓｈｅａｒ ｏｆ ｓａｎｄｓ［Ｊ］．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２０００， ５０（１）： ６５⁃７２．

７６



水 利 水 运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４］ ＭＡＮＤＥＬＢＲＯＴ Ｂ Ｂ．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 Ｈ Ｆｒｅ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８３．
［１５］ ＴＹＬＥＲ Ｓ Ｗ，ＷＨＥＡＴＣＲＡＦＴ Ｓ Ｗ．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ｉ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Ｊ］． Ｓｏｉ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９９２， ５６（２）： ３６２⁃ ３６９．
［１６］ 贾荷花， 李传统． 分形理论在颗粒物研究中的应用［Ｊ］． 南京师范大学学报（工程技术版）， ２０１０， １０（２）： ３９⁃ ４４． （ ＪＩＡ

Ｈｅｈｕａ， ＬＩ Ｃｈｕａｎｔｏ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ａｔｅ ｍａｔｔｅ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 １０（２）： ３９⁃ ４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ＳＡＬＩＭ Ｗ， ＩＮＤＲＡＲＡＴＮＡ Ｂ． Ａ ｎｅｗ ｅｌａｓｔ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ｃｏａｒｓｅ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Ｊ］．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４， ４１（３）： ６５７⁃ ６７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ｒｏｃｋｆｉｌｌ ｒｈｅｏｌｏｇｙ

ＢＩＡＮ Ｓｈｉｈａｉ１， ２， ＬＩ Ｇｕｏｙｉｎｇ２， ＭＩ Ｚｈａｎｋｕａｎ２

（１．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ｏｎｇｊ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９２， 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Ｅａｒｔｈ⁃Ｒｏｃｋ Ｄａｍ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９，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ｏｃｋｆｉｌ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ｒｕｓｈ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ｒｈ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ｃｋｆｉｌ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ｒｕｌｅ ｏｆ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ｓｏｉｌｓ，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ｗｏ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ｂｏｌａ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ｒａｉｎ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ａｒｓｅ ｇｒａｎｕｌａｒ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ｈｕｓ ａ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ｒｏｃｋｆｉｌ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ｒｏｃｋｆｉｌ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ｒｏｃｋｆｉｌ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ｒｈｅｏｌｏｇｙ； ｆｒａｃｔ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ｒｅａｋ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ｌ

８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