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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考虑变形效应的土-水特征曲线求解非饱和地基

动力响应 

胡静 1  金林廉 1  吕志豪 1  张家康 1  边学成 2  

(1. 福州大学，福建福州 350108；2. 浙江大学，浙江杭州 310058)  

摘要：为研究移动荷载作用下的非饱和地基动力响应，在传统 V-G 土-水特征曲线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考虑变形效应

的土-水特征曲线模型，并基于该模型推导了新的非饱和土动力控制方程，从而完整描述非饱和土在受动力作用下的水

-力耦合作用。进一步的，采用 2.5 维有限元法对控制方程进行求解，求解结果分别与单相弹性介质，双相饱和介质和

三相非饱和介质的解析解进行对比，均验证了该求解方法的准确性；不同介质模型的计算耗时分析表明 2.5 维有限元

法是目前求解多孔介质动力问题的一种优势算法。通过数值分析发现，采用传统的、未考虑变形效应的土-水特征曲线

会低估非饱和地基的振动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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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ynamic response solutions of unsaturated soil foundation using the soil-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 considering 
deformatio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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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response of unsaturated soil under moving loads, a new soil-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 
(SWCC) model was established with the considering of deformation caused by applied load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V-G SWCC 

model. Using this modified SWCC model, a dynamic governing equation of unsaturated soil, which fully describes the 

water-force coupling effect of unsaturated soil under dynamic loading was derived. The governing equation was solved using 

the 2.5-dimensional finite element method (2.5D FEM). The obtained solutions were compared with analytical solutions for 

single-phase medium, double-phase saturated medium and three-phase unsaturated medium, respectively; which all confirmed 

the accuracy of the proposed solution method. Computational time analysis for different medium models demonstrated that the 

2.5D FEM is an advantageous algorithm for solving dynamic problems of porous medium. Numerical analysis revealed that 

using the traditional SWCC without the considering of deformation would underestimate the vibration intensity of unsaturated 

fou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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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近年来，全球区域性暴雨频发，降雨量远高于以

往水平[1-2]，对铁路线路的安全运营带来挑战。1965
年，日本新干线就曾因连续降雨等原因导致线路沉降

过大，不得不将列车运行速度由最初设计的 210 km/h
下降至 110 ⁓ 180 km/h[3]。1997 年 3 月份，哥伦比亚

Conrad地区的铁路线路，由于强降雨导致路基和地基

土体含水量迅速增大，在列车仅以平均车速 43.45 
km/h 通过时，线路突然坍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4]。

对于土体，水的存在既减小了土颗粒之间的摩擦力，

影响线路的运营。由此可见，实际铁路线路的稳定性

受移动荷载与含水路基/地基形成的水-动力耦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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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由于自然界中土体的含水量处于变化中，其

饱和度也随之改变；因此，将路基/地基视为土颗粒、

水、气组成的三相非饱和土，研究不同饱和度下，移

动荷载作用时的动力响应可以对运行线路的稳定性进

行更准确的预判。 
移动荷载作用下的地基动力响应问题最初是将地

基视为单相弹性介质[5-7]。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基

于 Biot 饱和多孔介质波传播理论[8]，将单相介质扩展

到两相介质，建立了将地基视为饱和两相介质的动力

求解方法和模型。Lu等[9]建立了三维解析解模型，考

虑了饱和多孔介质及移动点荷载，研究了动力响应与

土体剪切波波速的关系。Cai 等[10]采用双重傅立叶变

换和逆变换，考虑了流固耦合作用，研究了荷载加载

方式和饱和地基土参数对动力响应的影响。Gao 等[11]， 
Bian 等[12]和胡静等[13]基于 2.5维有限元法研究了饱和

土渗透系数和列车速度对地基动力响应的影响。考虑

到实际土体的三相性，徐明江[14]基于连续介质力学理

论，结合土 -水特征曲线（Soil-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简称 SWCC）以及Mualem[15]理论，推导了移

动荷载作用下的非饱和土波动方程。Lu 等[16]、Fang
等[17]采用积分变换的方式求解了该方程。同样基于该

方程，Gao等[18]、李绍毅[19]研究了列车荷载作用下的

非饱和地基振动。 
在非饱和土动力响应的研究中[14, 16-19]，需要基于

SWCC推导不同饱和度下的孔隙流体渗透性和土的强

度，因而 SWCC 对土体的动力响应具有决定性作用。

SWCC描述的是非饱和土土体含水量和基质吸力之间

的关系，早期的 SWCC研究中，通常假设基质吸力和

含水量之间存在着唯一关系[20-22]。实际上，除了含水

量，变形也会使土体饱和度发生改变。非饱和土在荷

载作用下，土体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形，因而，将变

形效应考虑进 SWCC 模型中更为合理。遗憾的是，已

有关于非饱和土动力响应的研究均采用早期的V-G模

型[21]来描述土-水特征曲线，未考虑变形对 SWCC 的

影响，不能完整的描述荷载作用下的非饱和土持水特

性。 
综上所述，目前还未出现基于考虑变形效应的

SWCC的非饱和土动力响应求解方法。为此，本文在

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考虑变形效应的 SWCC 模

型，并据此推导了考虑 SWCC变形效应的非饱和土波

动方程，利用 2.5 有限元法对该方程进行求解；求解

结果与现有文献中的解析解进行了验证；最后对该方

法的计算效率进行了对比，并对引入变形效应的影响

进行了初步分析。 

1  理论求解 
1.1 考虑变形的土-水特征曲线 

孙德安[23]的研究表明，非饱和土的土-水特征曲线

与应力历史和应力状态无直接关系，在土体受力变形

过程中，可以用孔隙比来表示孔隙的变化。蔡国庆等
[24]、胡冉等[25]及张雪东等[26]同样也是采用孔隙比来表

征变形。图 1 整理了不同初始孔隙比的土在等吸力下

的等向压缩试验结果；其中，孙德安[23]对珍珠黏土进

行了基质吸力为 147kPa的等向压缩试验；蔡国庆等[24]

给出了膨润土/高岭土混合土体在基质吸力为 100kPa
的等向压缩试验结果。图 1 中 s 为基质吸力，e 为孔

隙比，Sr 为孔隙水饱和度，简称饱和度。 

 
图 1  饱和度与孔隙比的关系图 

Fig. 1  Relationship between saturation and void ratio 

从图 1 中可以发现，吸力一定时，土体受外力导

致的孔隙比减小会使饱和度增加。不同初始孔隙比条

件下，等吸力时的孔隙比与饱和度近似呈线性关系且

直线斜率相近。可见，考虑变形效应的 SWCC 可近似

认为是将原有 SWCC 进行偏移得到。假定图 1 中的直

线斜率为λse ，结合蔡国庆等[24]关于孔隙比与 SWCC
的研究，不同孔隙比下的 SWCC 可总结为图 2。 

根据图2，考虑变形效应的SWCC模型可以表示

为： 
( ) ( )= +

r rr S SS sf e f             (1) 

( ) 0 )(λ= −
rS sef e e e              (2) 

其中， 0e 为初始孔隙比， ( )
rSf e 表示饱和度与孔隙比

之间的关系， ( )
rSf s 为 0e 时的 SW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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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孔隙比下的土-水特征曲线示意图 

Fig. 2  Schematic diagram of soil 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 

under different void ratios 

在众多 SWCC模型中，V-G 模型适用范围广，并

且用于求解非饱和动力问题时，能够形成关于时间的

一阶常微分方程，实现求解，因此现有关于非饱和土

的动力求解均是基于 V-G 模型[14, 16-19]。当 ( )
rSf s 为

V-G 模型，即
( ) { }

0
0

0

 1 ( )
1

β
−

−
−

= +
mr w

w

k

S
sS S

， 0
rS 为 0e 时 V-G

模型中的饱和度， 0wS 为残余饱和度，s 为基质吸力，

β 、m、k 为 V-G 模型的参数，其中 m=1-1/k。则，考

虑变形效应的 SWCC 模型可以写为： 

( ){ }0 0 0) 1 1 ( )(λ β
−

= − + − ++
m

r w w
k

seS sS e e S  (3)                    

此时，有效饱和度 eS 为： 

( )
0

0 0

0

[ ( )]
1

λ+ − −
=

−
r se w

e
w

S e e SS
S

            (4) 

根据 Mualem 理论[15]，非饱和土中流体的渗透系

数是关于有效饱和度的函数，如式（5）和（6）所示。

当考虑变形的影响时， eS 的表达式发生变化，流体渗

透系数也发生相应的改变。 

( )
2

1

1 1ρ κ
η

   = − −     

m
w m

w e e
w

gk S S  (5)

( )
21

1 1ρ κ
η

 = − −  

m
a m

a e e
a

gk S S            (6) 

其中， wk 、 ak 分别为孔隙水和孔隙气的达西渗透系数；

ρw 、ρa 为孔隙水和孔隙气的密度，ηw、ηa 为孔隙水

和孔隙气的粘滞系数，单位均为Pa·s；g 为重力加速

度；κ为固有渗透系数，单位为 m2。 
与此同时，徐明江[14]根据试验结果和经验公式，

建立了非饱和土的动剪切模量与有效饱和度之间的联

系，如式（7）所示： 

'

0

2050 tanφ= + ∫
s

s eG G S ds           (7) 

其中，G 为非饱和土的动剪切模量， sG 为土体饱和状

态下的动剪切模量， 'φ 为土体的有效内摩擦角。 
1.2非饱和多孔介质动力控制方程 

固、液、气三相的质量守恒方程分别为： 
( ) ( )1

1 0
ρ

ρ ρ
− ∂ ∂

− + − ∇ =
∂ ∂



s
s s

n n
n u

t t
        (8) 

0
ρ ρ ρ

ρ
∂ ∂ ∂

+ + + ∇ =
∂ ∂ ∂



wr w w r r w
w r

S n n S nS
nS u

t t t
      (9) 

0
ρ ρ ρ

ρ
∂ ∂ ∂

+ + + ∇ =
∂ ∂ ∂



aa a a a a a
a a

S n n S nS
nS u

t t t
     (10) 

其中，n为孔隙率，t 为时间； ρs 为土骨粒密度；u，
wu ， au 分别为土骨架位移，孔隙水位移，孔隙气位

移，上标 ⋅表示对时间的导数；∇为汉密尔顿算子； aS
为孔隙气饱和度， 1= − raS S 。 

固、液、气三相应力引起土单元压缩变形的本构

方程可以表示为： 

 
3

σρ
ρ

∂∂
= −

∂

s
ijs

s st K dt
 (11) 

 ρ
ρ
∂ ∂

=
∂

w
w

w w

P
t K dt

 (12) 

 ρ
ρ
∂ ∂

=
∂

a
a

a a

P
t K dt

 (13) 

其中，σ s
ij 为作用在土颗粒上的应力， sK 、 wK 、 aK 分

别为土颗粒、孔隙水、孔隙气的压缩模量， wP 为孔隙

水压， aP 为孔隙气压。 
考虑土颗粒由于孔隙流体压力作用产生的变形

时，由弹性理论，有效应力分量可表示为： 

 2σ λ δ µε δ′ = Θ + + b
ij ij ij ij

s

K P
K

 (14) 

其中，λ 、µ是 Lame 常数，Θ为土骨架的体积应变，

ε ij为土颗粒的应变， δ ij 为克罗内克符号， bK 是土骨

架的压缩模量且
2
3
µ

λ= +bK ，P 是孔隙流体压力，包

括孔隙水压及孔隙气压， = +w a
r aP S P S P 。 

根据应力空间平均化方法，土单元的总应力可以

表示为： 
( )1σ σ δ δ= − − −s w a

ij ij r ij a ijn nS P nS P  (15) 

根据 Bishop 单一变量非饱和土有效应力原理： 
 σ σ δ= +′ij ij ij 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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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16）代入式（14），可以得到： 

2σ δ λ δ µε δ+ Θ + += b
ij ij ij ij ij

s

KP P
K

 (17) 

将式（15）代入式（17），移项后可以得到： 

( )1 2 ( )λ δ µεσ α δ− = Θ + − − b

ij ij ij

s

s

ij
n

K
n P

K
       (18) 

式中， 1α = − b

s

K
K

。 

将式（11）代入式（18）并展开，可以得到： 

( )

( )

21 1
3 3 1

ε
µ λ δ ασ

α

 ∂ ∂Θ ∂ + − −∂  ∂ ∂ ∂− =  − ∂ − − ∂ 

wPijs n Sij rij t t t
K dt K n as s Pn Sa t

  (19) 

将式（19）代入式（8）中，最终可以求解出孔隙率的

偏导数： 

( ) ( ) ( )α α
α ∂− −∂

= − ∇ + +
∂

∂
∂ ∂

 t t
w an S n Sn P Pr an ut K Ks s

   (20) 

结合式（9），（10），（20）, 可得: 
( )

( ) ( )
0

α

α α

− ∇ + ∇ + ∇

− −∂ ∂
+ + + + =

∂ ∂

   
   
   

  

w a
r a

w a
r a ar

s w s a

n u nS u nS u

n S n S nSnS P P
K K t K K t

   

(21) 
从式（3）推导出饱和度对时间的导数： 

( )0

1 1 10 0
0 0

0 0

1 ( ) [( ) 1]
1 1

β

λ

+ −
−

−

∂

−

∂
=

∂ ∂
− − ∂
− − ∂

−
w

s

m k
r w r wm

r

m

e

k

w w

km S
S S

t

S e
t

S S s
S S

t (22) 

根据定义，孔隙比
1

=
−
ne

n
，基质吸力 = −a ws P P ，

则式（22）可以改写为： 

( )

( )

2

1 1 10 0
0 0

0
0 0

1

1

1 ( ) [( ) 1] ( )
1 1

λ

β
+ −

∂

−

− − ∂ ∂
−

∂
=

∂ ∂

− − −
− − ∂ ∂

se

m k a w
r

r

w r wm m k
w

w w

n

S S S S P P
km S

S

n

t

S
t t

S t
(23) 

令
( )2

1

1
λ=

−
seeA

n
，

( )
1 1 10 0

0 0
0

0 0

1 ( ) [( ) 1]
1 1

β
+ −

=
−

−
−

−
− −

−s

m k
r w r wm m k

w
w w

A
S S S Skm S

S S
；结

合式(9)，(10)，(20)和(23)，可得： 
( )
( )

( )
0

α

α

α

− ∇ + ∇ − ∇

− ∂
+ − +

∂

− ∂
+ + − =

∂

 
 
 
 
 
 

  

w a

r a r a

w

e r r a

s

s w

a

e a r a

s

s a

eA n u S S u S S u

A n S S S P
A

K K t

A n S S S P
A

K K t

       (24) 

式(21)和式(24)组成求解
∂ ∂

∂ ∂
和

w aP P

t t
的方程组： 

11 12 13 14 15

21 22 23 24 25 0

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 a

w a

w a
w a

P P
u u u

t t

P P
u u u

t t
B B B B B

B B B B B
 (25) 

式中： 
( )

11

α −
= +r r

s w

n S nS
K K

B ，
( )

12

α −
= +a a

s a

n S nS
K K

B ，

13 α −=B n ， 14 = r
nSB , 15 = anSB ；

( )
21

α
−=

−
+e r r a

s
s w

A n S S S
A

K K
B ，

( )
22

α
+=

−
−e a r a

s
s a

A n S S S
A

K K
B ，

( )23 α −= eA nB , 24 25= − = r aB B S S 。当不考虑变形对

SWCC 的影响，即 Ae为 0 时，方程（25）退化后的
结果与 Lu 等[16]和徐明江[14]的结果一致。 

令 , ,
α −

= = = ，
w a

s w a

n n n
M M M

K K K 1

+
= ，reA n S

C
n

 

2

−
= aeA n S

C
n

； 采 用 相 对 位 移 ，

( ) = − ，w
i r i inS u uw ( ) = −a

i a i iv nS u u ，可求得： 

11 12 13

∂
− = ∇ + ∇ + ∇

∂
  

wP
D u D w D v

t
          (26) 

21 22 23

∂
− = ∇ + ∇ + ∇

∂
  

aP
D u D w D v

t
             (27) 

其中， iw 为液相与土骨架的相对位移， iv 为气相与土

骨架的相对位移，D11， D12，D13，D21，D22，D23 为

方程系数，具体表达式见附录 1。 
根据动量守恒原理，土体的运动方程可以表示为： 

,σ ρ ρ ρ= + +  

w a
ij j i i is w au u u            (28) 

其中，上标 ⋅ ⋅表示对时间的二阶导数。 
根据广义达西定律，孔隙水和孔隙气的渗流运动

方程可以表示为： 

,( ) ( )ρ
ρ

− = − −  

w ww

r i i w i

w

w
i

k
nS u u P u

g
           (29) 

,( ) ( )ρ
ρ

− = − −  

a aa

a i i a i

a

a
i

k
nS u u P u

g
         (30) 

将式(17)代入式(28)，式(29)、(30)采用式(26)中的

相对位移，可以得到三相介质运动方程： 
( ) ( ) 2λ µ µ δ α ρ ρ ρ+ ∇ ∇ + ∇ − = + + 

ij w a
w vu u P u     (31) 

,
ρ ρ

ρ− = + +  

w w w
i w i i i

r w

g
P w w

n
u

S k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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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ρ ρ

ρ− = + +  

a a a
i a i i i

a a

g
P v v

n
u

S k
            (33) 

其 中 ， ρ 为 非 饱 和 土 的 总 密 度 ，

(1 )ρ ρ ρ ρ= − + +s r w a an nS nS 。 
将式(26)和(27)代入式(31)-(33)，得到最终考虑变

形效应的非饱和土动力控制方程为： 
( )

( )
( )

, 11 21 ,

12 22 ,

13 23 ,

µ λ µ α α

α α

α α ρ ρ ρ

+ + + +

+ +

+ + = + +   

i jj r a j ji

r a j ji

r a j ji w a

u S D S D u

w v

S D S D w

S D S D v u

  (34) 

11 , 12 , 13 ,

ρ ρ
ρ+ + = + + 

w w
j ji j ji j ji w i i i

r w

g
D u D w D v w

k
u w

nS
(35) 

21 , 22 , 23 ,

ρ ρ
ρ+ + = + + 

a a
j ji j ji j ji a i i i

a a

g
D u D w D v v

k
u

nS
v (36) 

1.3 2.5维有限元求解 

2.5维有限元法最初是由Yang等[27]用于求解移动

荷载作用下完全弹性半空间的响应。该方法的特点在

于需要假定研究对象在沿荷载移动方向的几何形状以

及材料属性都是连续一致的，通过傅里叶变换将荷载

移动方向的空间坐标（假定为 x 方向）变换成波数，

只在频域-波数域内求解出 y-z 二维平面的响应，再通

过傅里叶逆变换就可以得到 x 方向的响应，从而获得

三维空间响应的解答。由于轨道结构大都具备沿列车

行进方向连续一致的特性，因此，2.5 维有限元法近年

来在交通岩土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1-13]。 
在应用时，首先定义关于荷载移动方向 x 以及时

间 t 的傅里叶变换： 

 i i( , , , ) ( , , , )e e d dξ ωξ ω
+∞ +∞

−

−∞ −∞

= ∫ ∫
x x t

xu y z u x y z t x t      (37) 

相应的傅里叶逆变换为： 
i i

2

1
( , , , ) ( , , , )e e d d

4
ξ ωξ ω ξ ω

+∞ +∞

−∞ −∞

=
π
∫ ∫  x x t

x x
u x y z t u y z     (38) 

式中：ξx 为沿 x 方向的波数，单位为 m-1；ω为圆角

频率，单位为 rad/s；上标‘–’和‘~’分别为波数域和频

域内的量。 
对式(34)-(36)进行傅里叶变换后，非饱和土的动

力控制方程在频域内的表达式为： 
2

, 11 21 ,

2

12 22 ,

2

13 23 ,

( )

( )

( ) 0

µ λ µ α α ρω

α α ρ ω

α α ρ ω

+ + + + +

+ +

+ +

+

+ =

i jj r a j ji i

r a j ji w i

r a j ji a i

u S D S D u u

S D S D w w

S D S D v v

(39) 

 
2 2

11 , 12 , 13 , 0
ρ ρ

ρ ω ω ω+ + + − + =w w
j ji w i j ji i i j ji

r w

g
D u u D w w i w D v

nS k
 (40)

2 2
21 , 22 , 23 , 0

ρ ρ
ρ ω ω ω+ + + − + =a a

j ji a i j ji i i j ji
a a

g
D u u D w v i v D v

nS k
                  (41) 

经过波数变换后整理得到的矩阵形式： 
s

1 2 1 1 2 1 3
f

3 2 2 4 2
g

4 3 3 3 5

K + K - M L - M G - M U F
K - M L - M G W F
K - M L G - M V F

    
     =     
        

 (42) 

其中，K，L，G 分别为固相、液相和气相的刚度矩阵，

M 为各相的质量矩阵，U, W, V 分别为固相、液相和

气相的位移矩阵； s f gF F F， ， 分别为固相、液相和气

相的外力矢量矩阵。各矩阵的具体表达式见附录 1。 
求解时，首先建立 y-z 剖面的二维有限元模型，

采用 4 节点等参单元划分模型网格。参考王勖成《有

限单元法》[28]，采用拉格朗日插值函数和高斯积分，

根据式（42）得到单元刚度矩阵，最后集成总体刚度

矩阵后进行求解。整个求解过程是根据公式（42），在

Matlab 中通过编程实现。 

2 求解精度及求解效率 
2.1模型介绍 

Yang[27]讨论了网格尺寸与求解精度以及计算经

济性的关系，认为计算区域 2.5 维有限元网格尺寸的

最大值 L(m)必须要小于等于 ' 6λ s ，才能满足计算精

度要求，网格尺寸的最小值大于等于 0.5 'λ s 能兼顾计

算的经济性；其中， 2 20' 2 ' ' ( )
ω ω

λ π
−

= = −，
s s s s

k k k
c

，

sk 为弹性半空间土体沿 x方向上的剪切波波数， '
s

k 为

移动荷载作用下土体沿 x 方向的剪切波波数， 'λ
s
为移

动荷载作用下剪切波的波长，单位为 m， 0ω 为移动荷

载初始自振频率，c 为外部荷载的移动速度。 
本节建立了一个宽 100m，深 50m 的 2.5 维有限

元模型用以模拟非饱和半无限空间，用四边形等参单

元模拟地基中的土单元，其中每个节点包含空间三个

方向的位移自由度，如图 3 所示，其中，由于 x 方向

也被波数代替，因此只需在 y-z 平面进行网格划分。

文献[16]中非饱和土的最小剪切波速为 38m/s，如外加

荷载最大运行速度为 200m/s，则 2.5 维有限元网格的

最大值不能超过 0.2m。因此，在建模时，本模型计算

核心区域的网格尺寸为 0.08m×0.08m，0.2m×0.2m；

随后逐渐过渡至 0.5m×0.5m，边缘网格尺寸为 1.0m
×1.0m。Bian 等[12]和胡静等[13]在求解饱和地基动力响

应时采用多层阻尼边界，很好地模拟了饱和半无限空

间的动力响应。因此，本文同样采用多层阻尼边界对

模型边界的波动进行吸收。整个 2.5 维有限元模型共

录
用
稿
件
，
非
最
终
出
版
稿



 

6 

 

计 9052 个网格，9250 个节点。 

2.2 退化验证 

（1） 弹性地基验证  

首先，将参数α , ρw, ρa, Sr 和 Sa的值都取无限小，

则非饱和动力控制方程退化为单相弹性介质的 Naiver
波动方程。采用文献[12]中的单相弹性地基的参数（表

1 所示）赋至上述 2.5 维有限元模型中进行计算。 

核心计算区域

阻尼层 1

阻尼层 2

阻尼层 3

50
m

y

z

100m

0
观察点(x,1,1)

 
图 3  模型网格分布示意图 

Fig. 3  Diagram of mesh distribution 

图 4 为单位荷载（1N）以时速 75m/s 移动时，观

察点(x, 1, 1)处的位移响应时程曲线，x 为荷载移动方

向。由图 4 可知，基于退化至弹性地基参数的 2.5 维

非饱土模型计算得到的结果与半解析解结果吻合。 

 

图 4  单相弹性地基验证 

Fig. 4  Verification of single-phase elastic medium 

 

表 1  单相弹性地基计算参数
[12] 

Table 1  Parameters for single-phase elastic medium [12] 

Ks (GPa) Kw (GPa) Ka (kPa) G (MPa) ν  n ρs (kg/m3) ρw (kg/m3) ρa(kg/m3) Sr 

35 2.25 145 25 0.125 0.001 2500 0.001 0.001 0.001 

（2） 饱和地基验证 

令 Sr 等于 1，参数 Ae，As，ρa和 Sa的值都取无限

小，非饱和土的动力控制方程退化为 Biot 波动方程。

将文献[9]中双相饱和地基的参数（见表 2）赋至 2.5 维

非饱和半空间模型中进行计算。 
图 5 为单位荷载（1N）以 121m/s移动时观察点(x, 

1,1)处的位移及超静孔压响应。图 5 中，位移乘以

/RGa F ，超静孔压乘以 2 /
R

a F 进行了归一化，其中

F=1N，aR=1.0m，G 为表 2中的剪切模量。从图 5 中

可以发现，基于退化至饱和地基参数的 2.5 维非饱土

模型计算得到的位移响应和超静孔压响应都与半解析

解吻合。 
 

表 2  双相饱和地基计算参数
[9]
 

Table 2  Parameters for two-phase saturated medium [9] 

Kb (MPa) Ks(GPa) Kw(GPa) Ka(kPa) G (MPa) ν  n ρs(kg/m3) ρw(kg/m3) ρa(kg/m3) Sr kD(m/s) 

8.77 11 2.25 145 2997.6 0.125 0.3 2500 1000 0.001 1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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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位移验证 

 
(b)孔压验证 

图 5  饱和地基验证 

Fig. 5  Verification of two-phase saturated medium 

2.3 与非饱和解析解验证 

Lu 等[16]采用解析法求解了矩形荷载作用下非饱

和半空间的动力响应，但该研究并未考虑变形对土-
水特征曲线的影响。此处选取该研究中的参数进行计

算，并与其结果进行对比以验证本模型对非饱和动力

问题求解的准确性。模型中，荷载为 0.32m 0.32m 的

矩形荷载，大小为 30kN，频率为 2Hz；地基土参数见

表 3，地基上部为完全透水边界。由于非饱和土的剪

切模量与饱和度有关，因而土体的剪切波波速也随着

饱和度的变化而变化。为此，定义参数 Vssat表示不同

饱和度下的土体剪切波波速，其上标 sat 代表饱和度。 
图 6 为观察点（0,0,0.5）在不同饱和度和不同荷

载移动速度下的响应。从图 6 中可以看出，在低速和

高速条件下，2.5维有限元在不同饱和度下的计算结果

均与 Lu 等[16]的解析解吻合良好。 
2.2 和 2.3 小节共进行了三种介质模型的验证，数

值结果都与已有解析/半解析结果吻合一致，证明了

2.5 维有限元方法求解多孔介质动力问题的准确性。 
 

 
(a) 15m/s,  c/Vs

0.5=0.21,  c/Vs
0.8=0.25 

 
(b) 60m/s,  c/Vs

0.5=0.85,  c/Vs
0.8=1.01 

图 6  非饱和地基验证 

Fig. 6  Verification of three-phase unsaturated medium 

2.4 计算效率 

采用 Intel Core i9-10900k 10 核 20 线程，基本频

率为 3.7GHz 的电脑对上述 2.5 维有限元模型进行计

算。移动荷载为 8 节编组的列车荷载，移动速度为

75m/s, 移动距离为 384m，结果表明，仅考虑每节点 3
个自由度的单相弹性介质模型所需的计算时间为

60.43s，考虑每节点 6 个自由度的双相饱和介质模型

所需的计算时间为 447.54s，考虑每节点 9 个自由度的

三相非饱和介质模型所需的计算时间为 1807.24s。可

见，随着每节点自由度数的增加，模型所需的计算时

间显著增大。Lars Hall[29]曾用 ABAQUS 建立了一个

65m×30m 的三维完全弹性地基模型，计算 8 节编组列

车荷载下的动力响应，耗时约 23小时。由此可见，采

用有限元法求解多孔介质的动力响应问题不仅面临着

二次开发困难，还必将存在计算用时过长的问题。与

此同时，非饱和土波动方程求解较为复杂，将变形对

土-水特征曲线的影响引入波动方程后，需要对关键控

制项进行重新推导，解析和半解析求解难度增大。如

果再考虑到路基/地基中饱和度横向及纵向的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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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解析和半解析方式则较难实现求解。对比而言，

2.5 维有限元方法体现出了高效的计算效率，与此同时

还具备良好的准确性，因此，2.5 维有限元方法是现阶

段求解多孔介质动力问题的一种优势方法。 
 

表 3  非饱和地基计算参数
[16]
 

Table 3  Parameters of unsaturated medium[16] 

Kb (MPa) Ks (GPa) Kw (GPa) Ka (kPa) Gs (MPa) ν  n ρs (kg/m3) ρw(kg/m3) ρa(kg/m3) 

8.33 35 2.25 145 3.85 0.35 0.45 2650 1000 1.28 

Sr Sa ηw (Ns/m2) ηa (Ns/m2) Sw0 κ (m2) β (Pa-1) m k  φ' 

0.5、0.8 0.5、0.2 0.001  18×10−6  0.05 5.3×10−13  1.0×10-4 0.5 2 10° 

3 数值分析 
为研究考虑变形效应的 SWCC 对非饱和土动力

响应的影响，基于孙德安的[23]研究，将孔隙比-饱和度

直线图的斜率λse 取为-0.35，代入 2.3 小节中的模型进

行计算。对比了观察点（0,0,0.5）处，基于考虑变形

与未考虑变形两种 SWCC 模型计算出的位移响应结

果，如图 7 所示。 

 
(a) 15m/s,  c/Vs

0.5=0.21 

 
  (b) 15m/s,  c/Vs

0.8=0.25   

 
(c) 60m/s,  c/Vs

0.5=0.85 

 
 (d) 60m/s,  c/Vs

0.8=1.01 

图 7  SWCC 考虑变形对位移响应的影响 

Fig. 7  Displacement responses under the SWCC with 

considering of the effect of deformation  

从图 7 中可以看出，采用考虑变形效应的土-水特

征曲线计算得到的位移响应大于未考虑变形的结果。

根据图 2和式（3）、（7）可知，考虑变形的 SWCC 相

较于未考虑变形的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导致同一基质

吸力所对应的饱和度增大，土体剪切模量减小；因而

在相同的荷载作用下其响应值更大。 
图 8 给出了多个饱和度和速度下，考虑变形效应

所产生的位移增幅。 

 
图 8  不同速度下考虑变形效应所产生的位移增幅随饱和度的

变化 

Fig. 8  The amplification of deformation considering different 

velocities varies and saturation.  

由图 8 可知，当荷载移动速度没有超过土体的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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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波波速时，考虑变形带来的位移响应增幅与饱和度

和列车速度均成正比。采用传统的土-水特征曲线模型

去求解非饱和土的动力问题将低估土体的振动强度。 

4 结论 
(1)本文在传统 V-G 模型的基础上，根据饱和度与

孔隙比的关系，建立了考虑变形效应的土-水特征曲线

模型，并据此推导了新的非饱和土动力控制方程，该

方程能够完整描述动力作用下非饱土的水-力耦合作

用。 
(2)采用2.5维有限元方法对考虑SWCC变形效应

的非饱和土动力控制方程进行了求解，求解结果分别

与单相弹性介质，双相饱和介质和三相非饱和介质的

解析/半解析结果进行对比，均验证了该求解方法的准

确性。 
(3)随着多孔介质模型的复杂程度即考虑相数的

增加，动力求解模型的计算耗时会显著增长；2.5 维有

限元方法具备良好的准确性和高效的计算效率，并且

能够根据实际地层特征进行建模，是目前求解多孔介

质动力问题的一种优势算法。 
(4)采用考虑变形效应的土-水特征曲线计算得到

的位移响应大于未考虑变形的结果，说明传统的计算

方法会低估非饱和土动力响应的强度。 
(5)由于非饱和三相介质动力计算需要涉及众多

参数，全套参数的测定也较耗时，因此文中进行的分

析是基于前人已发表的参数。后续可进行非饱和土的

试验研究，测定 SWCC、渗透系数及强度，获得非饱

和三相介质动力计算所需的参数，更加贴近实际应用。 

5 参考文献 
[1] 黄长生, 周耘, 张胜男, et al. 长江流域地下水资源特征与

开发利用现状  [J]. 中国地质 , 2021, 48(4): 979-1000. 

(Huang Changsheng, Zhou Yun, Zhang Shengnan, et al.  

Groundwater resourc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J]. Geology in China, 

2021, 48(4): 979-1000（in Chinese）） 

[2] 吴庆华, 汪啸, 范越. 长江中下游地下水资源战略储备选

址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 [J]. 长江科学院院报, 2022, 39(8) : 

145-151. (Wu Qinghua, Wang Xiao, Fan Yu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suitability of groundwater strategic 

reverse site in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r[J]. Journal of 

Yangtze River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2022, 39(8) : 

145-151 (in Chinese)) 

[3] 池田俊雄. 地盤地質と鉄道土木の 50 年[J]. 応用地質, 

1998, 39(1): 4-10. (Toshio Ikeda. 50 years of geology and 

railway engineering [J]. Applied Geology, 1998, 39(1) : 

4-10(in Japanese)) 

[4] Conrad, British Columbia. Railway Investigation Report 

R97V0063 [R]. 1997. 

[5] Eason G. The stresses produced in a semi-infinite solid by a 

moving surface forc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cience, 1965, 2(6): 581-609. 

[6] Sheng X, Jones CJC, Petyt M. Ground vibration generated by 

a load moving along a railway track [J]. Journal of Sound and 

Vibration, 1999, 228(1): 129-56. 

[7] 雷晓燕, 徐斌, 徐满清. 半无限弹性空间中移动荷载动力

响应的频域-波数域比例边界有限元法分析 [J]. 振动工程

学报, 2017, 30(5): 798-805. (Lei Xiaoyan, Xu Bing, Xu 

Manqing. Frequency domain wavenumber domain 

proportional boundary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dynamic 

response of moving loads in semi-infinite elastic space [J]. 

Journal of Vibration Engineering, 2017, 30(5): 798-805 (in 

Chinese)) 

[8] Biot Maurice A. Mechanics of deformation and acoustic 

propagation in porous media [J]. Journal of Applied Physics, 

1962, 33(4): 1483-98. 

[9] Lu Jianfei, Jeng Dongsheng. A half-space saturated 

poro-elastic medium subjected to a moving point loa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2007, 

44(11-12): 573-86 

[10] Cai Yuanqiang, Sun Honglei, Xu Changjie. Response of 

railway track system on poro-elastic half-space soil medium 

subjected to a moving train loa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lids and Structures, 2008, 45(18-19): (5015-5034). 

[11] Gao Guangyun, Chen Qingsheng, He Junfeng, et al.  

Investigation of ground vibration due to trains moving on 

saturated multi-layered ground by 2.5D finite element method 

[J]. Soil Dynamics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012, 40: 

(87-98). 

[12] Bian Xuecheng, Hu Jing, Thompson David, et al. Pore 

pressure generation in a poro-elastic soil under moving train 

loads [J]. Soil Dynamics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019, 

125(11): 105711.1-105711.15. 

[13] 胡静, 唐跃, 张家康, 等. 高速列车荷载作用下饱和软土

地基动力响应研究[J]. 岩土力学, 2021, 42(11): 3169-3181. 

(Hu Jing, Tang Yue, Zhang Jiakang, et al. Dynamic responses 

录
用
稿
件
，
非
最
终
出
版
稿



 

10 

 

of saturated soft soil foundation under high speed train [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2021, 42(11): 3169-3181 (in 

Chinese)) 

[14] 徐明江. 非饱和土地基与基础的动力响应研究 [D]. 华南

理工大学, 2010. (Xu Mingjiang. Investigation on dynamic 

response of unsaturated soil and foundation [D]. Guangzhou: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0 (in Chinese)) 

[15] Mualem, Yechezkel. A new model for predicting th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of unsaturated porous media [J].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1976, 12(3): 513-522. 

[16] Lu Zheng, Fang Ran, Yao Hailin, et al. Dynamic responses of 

unsaturated half‐space soil to a moving harmonic rectangular 

load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and Analytical 

Methods in Geomechanics, 2018, 42(9): 1057-1077. 

[17] Lu Zheng, Fang Ran, Yao Hailin, et al. Study on dynamic 

responses of unsaturated railway subgrade subjected to 

moving train load [J]. Soil Dynamics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018, 115: 319-323. 

[18] Gao Guangyun, Yao Shaofeng, Yang Jun, et al. Investigating 

ground vibration induced by moving train loads on 

unsaturated ground using 2.5D FEM [J]. Soil Dynamics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019, 124(SEP.): 72-85. 

[19] 李绍毅. 土体饱和度对移动荷载引起多层非饱和铁路地基

振动的影响 [J]. 岩土力学 , 2021, 42(1): 151-159. (Li 

Shaoyi. Influnces of soil saturation on the vibration of 

multi-layer unsaturated railway ground induced by moving 

load [J]. Rock and Soil mechanics, 2021, 42(1): 151-159 (in 

Chinese) 

[20] Brooks RH, Corey AT. Hydraulic Properties of Porous Media 

and Their Relation to Drainage Design [J]. Transactions of 

the ASAE, 1964, 7(1): 26-28. 

[21] Van Genuchten MTH. A closed-form equation for predicting 

th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of unsaturated soils [J]. Soil 

Science Society of America Journal, 1980, 44(5): 892-898. 

[22] Fredlund DG, Xing Anqing. Equations for the soil-water 

characteristic curve [J]. Canadian Geotechnical Journal, 1994, 

31(6): 521-532. 

[23] 孙德安. 非饱和土力学特性及本构模型[J]. 岩土工程学

报，2023, 45(1): 1-23. (Sun Dean. Mechanical behaviors and 

constitutive model for unsaturated soils [J]. Chinese Journal 

of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2023, 45(1): 1-23 (in Chinese)) 

[24] 蔡国庆, 田京京, 李舰等. 考虑变形及滞回效应影响的三

维土-水特征曲面模型[J]. 土木工程学报, 2019, 52(11) : 

97-107. (Cai Guoqing, Tian Jingjing, Li Jian, et al. A 

three-dimensional soil water characteristic surface model 

considering deformation and hysteresis effect [J]. China Civi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9, 52(11): 97-107 (in Chinese)) 

[25] 胡冉, 陈益峰, 周创兵. 考虑变形效应的非饱和土相对渗

透系数模型 [J].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 , 2013, 32(6) : 

1279-1287. (Hu Ran, Chen Yifeng, Zhou Chuangbing. A 

relative hydraulic conductivity model for unsaturated 

deformable soils [J]. Chinese Journal of Rock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2013, 32(6): 1279-1287 (in Chinese)) 

[26] 张雪东, 赵成刚, 刘艳等. 变形对土-水特征曲线影响规律

模拟研究[J]. 土木工程学报, 2011, 44(07): 119-126. (Zhang 

Xuedong, Zhao Chenggang, Liu Yan, et al. Modeling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formation and water retention 

curve [J] China Civi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1, 44(07) : 

119-126 (in Chinese)) 

[27] Yang Yeongbin, Hung Hsiaohui. A 2.5D finite/infinite 

element approach for modelling visco‐elastic bodies 

subjected to moving load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2001, 51(11): 1317-36. 

[28] 王勖成. 有限单元法[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101-161. (Wang Xucheng. Finite element method [M] Bei 

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3：101-161 (in Chinese) 

[29] Lars, Hall. Simulations and analyses of train-induced ground 

vibrations in finite element models [J]. Soil Dynamics & 

Earthquake Engineering, 2003, 23(5): 403-4.录
用
稿
件
，
非
最
终
出
版
稿



 

11 

 

附录 1 
( )

[ ]
1

11

2 1
1( )

α α+ − +
=

+ + + − −

e a a a a s

s s r w a a r a w a r a w a

A nS M M C S M A
D

A M A S M S M MS S C M C M S S M M
n

； 

( )

[ ]
2 2 1

12

2 1
1( )

+ − +
=

+ + + − −

a a a s

s s r w a a r a w a r a w a

C S M C C S M A
D

A M A S M S M MS S C M C M S S M M
n

； 

[ ]
1

13

2 1
1( )

+
=

+ + + − −

a s

s s r w a a r a w a r a w a

C S M AD
A M A S M S M MS S C M C M S S M M

n

； 

[ ]
2

21

2 1
1

(

)

)

(

α α− + +
=

+ + + − −

+e r w r w s

s s r w a a r a w a r a w a

A nS M M C S M A

A M A S
D

M S M MS S C M C M S S M M
n

； 

[ ]
2

22

2 1
1( )

− +
=

+ + + − −

r s

s s r w a a r a w a r a w a

C S M AD
A M A S M S M MS S C M C M S S M M

n

； 

( )

[ ]
1 1 2

23

2 1
1( )

− − −

+

+
=

+ + − −

r r w

s s r w a a r a w a r a w a

sC S M C C S M
D

A M A S M S M MS S C M C S S M
n

A

M M
 

1 1
*

1
1 1

( ) | |K B N DBN J η ς
− −

= ∑ ∫ ∫ T

element
d d  

1 1
*

2 11 21
1 1

( ) ( ) | |K B N BN Jα α η ς
− −

= + ∑ ∫ ∫ T T
r a

element
S D S D mm d d  

1 1
*

3 11
1 1

( ) | |K B N BN J η ς
− −

= ∑ ∫ ∫ T T

element
D mm d d  

1 1
*

4 21
1 1

( ) | |K B N BN J η ς
− −

= ∑ ∫ ∫ T T

element
D mm d d  

1 1
*

1 12 22
1 1

( ) ( ) | |L B N BN Jα α η ς
− −

= + ∑ ∫ ∫ T T
r a

element
S D S D mm d d  

1 1
*

2 12
1 1

( ) | |L B N BN J η ς
− −

= ∑ ∫ ∫ T T

element
D mm d d  

1 1
*

3 22
1 1

( ) | |L B N BN J η ς
− −

= ∑ ∫ ∫ T T

element
D mm d d  

1 1
*

1 13 23
1 1

( ) ( ) | |G B N BN Jα α η ς
− −

= + ∑ ∫ ∫ T T
r a

element
S D S D mm d d  

1 1
*

2 13
1 1

( ) | |G B N BN J η ς
− −

= ∑ ∫ ∫ T T

element
D mm d d  

1 1
*

3 23
1 1

( ) | |G B N BN J η ς
− −

= ∑ ∫ ∫ T T

element
D mm d d  

1 1
2

1
1 1

| |M N N Jω ρ η ς
− −

= ∑ ∫ ∫ T

element
d d  

1 1
2

2
1 1

| |M N N Jω ρ η ς
− −

= ∑ ∫ ∫ T
w

element
d d  

1 1
2

3
1 1

| |M N N Jω ρ η ς
− −

= ∑ ∫ ∫ T
a

element
d d  

1 1
2

4
1 1

( ) | |M N N Jρ ρ
ω ω η ς

− −

= − ∑ ∫ ∫ Tw w

elementr w

gi d d
nS k

 

2 0 0 0
2 0 0 0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D

λ µ λ λ
λ λ µ λ
λ λ λ µ

µ
µ

µ

 
 
 
 
  
 

+
+

+=

0 0 0

0 0 0

0 0 0

TB

ξ

ξ

ξ

 
 
 
 =
 
 
  

∂ ∂−
∂ ∂∂ ∂−

∂ ∂∂ ∂ −
∂ ∂

x
y z

x
y z

x
z y

i

i

i

 

1
1
1
0
0
0

m

 
 
 
 
 
 
 
 

=  

4 4

1 1

4 4

1 1

J
η ξ

η ξ

= =

= =

∂ ∂
∂ ∂

=
∂ ∂
∂ ∂

∑ ∑

∑ ∑

element elementi i
i ii i

element elementi i
i ii i

N Ny y

N Nz z
 

式中：B 为应变矩阵；D 为弹性矩阵； N 为插值函数矩阵；J 为 Jocobi矩阵； ,η ζ 表示局部坐标系中的变量；

yi, zi为总体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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