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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工布充泥袋用材的保砂性

朱远胜
靳向煜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东华大学 上海  

摘  要  从构成土工布充泥袋的材料出发 讨论了 种材料的各自特点 通过实验研究了它们的渗透性和保砂性 ∀

指出采用编织土工布与非织造布相复合的方式 既可保持袋体良好的渗透性 也具有良好的保砂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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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工布充泥袋具有相当广阔的应用前景 ∀制备

土工布充泥袋技术的关键是袋体既要有良好的渗透

性 又要有良好的保砂性 ∀土工布充泥袋对细颗粒

砂土的保砂性研究目前国内不是很多 ∀本文从构成

袋体材料的角度出发 研究如何使袋体在保持良好

渗透性的前提下具有最大的保砂性 ∀

1  构成袋体的材料

111  编织土工织物

由塑料薄膜纤维材料加工而成的制造方法称为

/膜薄成纤法0或/薄膜原纤化法0 ∀土工织物常用的

有切割纤维或扁丝 !膜裂纤维或撕裂纤维二大类 ∀

切割纤维或扁丝是塑料薄膜经纵向切割 !拉伸制成

窄条 ∀膜裂纤维或撕裂纤维是塑料薄膜经拉伸后再

用机械或化学方法制成网状纤维束 ∀人们有时对上

述二类纤维织造的织物称为/膜裂纤维织物0 ∀

塑料编织土工织物根据所用原料性能决定土工

织物与其它纺织品的区别 塑料编织物的断裂强度

高 !密度低 !不吸水 !耐腐蚀 !不霉变 !耐磨和可回收

利用 ∀土工编织物的这种优良特性 决定了其性能

可广泛应用于那些对强力要求较高的场合 但由于

其孔洞单一 不能作为过滤材料 ∀

112  非织造土工布

非织造土工布自 世纪 年代开发应用以

来 因其使用带来的巨大经济与技术优势 深受工程

部门的欢迎 ∀对非织造布来说 经梳理而形成的纤

网在未经加固前几乎是无强力的 经不同加固法加

固后才能获得强力 ∀针刺非织造土工布是用特制的

针进行穿刺 使纤维相互穿插缠结而获得强力 但这

种强力与编织土工织物相比是很低的 ∀经研究表

明 在土木工程领域非织造土工布的渗透性要优于

编织土工织物 ∀

2  实  验

211  编织土工织物的渗透性

编织土工织物的主要工艺参数是纵横向的丝

数 它在水力学上的直观反映就是孔径 ∀所以 选择

不同孔径的编织物进行渗透实验 实验样品聚丙烯

编织物由常州塑料编织厂提供 实验结果如表 

所示 ∀

表 中数据表明 编织土工织物的渗透系数与

有效孔径 Ο有关 是决定渗透系数的主要因素 而

与厚度 !面密度等因素的关系不是很大 ∀图 为渗

透系数与孔径的关系曲线 ∀从图 看出 随孔径的



增大 渗透系数呈增大趋势 在孔径为1 处曲

线出现突然下降 可能是由织物孔径不匀而导致所

测得的织物孔径偏大所致 ∀
表 1  编织土工织物的渗透性

孔径 ΟΠ



厚度Π


面密度Π

#

渗透系数Π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图 1  渗透系数与孔径的关系

212  非织造土工布的渗透性

选择不同厚度及不同线密度的针刺土工织物进

行实验 试样由上海市无纺布厂提供 结果见

表   ∀
表 2  厚度与渗透系数

厚度Π 渗透系数Π#

1 1

1 1

1 1

1 1

1 1

表 3  线密度与渗透系数

线密度Π¬ 渗透系数Π#

1 1

1 1

1 1

  非织造布具有很好的渗透性 但将它应用到土

工充泥袋后 是否还能保持其良好的性能值得研究 ∀

因此选用 1¬纤维针刺非织造布和浦东国际机

场工程部位的床砂进行组合实验 砂的粒径 δ为

1  实验结果如表 所示 ∀

从表 中数据看出 用了非织造布后 虽然渗透

系数有所减小 但总体来说 变化不大 基本接近床

砂的渗透系数 说明非织造布有良好的渗透性 能够

较好满足土工充泥袋的反滤要求 ∀
表 4  非织造布应用前后渗透系数对比 Π

砂渗透系数 砂和布组合渗透系数

1 1

1 1

1 1

1 1

  为验证结论的正确性 选用了不同线密度和不

同粒径的床砂进行组合实验 实验结果见表   ∀
表 5  不同线密度的非织造布与同一粒径的床砂实验

纤维线密度Π

¬

砂渗透系数Π

  #

砂和布组合渗透系数Π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表 6  同一线密度的非织造布与不同粒径的床砂实验

纤维线密度Π
¬

砂渗透系数Π

  #

砂和布组合渗透系数Π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由表  的测试结果可更加明显地看出 尽管

线密度和床砂粒径不同 但结果仍然是渗透系数基

本接近床砂的渗透系数 因此非织造布对土工布充

泥袋的渗透性影响不大 ∀

3  土工织物的保砂性

由于土工布充泥袋要截留大部分砂在袋体中 

所以对保砂性要求较高 ∀为了解土工编织物和土工

非织造布的保砂性 选用了 种不同孔径的编织物

和 种不同线密度的非织造布 并选用了 种砂样 

细砂和极细砂 ∀实验所用的土工织物水力性能见表

  ∀
表 7  编织物试样水力性能

试验编号
孔径 ΟΠ



厚度Π


面密度Π

# 

渗透系数Π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表 8  非织造布试样水力性能

纤维线密度Π¬ 渗透系数Π#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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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取砂干重 1 土工织物重 1 将砂和

水按 Β制成悬浮液 然后倒入用土工织物制成的

袋体 待滤水完毕后 晒干水分称重 计算所得截砂

量 ∀实验结果如表 所示 ∀
表 9  编织试样截砂量 

试样编号 砂 砂

编织试样  1 1

编织试样  1 1

编织试样  1 1

编织试样  1 1

编织试样  1 1

1¬非织造布试样 1 1

1¬非织造布试样 1 1

1¬非织造布试样 1 1

  由表 可看出 随着编织物孔径的增大 其保砂

性能逐渐降低 非织造织物则随着纤维线密度的增

加 同样面密度的非织造织物 由于单位面积内纤维

根数减少 孔隙率增加 导致其保砂性能下降 ∀实际

上 土工织物的保砂性与本身的水力特性有关 土工

织物的孔眼大小是保砂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织物

孔眼大小又与被保护砂的粒径有关 对于颗粒级配

连续的砂土 织物的作用在于截留最细颗粒 形成反

滤层 起保砂作用 对于颗粒均匀且无粘性土或粘性

很小的土 只有土工织物的孔径比砂土颗粒粒径小

才能截留住砂土 ∀同时又与织物的织造方式有关 

即砂的通道是否通畅 因此对于编织物来说 由于其

孔洞单一且直通 砂则会顺利流淌出去 而非织造织

物由于其通道曲折 砂粒不易流淌出去 即容易截留

砂土 其保砂性能优越 ∀

4  结  论

对于土工布充泥袋来说 所发挥的最大作用就

是在保持良好渗透性的前提下 袋体要有很好的保

砂性 对细颗粒砂土来说 非织造布具有良好的保砂

性 但是对于其强力等物理指标来说 还不能满足工

程需要 而编织土工织物由于其较好的物理性能 可

以弥补非织造布的不足 因此认为采用 种材料相

复合的方式制成土工布充泥袋可以满足工程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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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基质的透气性大 透湿量就越多 ∀透气 !透湿量

与孔隙率之间存在着高度正相关 而和厚度 !针刺密

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与面密度之间的相关性不大 ∀

从相关系数中反映出对透气 !透湿性影响的顺序为 

孔隙率 厚度 针刺密度 面密度 ∀

为了更进一步分析黄麻Π苎麻草坪的透气透湿

性能 用 
 ∗ 

样品基质对紫花苜蓿草籽进行发芽

比较试验 ∀手工随机精选具有典型特征的饱满 !整

齐完好的健壮种子 粒 在温度为  ε 相对湿

度为  的试验条件下 每个基质上种植 粒紫

花苜蓿草籽进行发芽试验 经过  观察发现 


基毡上草籽发芽率达   且发芽较早 从这一现

象中可以看出 
 草坪基能提供较好的草籽发芽

环境 ∀

3  结  论

随着草坪培植基的孔隙率增大 透气 !透湿性

显著增加 厚度增加 透气量 !透湿量均减小 且透湿

量变化显著 面密度增加 透气 !透湿量略有变化 ∀

透气量与透湿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孔隙率

与透气 !透湿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 厚度 !针刺密度

与透气 !透湿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

影响草坪培植基透气 !透湿量的顺序为 孔隙

率 厚度 针刺密度 面密度 ∀

 黄 麻Π苎 麻 草 坪 培 植 基 的 透 气 量 为

 Π# 透湿量为  Π # 有利于紫

花苜蓿的生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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