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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 了研究层流状态下粗糙单裂隙面的渗流特性 ， 基于格子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方法 ， 建立 了压力作用下单裂隙面渗流的数值

模型 。 采用 Ｄ２Ｑ９模型模拟离散速度分布方 向 ， 在宏观尺度上 ， 上 、 下边界设置为不透水边界 （叫
＝

％
＝

０ ）
， 左 、 右边界为压

力边界 （左侧压力
；＾ 大于右侧压力 凡ｕ

ｔ

）
； 在微观尺度上 ，

左
、
右边界及光滑裂隙表面采用非平衡态外推格式 ， 粗糙裂隙表

面采用标准反弹格式 。 编制 了相应的计算程序 ，
验证了光滑平板裂隙流的立方定律 。 采用分段随机裂隙长及裂隙宽的方法生

成 了粗糙裂隙面 ， 并基于格子 Ｂｏｌ ｔｚｍａｎｎ 方法研究 了 不同粗糙裂隙面方案的渗流特性 。 研究结果表明 ： 对于粗糙裂隙面 ， 渗

流特征极大程度取决于裂隙表面形貌 ，
随着相对粗糙度的增加 ， 裂隙渗流规律明显偏离立方定律 。 为此 ， 考虑裂隙面相对粗

糙度的影响 ， 根据不 同裂隙粗糙面方案 的数值计算结果 ， 提出 了层流状态下粗糙裂隙面渗流的立方定律修正 公式 ， 为系统研

究复杂粗糙裂隙的水力特性奠定 了
一

定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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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次的地质变迁过程 ， 在其 内部形成 了大量的结

９ １°

构面 。 这些结构面形态各异 、 成因也不尽相同 ， 主

天然岩体 由于受到漫长的地质演化作用 以及要 以节理 、 断层等裂隙的形式存在于岩体当中 。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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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裂隙的透水能力远大于岩石 ， 错综复杂的裂隙网构 ， 讨论了粗糙裂隙面的渗流规律 ， 并结合裂隙面

络构成 了岩体中水分运动 的主要通道 ， 也决定 了岩的相对粗糙度提 出 了修正立方定律 ， 为系统研究复

体的渗透特性
［

１
＿２

］

。单条裂隙是岩体裂隙网络的基本杂粗糙裂隙的水力特性奠定 了
一

定的基础 。

＃元 ， 其水力特性影响着整个岩体的渗流规律 ， Ｓ

此 ， 系统深入麵究单裂麵的渗透特性可以为合
２ 糾泉曲棚ｔｅ度表他及糾泉 ？生成

理预测工程岩体复杂的渗流状态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天然状态下 ， 岩体裂隙结构面 是粗糙不平

对于岩体单裂隙面渗流特性的研究 ， 国 内 外学 的 ， 如图 １ 所示 。 由于受到 自 然界风化 、 水岩化学

者在试验研究 、 理论推导及数值模拟等方面进行了反应等影响 ， 其裂隙面的粗糙度存在较大差别 。 为

大量工作 ， 并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 。 试验研究方面 ，

了表征不同裂隙面的粗糙程度 ， 常采用相对粗糙度

速宝玉等 ［
３

］用人工粗糙裂隙面模拟天然岩体裂隙进ｊ 对
？

其进行描述 ：

行物理模型试验 ， 讨论 了天然裂隙的渗流机制 ， 并
ｚ

提出 了渗流计算的改进理论公式 。 许光祥等
［

４
］采用Ｓ

＝

今（ １ ）

人工概化裂隙进行单裂隙渗流试验研究 ， 并根据超

立方定律和次立方定律来揭示粗糙裂 隙的渗流规
式 中

丄
」 为 裂 隙 面 的 绝 对 粗 糖 度 ［

１ １

］

， 」 ＝

律 。 理论推导方面 ， 柴军瑞等
［

５
］

依据渗流量等效原Ｗ ， 〃 为裂隙面所划分的区 间段数 ，

理推导出变裂隙宽光滑平板裂隙流等效裂隙宽的计 对于
一

侧 光滑 、

一

侧 粗 糙 的 裂 隙 面 而言 ，
ｊ
＝

算公式 ， 并结合 网络渗流模型验证了其有效性 。 徐１－１ ^

维生等 ［

６
］根据裂隙分布统计特征生成了粗糙裂隙 ，

，＋

２
；
ｂｂ ＝

ｎ＾
ｂ

ｉ
°

推导 了不同渗流本构关系下的单宽裂 隙流量、 裂隙为便于分析讨论 ， 本文的数值计算均采用
一

侧光滑 、

等分点水头公式及等麵宽公式等 。 然而 ， 肝天
—

讓＿裂隙面 °

然裂隙面产状及地下水渗流流态的复杂性 ， 理论推

导及试验条件均难以达到天然状态下裂隙面渗流的

条件 。 而数值模拟方法不仅可 以研究复杂条件下岩ｊ

体裂隙的渗流规律 ， 并能够指导 、 验证试验的研究Ｗ

成果 ， 还可以大大减小试验的工作量 。 因此 ， 数值

模拟 已成为解决岩土工程问题的重要工具 ， 并在岩＇

体裂隙渗透特性研究方面得到 了较为广泛 的应用 。

图 １ 粗糙裂隙面不意图

段慕 白等
［

１根据节理粗糙度标准剖面轮廓 曲线 ， 采Ｆ
ｉ

ｇ
．

１ Ｓｃｈ ｅｍ ａ ｔｉ ｃ ｏｆ ｆｏｕ
ｇ
ｈ ｆｒａｅ ｔｕｒｅ ｓｕ ｒｆａ ｃｅ

用逆向数字化建模方法 ， 模拟 了岩体不同节理裂隙

粗糙度的渗流特征 。 刘晓丽等 ［

８
］利用 Ｍ ｏｎｔｅＣａｒ ｌｏ 模为 了使生成的裂隙面更加接近于天然状态 ， 采

拟技术生成表征岩体裂隙结构信息的虚拟裂 隙网用分段随机裂隙长和裂隙宽方法生成裂隙的粗糙 曲

络 ， 采用有限元法研究了岩体裂隙的水力学特性 ，面 ， 如图 ２ 所示 。 将裂隙总长度 Ｌ 分割成长度不等

并探讨了裂隙几何形貌对其渗流状态的影响 。

的 小 段 Ｌ＝ ， 每
－

段 的长度取 为 ＬＸ

与传统的数值模拟方法相 比 ， 格子 Ｂｏ
ｌ
ｔｚｍａｎｎｔｔ

＇

方法是
一

种介观模拟方法 ， 它克服了宏观连续性假ｒａｎｄ
（
０

，

ｌ
）

。式中 为每
一

段的最大长度 ， ｒａｎｄ
（
０

，
ｌ
）

设引起的计算精度问题以及微观分子动力学模型在为 〇
？

１ 之间的
一

个随机数 。每
一

段末端的高度取为

时间 及空 间上 的限制 ， 能准确地求解流体流动 的ｈ
ｚ

／ｚ
＾

ｘ ｒａｎ＾ＯＪ ）
， Ａ

ｍａｘ 为每
一段的最大高度 。 将

Ｎａｖ
ｉ
ｅｒ

－

Ｓｔｏｋｅ ｓ 方程及模拟复杂的边界条件 ， 已成为研各分段裂隙的首尾相接 ， 即可生成粗糙的裂隙面 。

究岩体裂隙渗流较为有效的数值计算方法之
一

表 １ 列 出 了裂隙总长度为 ４０ ０ 、 宽度 （包括粗糙面

为此 ， 本文基于格子 Ｂｏｌ ｔｚｍａｎｎ 方法 ， 对压力作用的厚度 ） 为 ５０ ， 下侧粗糙面的厚度为 ２０＋仏 ，
Ｌ
ｍａｘ

下岩体单裂隙面的渗流特性进行了分析计算 ， 验证外？＾分别取为 ５ ｘ５ 、 １ ０ ｘ５ 、 １ ５
ｘ
５ 及 ２０ ｘ ５ 时 ， 随机

了光滑平板裂隙流的立方定律 ； 同时采用分段随机生成裂隙结构面的基本形状 。 为 了数值计算方便 ，

裂隙长及裂隙宽 的方法生成了粗糙裂隙面的基本结所生成粗糙裂隙面 的单位均为格子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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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 －^＾

（ ５ ）

ｆ
＾

１
２ｖ（

ａ
Ｔ

＼
１ ＋〇 －６

ｌ
ｆｊ

Ｉ
－式中 ： ５ 、 ＣＴ

ｅ
分别为裂隙隙宽 的均值和方差 。

Ａ．由上述可知 ， 层流状态下粗糙裂隙面立方定律

乙 Ｉ的修正公式可统
一

表示为
Ｉ １ １

Ｚ ，

，

＝

Ｌｍ ａｘ
ｘｒａｎｄ

（
０

， １
）

ｇｂＪ…

图 ２ 分段随机生成粗糙面示意 图ｑ
＝

＼
２ ｖ ＼＋ＡＳ

ｂ（ ６ ）

Ｆ ｉ

ｇ．
２Ｓｃｈ ｅｍ ａｔ ｉｃ ｏｆ ｒｏ ｕ

ｇ
ｈ ｓ ｕ ｒｆａｃｅ

ｇ
ｅｎ ｅｒａｔｅｄｂｙ

ｔｈ ｅ ｐ
ｉ ｅｃｅｗ ｉ ｓｅｒａ ｎ ｄｏｍｍｅ ｔｈｏｄ式中 ：

Ｊ 、 Ｓ 为经验系数 。

表 丨 分段随机生成粗糙裂隙面的基本形状４Ｉｇ
－ＴＢｏ ｌｔｚｍａｎｎ１

＝

１Ｍ
Ｔａｂ ｌｅ１Ｂａ ｓｉｃ ｓｈ ａ ｐ ｅｏ

ｆ ｒｏ ｕ
ｇ
ｈ ｆｒａ ｃ ｔｕ ｒｅ ｓ ｕｒｆａ ｃｅ

ｇｅ
ｎ ｅｒａ ｔｅｄ



ｂ
ｙｔ

ｈ ｅ
ｐ

ｉｅｃｅｗ ｉ ｓｅ ｒａｎ ｄｏｍｍ ｅ ｔ
ｈｏ ｄ
４

＞
１格子

Ｂｏｌ ｔｚｍ ａ ｎｎ
方程

＾ｍａｘ
ｘ
＾ｍａｘ＾裂隙形状基本情况Ｄｌ

￣ｔｒＦｆ
＾＇

 Ｉ
 ／

ｊ ｊ

＇ ＇ｒ
 ｒｈｆＴＩ 

Ｉ

ｖ

！ ！

－？
： 
Ｍ

＇

Ｂｏ
ｌｔｚｍａｎｎ 方程是统计力学 中用以描述非平＃

５
ｘ
５° ＇０ Ｉ ８ ４Ｓ

态分細麵化规細方程 ， 可表示为
［

１ ４￣ １ ３
】

０ ． ０ １ ０８ ０



１

－

Ｅ


１

－

ａ
＝

Ｑ
ｆ（ ７ ）

２ 〇
ｘ
３ 〇 ．〇〇 ７ ２ 〇式 中 ： ／ 为粒子速度分布函数 ， 可表示为 ／ （ ｒ＾ ）

；



ｆ 为粒子速度矢量 ；
（ 为时间 ；

ｒ 为粒子的空间位置

矢量 ；
“ 为粒子的加速度矢量 ， 如 无外力作用 ，

３炎 抑 ｉＵ：
Ｕ匕研丸《 ＝ 〇

；
／？

，
为碰撞项 ， 表征 由于粒子碰撞而引起 ／

裂隙中水的运动遵从 Ｎ ａｖ ｉ ｅ ｒ
－ Ｓｔｏｋｅ ｓ 方程 ， 对于的变化 。

理想的光滑平板裂隙流 ， 其渗流特性满足立方定律 ：由于碰撞项ｇ 为粒子分布函数／的非线性项 ，

＿

ｇｂ
＿^

而且还与分子作用力有关 ，
Ｂｏｌ ｔｚｍａｎｎ 方程很难进

ｑ
＝

Ｊ２＾

Ｊ

行求解 。 因此 ， 常采用 ＢＧＫ 近似将碰撞项 ／２
，
简化

式 中 ： ７ 为裂隙水流的单宽流量 ； ６ 为裂隙隙宽 ； ｇ为 ／的线性函数
［

１ ５
１

：

为重力加速度 ；

ｖ 为水的黏滞系数 ；
？
／ 为水力 比降 。

（ ｇ ）

然而 ， 由于 自 然界的天然裂隙面均为粗糙的 ，

其裂隙隙宽 ６ 沿程变化 ， 并非是
－

个定值 ， 采用立式 中 ： ７

■

为弛豫时间 ； ／
ｍ 为 Ｍａｘｗ ｅ ｌ ｌ 平衡态分布

方定律无法准确地解释其渗流特性 。 为此 ，

一

些学函数 。

者根据岩体裂隙面的粗糙程度 ， 对立方定律进行适忽略外力的影响 ， 将式 （ ８ ） 代入式 （ ７ ） ， 得

当 的修正 ， 以描述粗糙裂隙的渗流规律 。

可ｄｆ ｊ

Ｌ 〇Ｕｉ ｓ
［
ｕ

］根据相关试验资料推 导 出 的修正公式￥ 

＋心
￥ 

＝ 
＂

＾
广

＿

乂
） （ ９ ）

为－

３为 了对式 （ ９ ） 进行求解 ， 需将其速度 、 时间



＾

－－

ｙ（ ３ ）總聰亍胃ＩＨ七 ’ 細￥ ｜

、

＿麵＠离
■

動德

ｌ＋
８ ． ８

（

＾
ｊ维 的速度空间

丨

…

，？」 ， ＴＶ 为速度离散方向的

ｒｎ ｌ

Ｖ
２ｂ ）

＿＿
种类数 ； 同 时将粒子分布函 数 ／ 也相应地离散为

則 苏联学者 Ｌ＿ｚｅ
－

提 出 了 层流状心 卜 ＿

、

／ ．力
｛／。 ， 乂 ，

…

，厶 丨

｝
， 则速度离散的格子 Ｂｏ ｌ ｔｚｍ ａｎｎ 方程

定律的修正公式为力

⑷
＝乂

）

咖

Ａｍａｄｅ ｉ 等
［

１ ３
］采用数值算法计算得到 了裂隙面要数值求解式 （ １ ０ ）

， 还需在 时间和空间上对

的经验公式为该方程进行离散 ：



１ ２０６岩土 力 学２ ０ １ ７ 年

你 ＋必叫 ）

＝

乂Ｍ ＋ｖ
昏 ｕ ＝ －

％
ｆ＞

ｅ
－（ １ ７ ）

（
／ ＝

０
，

１
，

２
，

－ － －

，

Ｎ －

＼
）（ １ １ ）

Ｐ ， ＝ 〇

将式 （ ｉ ｏ ） 与式 （ ｌ ｉ ） 联系 ， 即可得到完全离ｑ， 、

散格子 Ｂｏｌｔｚｍ ａｎｎ 方程为
ｖ＝４（ １ ８ ）

（

ｒ
；
＋ ｅ

ｉ

８
？

ｔ＋Ｓ
， ）

－

ｆｉ

｛

ｒ
ｉ ，

ｔ

）

＝

＾
（
ｆ；

ｑ￣
ｆ，

）ｐ 
＝

ｐｃ
ｉ〇 ９ ）

（
，
＝

０
，

ｌ
，

２
，

？

，

Ａｆ － ｌ
）（ １ ２ ）

ｓ

Ｑ ｉａｎ 等 ［

１ ６
］

提出 的二维九速 （ Ｄ２Ｑ９ ） 模型为格
４

．
２ 边界条件

子 Ｂｏ
ｌｔｚｍａｎｎ 的基本模型 ， 其粒子速度方向 如 图 ３边界条件 的处理在格子 Ｂｏ

ｌ ｔｚｍａｎｎ 方法中起着

所示 。 离散速度 ｅ 由 ９ 个方 向 上的速度 向量构成 女口
Ｓ关重要的 作用 ， 它对计算效率 、 计算精度 以及计

算稳定性均有较大的影响 。 本文对岩体裂隙渗流的

ｒ
〇，〇＿

Ｊ〇Ｊ＿

！＿

！〇进 口 、 出 Ｕ压力边界及光滑裂隙面边界采用平衡态
ｅ＝ｃ

［
〇ｏ ｉ ｏ － ｉ ｉ１＿

］（ １ ３ ）外推格式 ， 对于裂隙的粗糙面边界采用标准反弹格

式中 ： ｃ 为格子速度 ， ｃ ＝

４ ／
（
５

，
；＆ 、 分别为 呙１

散的格子步长和时间步长 。

边界

＂ｅ
ｉ
°

ｙ
／
々

／／／
－ ＇



ｅ

通 趣
＾ ＾Ｆｉｇ ．

４Ｎｏｎ
－

ｅｑｕ ｉｌｉｂｒ ｉｕｍ ｅｘｔ ｒａｐｏ
ｌａｔｉ 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

ｅ
ｉｅ４ ｅ

％

ＦｉＳ

３

Ｄ２ＱＴｌａ？ｉＴｅ ｄ^ｅ ，
＃平衡态外推格式是 Ｇｕｏ 等 ［

１ ７
］于 ２０ ０２ 年提出

的
一

种边界处理方式 ， 它在 时间和空间上均具有二

平衡态分布 函数为阶计算精度 ， 且操作简单 ， 数值稳定性好 。 图 ４ 为

ｅ「ｅ
，

《（Ａ
．

ｉ〇

２

ｕ
２

Ｉ非平衡态外推格式的示意图 ， 图 中 格点 Ｄ 、 ｆｉ 、 ￡

ｆｒ
＝

Ｐ〇ｙ ｔ１ ＋￣

＾
＋

＾ ４

一

－

又
（ １ ４ ）位于流场边界 ， 格 点 尤 ０ 、 Ｃ 处于流场中 。 在 ？

Ｌ

＼
Ｓ

」时刻 ， 格点 〇 处的分布函数 ＇ （
０

，

／
）
是已知 的 ， 而边

式中 ： 为格子声速 ， ｃ
ｓ

２
＝
ｆ

 ；为权系数 。界 ５ 点 的分布函数 乂 （
５

，〇 是未知的 。 为求得 Ｓ 点 的
３

分布函数 ， 将 ＇ （
５

，

／
） 分解为 ： 平衡态 ｙ

；

ｅ
ｑ

（
５

，

／
）
和非

４；
＝ 〇平衡态 ／ｒ

ｑ

（
ｓ

， 〇 ， 即

＾ ．

＝ ＜ ｉ／
＝ ｉ

，

２
，

３
，

４（ ｉ ｓ ）ｍ ｔ
）

＝

ｆｒ ｛
Ｂ

，

ｔ
）
＋ ｆｒ＼

Ｂ
，
ｔ
） （ ２ ０ ）

丄 ／＝５６７８通常情况下 ， ｙ
；

ｅ
ｑ

（
５

，〇 可根据式 （ １ ４ ） 由宏观

．

３６
’

边界条件确定 ， 而 乂
网

（
５

， 〇 的计算通常比较 困难 。

利用 Ｃｈａｐｍａｎ
－Ｅｎｓｋｏｇ 多尺度展开方法 ， 可以为 简化计算 ， 将 乂

ｎｅ
ｑ

（
５

，
／
） 用 与之相 邻 流场 内 的

将式 （ １ ２ ） 还原为 宏观的质量和动量守恒定律 。 同ｙ；

ｎｅ
ｑ

（
〇

，

／
） 来代替 ， 则边界 ｓ 点的分布函数可表示为

时 ， 可以得到模型的宏观密度 、 速度与微观粒子分＋（ ２ １ ）

布函数间 的关系以及宏观变量粘滞系数 Ｖ 、 压力 Ｐ
＇ ＇

１
１

ｊ

的表达式分别为标 准反弹格式在低 马赫数 的情况下 具有 二阶

＝

＊精度 ， 能够严格保证系统的质量及动量守恒定律 。

ｐ ＝

ｈ
Ｊ ，

假设粒子 与壁面发生碰撞后速度发生逆转 ， 如图 ５



第 ４ 期王志 良等 ： 基于格子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方法的岩体单裂隙面渗流特性研究１ ２０７

所示 。 边界格点 （ ／
，

＿／
） 的分布 函数／８ ， 可以从格点在微观上 ， 边界条件均设置成非平衡态外推格式 。

（ 卜 １
， ７

＋ １ ） 迁移得到 ， 而碰到壁面反弹以后 ， 可格子 Ｂｏｌ ｔｚｍ ａｎｎ 模型 的 参数分别 取 ： 时 间 步长

以得到格点 （ ／ ，７
） 的分布函数／６

＝

／８ 。 类似地 ， 可４
＝ １ ．０ ， 横向及纵向取为等格子步长 之

＝ １ ．０ ，

以 由格点 （ ／ ，／
Ｈ ） 的 ／４ 及格点 （汗 １ ，７＋ １ ） 的 力格子速度 ｃ ＝ １ ．０ ， 格子声速 ＆

＝ １ ／力 ， 弛豫时间

获得格点 （ ／ ，

＿／

＿

） 的／２ 及／５ 。 因此 ， 壁面格点 ａ７ ）ｒ＝ １ ．０ ， 计算收敛标准取为Ｇ ｌ ０

＿ ８

。

发生标准反弹后 的粒子分布函数为
／２ ５６ （

／
， ｙ ）

＝
／４７ ８ （

／
， ｙ）（ ２２ ）

￣

确定岩体裂隙渗流的计算区域
’’’  ’

并生成相应的 网格

（
Ｍ Ｊ ＋

１
）Ｏ

＇

Ｊ ＋
１
）０

＋
１Ｊ＋

１
）分段随机生成粗糙裂隙面

＼丨々＼

／ ｋ／ ； ，ｕｆ
ｎＺ，对网格点上的压力 Ｐ

、 速度 Ｗ 、 粒子速

＼
２

，度分布函 数／等参数进行初始化
／６

＼／ｓ

Ｉ

在同一时步求解离散的格子 Ｂｏ ｌ ｔｚｍａｎｎ

＾方程 （ 进行迁移 、 碰撞等演化 ）
＊＊̄

Ｕ ．Ｊ
）



ｆｆｌ５ ｉｄ加轩衡紐推及反弹
Ｆｉ
ｇ
５Ｓ ｔａ ｎｄａ ｒｄｂｏ ｕｎ ｃｅ

－ｂａ ｃｋｓ ｃｈｅｍｅ

Ｋ 丨 ｉＨ，

１

１ ｆ ｌ

４ ３ 计算
３
果收敛判断依据一

、
，根据诚化后的粒子速度分細数／

本文采用两个相邻 时步宏观速度 的 相对误差计算压力 ｐ 、 速度 Ｕ 等宏观变 Ｓｔ

来判断计算结果的收敛性 ， 其计算公式如下 ：

ｅｒｒ ＝

ＪＹｌｕ ｘ （
ｒ

＞
ｔ ＋ ｓ

， ）

２

＋ ｕ
ｙ
ｉｒ＾ ＋ ｓ

，
）

２ ｌ

＼
 

输出计算结果

（２３ ）

给 定 一 个 计 算 收 敛 标 准 的 小 量 ｆ ， 如 果图 ６ 计算程序流程图

． 人 ＂—Ｆ
ｉｃ ．６Ｆ ｌｏｗｃｈａ ｒｔｏ ｆｃａｌ ｃｕ ｌａ ｔ ｉｏ ｎｐｒｏｇ ｒａｍ

ｅｒｒ＜ ｆ ， 则表示计算结果收敛 ， 可 以终止计算 ； 否
Ｓ

则继续计算 。

４． ４ 计算程序流程图／ ｆ

＾ ，Ｐｍ“Ｐ ｏｕ ｔ

为 了研究粗糙裂隙面的渗流特性 ， 编制了格子ｉｌｔｒ

Ｂｏｌ ｔｚｍ ａｎｎ 方法 的计算程序 ， 其程序流程图如 图 ６ ．１＝４００

°

 ｜

’

所示 。
＇

￣

^

５ 算法的验证图 ７ 计算麵示意 图

Ｆｉｇ ．７Ｓｃｈ ｅｍａｔ ｉｃｏ ｆｃａ ｌ ｃｕ ｌａ ｔ ｉｏ ｎｍｏｄｅ ｌ

为 验证本数值计算方法 的可靠性 ， 采用格子

Ｂｏ ｌ ｔｚｍａｎｎ 方法模拟了压力作用下的光滑平板裂隙经计算得到裂隙隙宽 ６ 取为 １ ０、 ２０ 、 ３０ 、 ４０ 、

流 。 模型中所有单位均为格子单位 ， 裂隙长度取为５０ 、 ６０ 时 ， 雷诺数分别为 ０ ．００５ 、 ０ ． ０４０ 、 ０ ． １ ３４ 、 ０ ．３ １ ９ 、

１
＝

４００ ， 裂隙隙宽 ６ 分别取为 １ ０ 、 ２０ 、 ３ ０ 、 ４０ 、
５０ 、０ ．６２２ 、 １

．０ ７５ ， 故裂隙的渗流均处于层流状态 。 图 ８ 、

６０ ， 计算模型如图 ７所示 。 在宏观上 ， 将模型的上 、 ９ 分别为本文数值计算得到的裂隙渗流量与裂隙隙

下方设置成不透水边界 （ 叫
＝

七
＝〇 ）

；
左 、 右侧面设宽的关系及裂隙隙宽 ６＝５０ 时裂隙断面渗流流速的

置成压力边界 。 为 了保证在渗流过程中始终处于层分布 。 从图中可 以发现 ， 本文格子 Ｂｏ ｌｔｚｍａｎ ｎ 方法

流状态 ， 故设置成较小的压力梯度 ， 左边为流场入的数值解与立方定律的经典理论解非常吻合 ， 充分

口 （ｐ ｉ ｎ
＝

１ ．００ １ ／３ ） ， 右边为流场 出 口 （
；＾

＝０ ．
９９９／３ ） 。证明 了本计算方法的正确性 。



１２０８岩土 力 学２０ １ ７ 年

０ １ ８

 ［／ ．

要准确地描述岩石粗糙裂隙面的渗流特性 ， 必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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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数值解／立方定律进行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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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粗糙裂隙渗流量数值解与解析解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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〇 ．〇２ ｌ ０３


０ ． ８３

６ 数值计算结果讨论对于层 流状态下立方定律修正公式的统
一

形

通过设定分段裂隙的 Ｌ
ｍａｘ
及ｕ酿生成单侧

＠Ｕ（ ６ ） ）－ｆ

粗糖裂隙面 （如表 １ 所示 ） ， 计算参数 、 渗流场出 、（ ２４ ）

入 口 的压力 、 收敛标准与验证算例作相同的取值 ，Ｊ１^

而粗糙的麵酿舰麻准反雜前式 ， 基于
（２４ ）＃

格子 Ｂｏｌｔｚｍａｎｎ 方法计算了压巧
作用下粗糙裂隙的ｌｇ ｄ＋ Ｊ

Ｂ ｌｇ Ｊ
＝

ｌｇ
＾－

１（ ２５ ）

渗流状态 。 将裂隙的平均隙宽 ５代替均匀隙宽
［

ｌ ２＾ｖ＼

并采用立方定律对随机生成粗糙裂隙面的渗流情况为 了求解 系数 ３ 、 将 ｌｇ ？
？ 作为 自 变量 ，

进行 了讨论 ， 本文 的数值解与立方定律解的渗流量 ．

「ｊ
３

，１７
３

．

对比情况如表 ２ 所示 。ｌｇ

＾ｊ

－

１ 作为应变量为简化 ， 令 Ｃ
＝

：

＾
－

ｌ
，

从表可以看出 ， 粗糖裂隙的平均隙宽均在 ２４
？＾Ｊ

３０ 之间 ， 与本文光滑平板流相比可知 ， 流体醜动
对表 ２轉个粗糖裂隙方案的计算结果进行曲鎌

均处于层流状态 。 在。
－

定的情况下 ， Ｉ越大 ，

合 ’ 图 １ Ｇ 为
ｆ
关数据＿线拟合结果 。 从图中可以

裂隙面渗流量的数值解与立方定律解 间 的差别越看出 ， ｉｇ
Ｊ

（ 即 ｉｇＣ） 与 ｌｇ （５之间具有较好

大 ， 当 Ｌ
ｍａｘ

ｘ
／ｗ

＝

２〇 ｘ ｌ２ 时 ， 两者 间 的误差达Ｌ

１２＾Ｊ

２３ ．９７％ 。 因此 ， 裂隙面的粗糙程度对其渗流情况有的线性关系 ， 相关系数 ｉ？
２

＝０． ８７４２ 。 通过拟合 曲线

较大的影响 ， 将粗糙裂隙的平均隙宽 ５代替均匀隙得到的相关参数 ， 可以求得系数 ３ ＝４６ ．９４６ ２ 、 系

宽 采用立方定律计算得到粗糙裂隙面的渗流特数 ５
＝

１ ．
２３ ０５ ， 则粗糙裂隙渗流的修正立方定律可

征与实际的渗流情况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 由此可见 ，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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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ｇｂ

２

Ｊ图 １ １ 为 Ａｎａｘ
Ｘ

／＾ａｘ

＝

２〇
ｘ

１ ０时随机生成
一

侧光滑
９
一

１ ２ｖ１＋４６ ．９４６２圹
２３０５一

侧粗糙的裂隙面 ， 在压力 （ｐ ｉｎ
＝

１ ． ００ １ ／３ ，

；
？
ｏｕ ｔ

＝

针对不同 ｉ
ｍ ａｘ
及 ／

ｚ
ｍ ａｘ 随机生成的粗糖裂隙面方０ ．９ ９９／３ ） 作用下 ， 米用格子 Ｂｏｌ ｔｚｍａｎｎ 方法计算得

案 ， 采用修正后的立方定律对裂隙面的渗流情况进到 的渗流流速分布云图 。 从图 中可 以看出 ， 粗糙裂

行了分析计算 ， 并将修正立方定律 的计算结果与本隙面算例的渗流处于层流状态 ， 且裂隙面的局部隙

文的数值计算 结果及文献 ［
１ １
－

１ ２
］修正公式解进行宽越宽 ， 其断面的平均渗流速度越小 ， 整条裂隙的

了对 比 ， 表 ３ 为相应计算结果的对 比情况 ， 由表可渗流流速分布情况符合粗糙裂隙流的变化规律 。

知 ， 本文修正立方定律的计算结果要明显优于文献

［

１ １
－

１２
］ 的修正公式 ， 尤其是在相对粗糙度较大的情

况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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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粗糙裂隙渗流量数值解与修正理论解的对比（ １ ） 基于格子 Ｂｏｌ ｔｚｍａｎ ｎ方法 ， 计算了压力 作
Ｔａｂ ｌｅ ３Ｃ ｏｍｐａ

ｒ ｉｓ ｏ ｎｏ ｆ ｎ ｕｍ ｅｒｉ ｃａｌ ｓｏ ｌ ｕｔ 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 ｉｆｉ ｅｄ

用下单裂隙面的渗流特征 。 结合光滑平板裂隙流的
ａｎ ａ ｌｙ ｔ ｉｃａｌ ｓｏ ｌ ｕｔｉ ｏｎ ｆｏｒ ｓｅｅ

ｐ
ａ
ｇ
ｅ

ｑ
ｕａ ｎ ｔ ｉｔｙｏｆ ｒｏ ｕｇｈｆｒａ ｃ ｔｕ 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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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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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立方定律 ， 验证了该计算方法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

Ｌｍａｘｈｍａｘ８似 斗 ａ？Ｌ ｏｍ ｉ ｚｅ
ｍＬｏｕ ｉｓ ｍ

＿解」罐 （ ２ ） 对于粗糙裂隙面 ， 其渗流特征在很 大程
５０ ． ００９ ２ ３０ ．０ １ ６ ８７０ ．０ １ ５９ ５ ０． ０ １ ８５ １０ ． ０ １ ８３６＾

，？，

十 … ＾ ■ ？ ■ ？ ？ ．

４ ０． ００７６ ７０ ． ０ １ ７ ９８０ ．０ １ ７０３ ０ ．０ １ ９２３０ ． ０ １ ９ 
０９度上取决于裂隙表面形貌 ， 随着相对粗縫度的增加 ，

５３０ ． ０〇 ５ ４９０ ＿０ 丨 ９ ６２０． ０ 丨 ８ ８ ７０． 〇２ 〇 ５ １０ ． 〇２ 〇 ４ ！裂隙渗流规律明显偏离立方定律 。

２０ ． ０ ０２ ７ ５０ ．０２ ０
９４０． ０２ ０６ ３０． ０２ １ ４ １０ ． ０２ １ ３６

（ ３ ） 根据不 同裂隙面方案渗流特征的数值计
７ ０． ００８６ ６０ ．０ １

４ ４４０ ．０ １
４４００． ０

１ ６５ ５０ ． ０ １ ６ ４２

６ ０． ０ ０６６ ３０ ． ０ １ ６ ０５０ ．０ １ ５９ ２０ ．０ １ ７６ ５０ ． ０ １ ７ ５４算结果 ， 提出 了考虑裂隙粗糙度的立方定律修正公

， 〇
５〇 － 〇〇５ ４〇０ ．０ １ ７ ７６０． ０ １ ７６ ６０ ． ０ １ ９ １ ６０ ．０ １ ９ ０７式 ， 并与 已有的经典修正公式进行 了对 比 。 通过对
４０ ． ０ ０３ ７４０ ．０ １ ８ ８３ ０ ．０ １ ８６ ８ ０． ０ １ ９７ １０ ． ０ １ ９ ６４

３ ０． ００２ ５ ６０ ．０２ ０ ２７０ ．０２ ０ １ ５ ０． ０ ２０８ ５０ ． ０２０ ８ １比表 明 ， 随着相对粗糙度 的增加 ， 经典修正公式与

２０ － ００ １ ３２０ ．０ ２ ０
７

１０． ０ ２ ０６ ７０ ． ０２ ０
９９０ ．０２ ０ ９７数值解存在较大偏差 ， 本文修正公式解与数值解更

１ ００ ． ０ ０７ ２ ３０ ．０ １ １ ６５ ０ ．０ １ ２３ ８ ０． ０ １ ３８ ７０ ．０ １ ３ ７８

８ ０． ０ ０ ５７ ３０ ．０ １ ３ ８５０ ．０ 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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