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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高纬度海域或高寒地区的江河中, 碎冰对海洋平台桩腿和桥墩等直立群桩结构产生很大的冲击作用,并在

一定条件下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依据碎冰在自然条件下的离散分布特性, 采用 Voronoi切割算法构造随机分布

和具有非规则几何形态的碎冰初始状态, 在此基础上采用若干个具有黏结2破碎功能的球形颗粒构造具有一定厚

度、尺寸和形状等物理参数的河冰离散单元模型, 将竖直群桩简化为刚体结构,从而对碎冰的运移及其对群桩的冲

击作用进行数值模拟。在此基础上可确定碎冰撞击下的群桩冰荷载,并分析冰块尺寸、冰速和冰厚对桩结构所受冰

荷载的影响。

关键词: 冰荷载;离散元方法;竖直群桩

中图分类号: TU47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21683( 2017) 0120126206

Analysis of ice load on vertical pile group based on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LI H ui2hui1 , ZH ANG Bao2sen2 , ZH AI Bi2yao3 , JI Shun2ying3

( 1. Beij ing Branch of CN OOC Inf ormation T echnology Co , L td, Beij ing 100029, China;

2. Yellow Riv er Institute of H ydraulic Research, Zhengzhou 450003, China;

3. D epar tment of Engineer ing Mechanics , Dalian Univ er sity of T echnolog y , Dalian 116023, China)

Abstract: In the seas and r iver s in high2lat itude reg ions, t he broken ice f loes can generate obvious ice load on o ffsho re plat form

piles and bridge pier s, and even cause damage of t he vertical piles. Based on the discr ete dist ribution character istics of ice flo es

under natur al conditions, the Voronoi cutt ing alg or ithm w as used to constr uct the init ial state o f r andomly2distributed broken ice

floes w ith ir regular g eometr ic shapes. The discr et e element method w as adopted to simulate the dr ifting pro cess of ice flo es and

the inter action between ice flo es and vertical piles. The ice floe model w ith certain t hickness, size, shape and other phy sical pa2

r ameters was constr ucted w ith bonded spher es w ith consideration to their failur e effect. The vert ical piles wer e simplified as rig2

id st ructur es. A numerical simulation was conducted to determine the ice load on the pile g roup under the impact of ice floes, and

analyze the effects of ice size, ice v elocity and ice thickness on the ice lo ad o f pile str uctures.

Key words: ice load; discrete element method; v ertical pile g roup

  对冰的认识和研究最初始于北方内河航道交通 的需要。黄河以北的地区,包括新疆、内蒙和东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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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研究与工程

省,秋末冬初,气温逐渐降低, 太阳辐射减弱, 江河出

现水冻结成冰的现象, 浮冰随流水顺流而下形成秋

季流冰[ 1]。春季由于气候变暖、太阳辐射加强,封冻

期形成的大面积的冰盖融化破碎形成尺寸大小不等

的冰块,顺流而下,形成春季流冰
[ 2]
。流冰在经过水

工建筑物时,会造成对水工建筑物有严重作用的流

冰荷载。

冰荷载是寒区内河水工建筑物的主要荷载之

一。水工建筑物因冰凌的静力动力作用遭到破坏的

实例时有发生[ 3] 。20世纪 50年代官厅水库中的桥

梁墩台被冰力剪断; 20 世纪 60年代渤海湾中海洋

平台的烽火台被流冰撞倒。国外, 20 世纪 60年代

美国阿拉斯加库克湾两座采油平台在剧烈的冰振下

倒塌;日本雅内港的声向崎灯标被冰推倒; 20世纪

70年代芬兰波兹尼亚湾的钢制灯塔在流冰撞击下

倒塌;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缅因州的一座钢筋混凝

土大桥被流冰撞毁
[ 4]
。随着社会的发展, 流冰引发

的灾害现象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 527]。

目前, 国内外对冰荷载的研究包括试验和理论

分析两种方法。试验方法主要是在原型结构上进行

现场测量和室内实验室试验,如加拿大 Beaufo rt 海

域 Molikpaq平台[ 8]、加拿大联邦大桥桥墩以及 Bal2
t ic海 Kemi2I 灯塔上的冰荷载测量[ 9210] ,国内主要集

中在渤海的海洋平台的测量工作
[ 11213]

。理论分析主

要有理论模型分析和数值模型分析两种方法, 理论

模型有 Matlock 首次提出的 Matlock 模型, Karna

引入失效区域对其进行了改进
[ 14]

, Withalm 等其他

学者也对其进行不断的发展与应用 [ 15216]。数值模型

主要包括有限元方法和离散元方法, 其更加关注冰

作为复杂的工程材料这一特点,更多的考虑到冰的

力学性质, 因而对理论分析法而言有了较大改进。

近年来,离散元方法得到广泛的关注,尤其在对

冰的研究领域内发挥着重要作用。该方法在细观上

能够合理地描述冰材料的结构性质, 在宏观上可以

准确地模拟出冰与结构作用中的破碎过程
[ 17]
。如

Hopkins采用扩展圆盘
[ 18219]

来模拟近似圆形的浮

冰,并将其应用于对 Alaska北岸浮冰的运动、断裂

情况的分析, Hansen采用二维圆盘离散单元模型对

锚系船舶在矩形浮冰中的航行进行了分析[ 20] , 另外

还有很多学者利用离散元方法对河冰或者海冰进行

了不断深入的研究[ 21222] 。

为此, 本文采用离散元方法,将冰离散为若干个

具有黏结2破碎功能的球体颗粒单元,将竖直群桩简

化为刚体结构, 对冰运移以及冰对群桩的作用过程

进行数值模拟。分析不同工况(冰厚、尺寸、冰速)对

桩结构所受冰荷载的影响。

1  冰的离散单元模型

在离散元模拟中,颗粒单元之间视为在法向上

由弹簧与阻尼器连接, 在切向上由弹簧、阻尼器和滑

动摩擦器连接, 见图 1 ( a)。法向弹性力为 Fn =

K nx n- CnÛx n ,切向弹性力为 F s= m in( K sx s - CsÛx x ,

LFn)。式中 K n和 K s 分别是法向和切向刚度系数,

Cn和 C s 是法向和切向阻尼系数, x 和 Ûx 分别为颗

粒的变形和变形率。法向阻尼 Cn = F 2MK n , 其

中Fn 为无量纲黏滞系数, Fn =
- lne

Pn+ ln2 e
, e为回弹

系数。切向与法向的刚度、阻尼系数有如下关系:

K s= AK n , C s= BCn。这里取 A= 01 5, B= 01 5。
考虑单元间的冻结作用, 建立了颗粒单元的黏

结2破碎功能。两个黏结单元之间采用平行黏结模
型, 如图 1(b)所示,即在两个颗粒单元之间设定弹

性黏结圆盘, 传递轴向力、剪力、弯矩和扭矩,力和力

矩都用法向和切向分量来表示, �F i= �F
n

i + �F
s

i , �M i =

�M
n

i + �M
s

i。式中, �F
n

i、�M
n

i、�F
s

i、�M
s

i 分别为力与力矩的

法向分量和切向分量。

在颗粒相互作用时,相对位置和相对转角的变

化引起黏弹性力的变化,并通过判断最大轴向力和

剪切力分别与给定的法向黏结强度和切向黏结强度

做比较, 判断颗粒间的黏结是否发生破坏, 黏结作用

是否消失,宏观的表现是冰块是否出现裂纹,是否发

生破碎。

图 1 离散单元模型
Fig. 1  Discrete elem ent model

2  竖直桩冰荷载的离散元分析

本文计算模拟的矩形水道见图 2, 长 500 m 宽

100 m ,左侧冰区长300 m 宽 100 m。群桩位于冰区

前方 100 m 处,共有 5 个直立桩, 桩的直径为 2 m,

桩间距 20 m。浮冰是采用 Vor ono i切割算法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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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机分布且形状非规则,由单层球体单元黏结,

单元直径为 01 3 m , 竖直桩采用圆柱体单元。整个

冰区的浮冰密集度为 80% ,厚度为 01 3 m,平均尺寸

是 25 m2 ,水面高度是 20 m ,水流速度为 1 m/ s。整

个冰区有 1 600个浮冰块,共由 172 695个球体颗粒

组成。具体离散元参数见表 1。

图 2  水道结构示意图

Fig. 2  St ructur e sch emat ic of water chann el

表 1  冰与群桩作用离散元模拟的主要计算参数
T ab. 1  M ain compu tat ional parameters in DEM simu lat ion

定义 参数值

冰密度Q/ ( kg # m23) 980

水密度Qw / ( kg # m23) 1000

冰厚度 h/ m 0. 3

弹性模量 E/ Pa 109

颗粒法向刚度 K n/ ( N # m21 ) 2. 5@ 106

颗粒切向刚度 K s / ( N# m21 ) 0. 5 K n

颗粒黏结强度 Rb / MPa 2

颗粒间摩擦系数 Lpp 0. 2

颗粒间回弹系数 e pp 0. 3

结构摩擦系数 Lwp 0. 2

结构回弹系数 e wp 0. 3

结构阻尼系数 Npile 0. 07

结构刚度K pile / ( kN # m21 ) 7. 5@ 106

  碎冰在水流速度的拖曳力作用下基本保持匀速

运动,到达群桩处时撞击桩腿, 有冰堆积,部分冰块

出现破碎,在直立桩前堆积的冰块能迅速绕过桩腿

继续向前运动,整个过程如图 3所示。初始时刻碎

冰在直水道的分布情况见图 3( a) ,不同颜色代表不

同冰块。浮冰会发生三个相互垂直方向上的平动和

转动,其中规定浮冰前进的方向为 x 方向, 垂直于

水面向上为 z 方向, x、y、z 三个方向符合右手定则。

经过计算可以提取得到 5个竖直桩的三个方向的冰

荷载加以研究。

图 3 离散元模拟中碎冰在水道的运动过程
Fig. 3  Moving p roces s of ice f loes in

water ch ann el in DEM sim ulation

根据计算结果, 在此绘出 1 号桩腿 x、y、z 三

个方向的冰力时程曲线见图 4, 其冰力峰值分别

为 8601 78 kN、4421 84 kN、821 61 kN, 相应的均

值分别为 851 40 kN、211 99 kN、41 00 kN。可以

看出 x 方向的冰力大于 y 方向上的冰力 , 且远远

大于 z 方向的冰力。由于本文主要考虑冰运动

对竖直桩正面造成的冰力冲击, 因此更多地关注

x 方向的冰荷载。

图 4 1 号桩 x y z 三个方向的冰力时程

Fig. 4  Sim ulated ice loads in x , y, z direct ions on Pile 1

  统计剩下 4个竖直桩的 x 方向的冰力时程曲线

如图 5所示, 5个桩腿冰力峰值分别是 8601 77 kN、

9191 98 kN、1 2081 59 kN、1 2011 78 kN、1 2031 47

kN, 相应的均值为 851 40 kN、691 22 kN、911 18 kN、

941 94 kN、861 14 kN。因为水道边界形状规则, 碎

冰尺寸相近,碎冰运移时冰速保持恒定, 所以 5个竖

直桩所受冰力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冰力峰值和均值

也都很相近。因此本文在分析冰荷载时,只取水道

中间的 1号桩腿所受的冰荷载作为研究对象, 这会

和研究其他桩腿的冰力得到相同的结论。

3  竖直桩上冰荷载的影响因素分析

3. 1  冰速对冰荷载的影响

  冰速对冰荷载的影响显而易见,不论是动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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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 研究与工程

图 5 各桩 x 方向的冰力时程

Fig. 5  Simulateds ice loads in x direct ion on each pile

量理论和动冰强度极限理论,都将冰速作为影响冰力

的关键因素加以考虑。如工程中流动冰块对竖直桩冲

击荷裁 P= Vh ARa , V 为冰块流速, h为冰厚, A 为冰

盖面积, Ra为压缩强度, 冰速 V 作为单独的一项加以

研究
[ 4]
。而且冰的强度值与加载速率紧密相关, 高应

变率下表现为脆性材料,低应变率下表现为弹性材料,

因而冰速又间接影响冰的压缩强度与弯曲强度。为研

究冰速与冰荷载的关系,本文将保持冰厚为 01 4 m,尺

寸为 25 m2 ,冰速分别设置成 1 m/ s、2 m/ s、3 m/ s、4

m/ s、5 m/ s、6 m/ s对比,得到冰荷载时程。

计算提取不同速度下冰荷载最大值和相应的均

值, 由此做出曲线见图 6, 对比可以看出冰速对于冰

荷载的影响很大, 冰力随着冰速增加大体呈线性增

长的趋势。根据动冰能量理论推导的流冰对河道上

的桥墩作用冰载荷计算公式: P= 01 4Vh m s 8R ,

式中, V 是流冰速度; h是冰厚, ms 是冰块质量; 8冰

块面积; R是局部挤压强度。在工程应用中, 将冰速

与冰荷载大小视为成线性相关, 数值模拟结果与工

程规范很好的对应。这主要是因为冰速的增加会导

致浮冰与桩腿碰撞时的动量增大, 产生的冰力也随

之增大。模拟结果很好的验证了根据动冰能量理论

所建立规范的合理性。

图 6  对比不同冰速下冰荷载

Fig. 6  Ice load under diff erent ice speeds

3. 2  冰块尺寸对冰荷载的影响

浮冰尺寸作为流冰动能的重要影响要素,在动冰

与桩撞击过程中也会影响冰荷载的大小。本文为研

究尺寸与冰荷载的关系, 将冰速设置为 1 m/ s, 冰厚

为 01 4 m ,生成冰块平均面积分别为15 m2、20 m2、25

m2、30 m 2、35 m2、40 m2 ,尺寸大小见图 7, 其他计算

参数同前。

图 7  Vorono i切割得到不同尺寸下冰块分布

Fig. 7  Dist ribut ion of ice in dif ferent s izes generated w ith

Vor on oi tes sel lat ion algorithm

计算模拟了浮冰 250 s运移过程, 记录了其 x 方

向的冰力,计算提取得到不同尺寸下冰荷载最大值和

相应的均值, 并由此做出曲线见图 8。结果表明, 冰

块尺寸对冰荷载有一定影响, 随着冰块尺寸的增加,

桩所受冰荷载随之增加。很多工程应用中都只将冰

与建筑物接触的水平投影宽度作为影响因素考虑,冰

块尺寸间接影响碎冰碰撞桩腿的接触面积, 从而影响

冰力大小;另一方面浮冰尺寸的增加会导致整块浮冰

质量增加,动量也随之增大, 产生的冰荷载也随之增

大。由冰荷载均值可以看出, 在一定尺寸范围内, 冰

荷载遵循动冰能量理论, 即冰荷载受碎冰动能决定,

随着尺寸的增大,冰块的动能增大, 冰荷载均值也随

之增大;尺寸超过某个临界值之后, 冰荷载遵循动冰

强度极限理论,即统计的冰荷载是在碎冰碰撞桩腿发

生破坏的时刻产生, 由碎冰的破坏强度决定, 尺寸的

变化并不影响其破坏强度, 因此在图8( b)后半段的

冰荷载均值受尺寸的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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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对比不同尺寸下的冰荷载

Fig. 8  Ice load u nder dif ferent ice s izes

3. 3  冰厚对冰荷载的影响

冰厚与冰速一样,是影响冰力的重要因素。为

了研究冰厚与冰荷载的关系,将保持冰块尺寸为 25

m2 ,冰速为 4 m/ s, 冰厚分别设置成 01 3 m、01 4 m、

01 5 m、01 6 m做了四个算例对比,得到的冰荷载时

程,计算提取得到每个尺寸下冰荷载最大峰值和相

应的均值, 由此做出曲线见图 9。可以看出, 冰厚对

冰荷载影响较大, 随着冰块尺寸的增大,桩腿所受垂

向冰荷载也随之增大, 之间近似成线性关系。主要

原因是冰厚增加, 冰块质量增大, 从而引起碎冰对桩

腿的冲击动量的增加; 另一方面,随着冰厚增加, 模

拟冰块的颗粒粒径相应增加, 因而颗粒之间的黏结

力也增大,宏观上即表现为冰块破坏强度的增大,冰

块破坏前给桩腿造成的冰荷载的增大。

图 9  对比不同冰厚的冰荷载
Fig. 9  Ice load under diff erent ice thicknesses

4  结论

本文采用了离散元方法对冰的运移以及冰对群

桩的作用过程进行数值模拟, 讨论了不同影响因素

下,冰荷载的变化规律。以上研究表明, 本文建立的

离散元法能够合理计算流凌在水域中的运移过程,

可对冰与桩的动力作用过程进行模拟, 能得到很好

的冰力时程曲线。经过分析可以发现冰厚、冰块尺

寸和冰速都是影响冰力大小的重要因素。

由于影响冰荷载的因素诸多,加之工程规范中的

计算公式各系数项的意义及取值原则,在实际工程中

不可照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设置。用离散元法对冰

的模拟更加接近实际情况,根据实际工况设置参数进

行数值模拟的计算结果可以为规范计算提供很好的

参考,也可为实际工程问题提供很好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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