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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均质泥流是一种含有大量悬浮细颗粒的高浓度固液两相流体，也是泥石流的一种特例。作者依据水槽输沙

试验资料建立的泥流不淤流速公式，通过实测资料检验了其可靠性。在此基础上考虑推移部分影响，推导得出非均

质泥流的不淤流速、临界坡降、沟道断面形态指标等重要的输移临界参数计算公式。最后列举计算实例，提出应用

计算方法，并据此进一步揭示了非均质泥流的输移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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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西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由于地形陡峻、土壤结构散松，往往在降雨后容易形成容重高达 1.5～

1.7t/m
3
以上的非均质泥流。泥流具有组成颗粒细、悬移成分多、容重高等特点，一旦成灾，不仅对所在沟

道周边造成严重危害，如冲毁路桥、中断交通、淹埋村舍农田等，而且由于沟床冲刷下切和溯源向上侵蚀，

造成黄土丘陵沟壑区地貌千沟万壑极为破碎，水土流失十分严重。1978年 7月 12日发生在甘肃天水县菜

子沟的泥流即为一个典型的例证
［1］
。当时泥流容重高达 1.9t/m

3
，总量多达 18万 m

3
，其中 10万 m

3
停积了

沟道下段，8万 m
3
停积在沟口铁路附近，淤厚高达 5～6m，漫溢宽度达 100m，不仅在当时造成了十分严重

的水土流失和经济损失，而且在泥流发生后第 4 天，源头沟谷发生一次土方量为 5～6 万 m
3
的坍塌，坍塌

体冲出挤压停积在沟底尚未固结的泥流堆积体，又一次造成大规模的次生泥流灾害。泥流进入下游河道后，

由于坡降变缓，粗颗粒分选沉降，可能进一步演变成以细颗粒为主的高含沙水流，致使河道淤积甚至于堵

塞，对河道行洪能力和两岸居民经济生活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因此，治理泥流灾害已为工程实践所急需。

但治理的关键在于，正确地认识非均质泥流的输移特性，并确定其相关重要参数，如不淤流速、临界坡降、

断面形态参数等，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合理有效的防治规划和措施。鉴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目前有关研

究成果的缺乏，本文以前人成果为基础，试图通过试验资料分析、理论推导及应用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对

描述非均质泥流输移运动的不淤流速、临界坡降及沟道形态等重要的特征参数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所取得

成果不仅有利于完善河流动力学学科内容，而且对治理黄土丘陵沟壑区泥流灾害、小流域水土流失及治理

黄河泥沙问题均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1  非均质泥流运动的基本特点 

1.1 基本特征  泥流以细颗粒组成为主，主要悬移形式运动，其中细颗粒与水体一起构成了稳定的浆体，

与水流同步运动。因此所谓泥流运动速度主要是指细颗粒与水体组成的悬液的运动速度。另一方面，泥流

由于颗粒组成细，在高浓度输移时粘度高，容易进入层流流态。但在浓度不是很高而流量较大的沟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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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往往呈紊流流态。泥流在不同流态下具有完全不同的阻力规律，对于层流流态只要克服阻力即可运动；

对于紊流流态必须要有一定的流速来支持颗粒的悬移运动，因而其阻力与运动速度有关，这与层流的阻力

特性明显不同。 

泥流与高含沙水流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物质来源、浓度大小、水力坡降及输沙特性等四个方面。泥流

的固体物质主要来自于沟谷上段的滑坡、崩塌等的重力侵蚀和沟床冲刷的水力侵蚀，其中细颗粒所占比例

很大，而自然界中的高含沙水流往往是沟道泥流汇集到河道后才形成的，也就是说泥流是高含沙水流中泥

沙成分主要来源之一。由于泥流的物质组成细，土体极限浓度偏小，因而其容重一般在γm=1.45～1.85t/m
3

或相当于体积比浓度 Sv=0.3～0.5，明显大于一般意义下的高含沙水流的浓度。另一方面，泥流的形成区

及流通区沟道比降一般分布在 2%～10%之间，但也有少数泥流形成在坡比为 50%～100%的陡坡坡面上，大

多陡于河道形成高含沙水流的水力坡降。在输沙特性方面，由于受到沟道强烈的侵蚀作用，固体物质沿程

加入，使得泥流流量和含沙量沿程增加，并在沟口达到最大，此时泥流容重可高达γm=1.5～1.7t/m
3
以上，

输沙能力只取决于固体物质的补给条件，而与流量无关，这与高含沙水流输沙能力只取决于水流挟沙力(水

流泥沙与边界条件的综合因子)的事实形成鲜明对照。 

1.2 悬移运动特点  对于处在紊流状态的非均质泥流，大部分细颗粒主要由水流紊动支持其悬移运动。

因此，保持其固体颗粒不淤的最低临界流速是描述泥流输移运动最核心的参数之一。尽管目前一些文献中

提出一些不淤流速的经验性公式
［2］
，但这些公式因受地区局限性很大而不宜推广应用。因而有必要进 

行深入分析研究。 

在平衡输沙的条件下，颗粒在液体中的重力下沉作用恰好与液体向上的紊动作用相平衡。根据扩散理

论，选择描述固体颗粒的重力下沉与紊动扩散作用对比参数，或者反映垂向浓度分布均匀程度的泥沙悬浮

指标 Z进行分析，悬浮指标 Z表达式为： 

*ku
Z ω
=  (1)

式中：ω为颗粒沉速；κ为卡门常数；u*为摩阻流速。 

一般来说，Z 值愈小，垂向浓度分布愈均匀；Z 值愈大，则愈不均匀；当 Z 值接近 5 时，几乎所有固

体颗粒集中于床面底层作推移运动。 

泥流作为具有大量细颗粒悬移运动的一种，在不同条件下悬移运动开始向推移运动转变时 Z 或ω/u*

的临界值，即(ω/u*)c，而泥流的非均质性正是从颗粒上限粒径(d90)开始出现推移时以(ω９０/u*）c 值为

判别指标的临界不淤条件和床面附近存在推移运动这两个方面得到体现的，因此选取(ω/u*)c为临界指标

进行分析，对于研究非均质泥流的输移特性具有重要意义。 

2  非均质泥流输移的临界参数 

2.1 不淤流速  平衡输沙试验是在室内长 16m、宽 0.5m、高 0.5m、底坡可调的玻璃水槽中进行的
[3]
，试

验采用γs=2.65t/m
3
的天然沙，含沙量为 S=40～760kg/m

3
，非均匀沙的上限粒径 d90=0.08～0.12mm。通过

对水槽试验实测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在不同水沙条件下处在上限粒径 d90的悬沙颗粒开始出现推移时

(ω90/u*)c与 Sv(4R/d90)1/6的关系最为密切。通过数值拟合，并经整理和化简最后得到泥流的不淤流速公

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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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式(2)的可靠性，我们应用其他水槽输沙试验资料及部分高浓度渠道实测资料进行验证，结

果表明采用式(2)计算的不淤流速与实测值吻合的程度令人满意，如图 1所示，因此式(2)可以用于计算一

般非均质泥流的不淤流速。 

    实际上，自然界中产生的泥流本身存在着部分粗颗

粒成分，尽管所占比例不大，但对水流运动及能耗却影

响很大，详见后文。对于存在粗颗粒推移运动的非均质

泥流，其不淤流速显然不能简单地采用式(2)进行计算。

假设推移运动的粗颗粒所占重量比为 x，则由泥流颗粒

级配曲线可以确定粗、细颗粒的分界粒径 d0，那么相应

的悬移部分的固体浓度 Svf应为： 

图 1  泥流不淤流速的验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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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Svf替代式(2)中含沙浓度 Sv，即可得出存在推移

运动的非均质泥流的不淤流速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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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紊流过渡区为代表，其阻力系数 f可表达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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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em为浑水雷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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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ηr为泥流的相对粘度(相对于清水)，ηm=ηr·η(η为清水粘滞系数)。 

由于阻力系数 f值中也包含有未知的流速因子 Uc，所以应用时需要将式(4)和式(5)进行迭代试算。实

际上 Uc对 f值的影响并不大，其试算很快即可完成。 

2.2 临界坡降  与清水水流不同，非均质泥流的运动除了需要克服边界阻力外，还需克服内部悬液的粘

性阻力，对此已反映在式(5)中第二项的雷诺数即粘性阻力上。此外，由于泥流中有少部分粗颗粒作推移

运动，因而床面的摩擦阻力是必须加以考虑，因此非均质泥流的临界坡降即为悬移与推移两部分之和，即： 

J=Je+Js (8)

式中：Je为悬移部分阻力坡降，可表示为： 

gR
UfJ c

e

2

8
⋅=  (9)

将式(4)代入式(9)可得悬移部分坡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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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推移部分坡降 Js，则与推移颗粒所占重量比 x有关，即： 

axSJ
m

fs
vs tan







 −
=

γ
γγ

 (11)

式中：γf为悬液容重，即γf=γ+Svf(γs-γ)；tanα为固体颗粒与床面接触的摩擦系数，拜格诺取值为 tan

α=0.63。 

2.3 泥流沟道断面的形态参数  在输沙平衡的条件下，非均质泥流上限粒径对应的不淤流速可采用式(4)

计算确定。但由式(4)可看出，非均质泥流的不淤流速不仅与悬沙上限粒径及泥流浓度等因素有关，而且

还与沟道断面的水力半径 R有关，而后者还与泥流流量和沟道断面形态有关。因此在已知流量的前提下，

尚需建立另一个方程与式(4)一起联解，才能求得非均质泥流运动速度与沟道水力半径两个变量，该方程

即为考虑断面形态的流量连续方程。 

如令断面形态参数 M为断面湿周 p与水力半径 R之比，即： 

M=p/R=A/R
2
 (12)

于是流量连续方程可表达为： 

Q=A·Uc=MR
2
·Uc (13)

即： Q/M=R
2
·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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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形态参数　 M　往往随流量大小而有一定的变化，一般可表述为： 

b

M
QQ 





= 40  (14)

式中：a、b值可由实测资料求得，与沟道的冲淤变化有关。 

3  应用计算 

3.1 泥流的不淤流速  为便于应用，现列举容重为γm=1.60t/m
3
的非均质泥流进行计算说明。 

假定该泥流的粗颗粒推移部分所占重量比为 x=0.15，其断面关系式为： 

75.0

40 





=

M
QQ  (15)

根据粗颗粒重量比 x=0.15，由相应的泥流颗粒级

配曲线图查得悬沙最大粒径(粗、细颗粒分界粒

径)d0=0.35mm，并按式(3)计算悬移部分的体积浓度

Svf=0.32，以及相应的悬液相对粘度ηr=930 和 d0悬沙

的沉速ω0=0.82cm/s。 

 

    首先将水力半径取值为 R=05、10、15、20m，依次

列表计算 Uc及 R2Uc=Q/M，并绘制出 R～Uc及 R～Ｑ／M

关系线，分别如表 1 和图 2所示。然后，利用图 2所

示的关系线，即可求得不同流量下的泥流流速 Uc及水

力半径 R。 
图 2 R～UC及 R～Q/M关系线 

表 1  泥流的不淤流速与断面形态参数(γm＝1.60t/m
3
) 

R/m 0.5 1.0 1.5 2.0 备注 

Uc/(m/s) 

Q／M 

7.35 

1.84 

8.64 

8.64 

9.46 

21.3 

10.2 

40.8 

式(4) 

式(13) 

例如 Q=100m
3
/s，由式(13)得 Q/M=3.39，再由 R～Q/M 关系求得水力半径 R=0.64m，由 R～Uc关系求得

不淤流速 Uc=7.8m/s；如此类推，可求得 Q=50m
3
/s时水力半径 R=0.43m，不淤流速 Uc=7.0m/s。从表 1和图

2可以看出，在相同容重下，尽管泥流流量变幅很大，但所要求的泥流的不淤流速变幅却比较小。 

3.2 泥流的临界坡降  根据上例计算结果，进一步计算不同流量 Q＝10、50、100、150m/s 条件下时的

临界坡降，其结果如表 2所示。 

上述计算结果表明，泥流输移的临界坡降因流量增大而减小，但减小的幅度比流量增加的幅度要小。

另一方面，在黄土丘陵沟壑区易发生泥流的沟道中，其坡降较陡，往往超过一般小流域。如按上表计算，

对于一般流量如 Q=10m
3
/s，泥流运动需要的临界坡降也只不过 0.06 左右，小于一般泥流沟的沟床纵坡，

表明泥流一旦形成，将会在黄土丘陵沟壑区沟道里维持相当长距离的输移运动。因此，抑制沟床水力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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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靠谷坊工程措施来提高侵蚀基面、稳定沟谷沿岸和减缓沟道坡度。 

表 2  不同流量下泥流临界坡降(γm=1.60t/m
3
) 

Q/(m
3
/s) 10  50 100 150 备注 

Q/M 

R／m 

Je 

Js 

J 

0.16 

0.16 

0.0384 

0.0238  

0.0622 

1.35 

0.43 

0.0178 

0.0238 

0.0416 

3.39 

0.64 

0.131 

0.0238 

0.0343 

11.51 

1.12 

0.0085 

0.0238 

0.0323 

式(13) 

图 2 

式(10) 

式(11) 

式(8) 

3.3 泥流的输沙特性  已知泥流上限粒径 d90=ks=0.10mm,R＝1.0m，首先计算不同浓度下的相对粘滞系数

ηγ(相对于清水值)、相应的沉速ω90，然后按式(4)计算不同浓度下的不淤流速 UC，其结果如表 3 所示，

并绘制泥流的不淤流速 UC随着浓度 SV的变化图，如图 3所示。 

 

表 3  泥流的输沙浓度与不淤流速的关系 

SV 0.0377  0.0755 0.113 0.151 0.189 0.226 备注 

μγ 

ω90/(cm/s) 

UC/(cm/s) 

1.40 

0.60 

179 

1.91 

0.44 

222 

2.50 

0.32 

197 

3.40 

0.23 

168 

4.45 

0.17 

139 

6.15 

0.12 

106 

ks＝1mm 

R=1.0m 

d90=0.10mm 

由图 3 可看出，对于非均质泥流，当浓度 Sv较低

时，浓度提高使得不淤流速增加，ω90 随浓度增加而

减小不大，在悬液浓度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Sv增加

使不淤流速增大的程度已不足以抵消因ω90 的急剧下

降而使得不淤流速的减小幅度，以致于浓度越高，不

淤流速呈减少趋势，这种变化规律不仅被许多室内管

道及明槽的试验所证实，而且从输沙浓度的角度进一

步论证维持泥流运动并非需要很大的沟道或坡面坡降

这一事实。

图 3 Uc～Sv关系 

 

4 结  语 

归纳全文，可得出如下几点认识：(1)高容重的泥流流过沟道下段乃至沟口，由于坡度减缓或迅速展

平，低于输沙要求的临界坡降，泥流将发生淤积，甚至于淤埋沟口附近的村舍及各种设施，造成泥流灾害。

(2)即使在流量不大的情况下，黄土丘陵沟壑区也可以产生泥流，使得早期堆积在沟谷的黄土发生塌滑、

沟床受到强烈冲刷，并促使泥沙不断加入到泥流行列，泥流流量沿程加大，进一步加大了冲刷强度，以致

泥流输沙浓度迅速提高，从而加剧黄土丘陵沟壑区水土流失。(3)非均质泥流的不淤流速及临界坡降分别

可用式(4)和式(8)来表达，断面形态参数则可由式(13)确定，它们构成描述泥流输移运动的三个基本参数

的核心公式，将为治理泥流灾害提供理论依据。(4)由于维持泥流运动并不需要太陡沟道坡降，因此兴建

谷坊工程提高沟床侵蚀基面、稳定沟谷沿岸和减缓沟道坡度等均成为治理泥流灾害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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