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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库水模型对高拱坝动力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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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给出了 $ 种模型及不同情况下高拱坝动力特性的数值求解方案，并结合实际工程分析了不

同库水模型对高拱坝动力特性所产生的影响 #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不同库水模型对坝体的自振频

率、振型参与系数和振型等动力特性的影响程度相差较大；可压缩库水模型最能真实地反映库水的

特性和库水对坝体动力特性的影响，可采用可压缩库水模型来求解高拱坝的动力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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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56+7689::8;［!］对坝面动水压力以及坝面动水压力对坝体地震反应的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研究 #之
后，许多研究者都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 #由于计算工具和计算方法的局限性，初期研究一般都采用简化模型 #
随着计算机性能的不断提高，多种数值方法开始应用于坝面动水压力分析，计算模型也不断得到完善，目前，

有些计算模型已考虑了坝体和库水的动力相互作用、库水可压缩性等因素 #然而，一些简化模型由于计算过

程简单，至今仍广泛应用于实际工程，其中应用最广的是韦斯特伽特附加质量模型 #该模型虽然计算过程简

单，但过分夸大了坝面动水压力对坝体的影响 #从拱坝 库水相互作用的试验研究结果来看，附加质量可以折

半取用［.］，但缺乏理论依据 #而对于给定的坝体 库水 基岩系统，是否可以忽略库水可压缩性影响一直是一

个有争议的问题，不同学者［$!2］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 # ." 世纪 %" 年代开展的中美科技合作项目“拱坝地震反

应的相互作用”［/］，对响洪甸、泉水、<=,7*>6??=、东江、龙羊峡等拱坝进行了一系列现场激振试验，取得了重要

进展，但遗憾的是并未获得是否应该考虑库水可压缩性以及如何考虑的明确结论 #
近年来，对拱坝和库水相互作用问题的很多研究是在时域内开展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动水压力影响下

坝体的动力反应 #如：陈和群等［’］用水体位移元求解了坝体与库水的动力耦合问题；杜修力等［&］提出了拱坝

可压缩库水 地基地震波动反应分析方法；石建军等［%］考察了不同库水模型对拱坝动力反应的影响 #实际上，

高拱坝动力特性的研究同样是拱坝设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目前，拱坝设计规范推荐的计算拱坝动力反

应的反应谱法也正是基于拱坝系统动力特性的 #迟世春等［-］给出了一种求解考虑库水可压缩性的坝体动力

特性的方法，但由于计算需要迭代，求解效率不高 #
为了探讨不同库水模型对高拱坝动力特性的影响，本文首先给出了韦氏附加质量、不可压缩库水、可压

缩库水 $ 种库水模型及 $ 种情况下高拱坝动力特性的数值求解方案，然后结合溪洛渡水电站，用 $ 种库水模

型进行了坝体 库水系统的动力特性分析 #

$ 库水模型及其数值求解方案

$ #$ 广义韦斯特伽特附加质量公式

!-%. 年，@?=A9B［!"］推广了韦斯特伽特附加质量公式，即

!! " &
%!#$ !%&"3$ "$ （!）

式中：!!———附加质量矩阵；"$———坝面上某点 $ 的法线矢量；#$———该点在坝面上的隶属面积；!———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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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度；!———坝前总水深；"———水面至点 # 的距离 $
推广后的韦斯特伽特附加质量公式（!），不仅适用于任意形状的坝面和任意的河谷形状，而且可以考虑

任意方向的地震加速度 $
! $" 不可压缩库水模型

对于区域!上的均匀、无黏、无旋、线性小挠动理想流体，其控制方程为下列以动水压力 ! 为唯一基本

未知量的波动方程：

!

"! % !
&"
"! ’ # （"）

式中：&———水中声波波速；"!———动水压力向量 ! 对时间的二阶导数 $
考虑到坝体与库水交界面"上的流固耦合边界条件，采用标准的 $%&’()*+ 加权余量法对流体域控制方

程（"）进行有限元离散，结合无阻尼固体域有限元动力方程，可以得到坝体 库水流固耦合系统的有限元动力

方程组［!!］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 !
&"!*,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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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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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位移向量和加速度向量；#，&———质量矩阵和刚度矩阵；* /，*1———流体和固体的插值函数

矩阵；+———坝面的方向向量，以指向坝体内为正向 $
当不考虑水体的可压缩性时，由式（.）可直接解出动水压力 (，代入式（-），可得

（# % #)）"$ * &$ ’ # （2）

其中 #) 3
!
#
’,) 4 !’，反映了流体对固体的作用，称之为有限元附加质量矩阵 $采用常用的滤频法等即可求

解坝体无阻尼自由振动方程（2），得到不考虑水体可压缩性的结构动力特性 $
! $# 可压缩库水模型

当考虑水体的可压缩性时，以固体位移和水体压力组成混合未知量，式（-），（.）可改写成矩阵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5）

可以发现，式（5）的系数矩阵非对称 $ 为了求解方便，对其进行对称化处理［!"］$ 从第 " 式中解出 !，得 ! 3
4 ) 4 !

#’"$ 4 ) 4 !("!，代入第 ! 式，整理可得

"#"! %#&! ’ # （6）

其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利用滤频法求解式（6）时，不必显式地写出矩阵"# $与求解一般结构动力特性的不同之处是向量"#!的

求解 $其求解方法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 （7）

实际计算时，总体刚度矩阵#& 需要组装并分解，而其他系数矩阵不需要组装，只需要在单元层次上依次

计算过渡向量 ,!，,"，然后按自由度累加计算成整体向量"#!$ 这与不考虑水体可压缩性的流固耦合有限元

法相比，计算格式相同，计算工作量稍有增加 $而从总体刚度矩阵#& 的性质来看，虽然坝体位移向量 $ 与动

水压力向量 ! 属于不同性质的物理量，#& 的元素在数值上可能相差较大，但#& 可看作主对角由独立的子矩

阵& 和( +#构成而其他为零元素的矩阵，故在方程求解时不会出现由矩阵病态造成的收敛困难问题 $

" 工 程 应 用

以溪洛渡水电站为例，用本文给出的几种库水模型进行坝体库水系统的动力特性分析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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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横河向振型参与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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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溪洛渡拱坝坝 库耦合

系统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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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库水模型下坝体前 A 阶自振频率

B’28. 5 "#(0) /#1.;,(4.( #-9.(.-) /(.C:.-*#.0
2= 4#//.(.-) (.0.(1,#( 3,4.80 !"

阶数 空库
韦氏附加

质量

韦氏附加

质量折半

不可压

缩库水

可压缩

库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溪洛渡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河段梯级开发规划的

第 & 个梯级水电站，枢纽工程的拦河大坝为上下游为

抛物线型的双曲混凝土拱坝，最大坝高 *,) .，水库正

常蓄水位 -’’./计算模拟范围为：上游面水体和地基

% 倍坝高，下游面地基 * 倍坝高，左右岸及自坝底向下

均为 #$+ 倍坝高 /为计算方便，采用简化的均质、无质

量地基模型，有限元模型如图 # 所示 /材料参数：坝体

弹性模量 *%012，密度 * %’’ 34 5 .&，泊松比 ’$#-, /基岩

弹 性 模 量 #+$&% 012，泊 松 比 ’$** / 水 体 密 度

#’’’ 34 5 .& /考虑可压缩性时水中声速 ! 6 #%&’. 5 7 /
表 # 给出了空库、韦氏附加质量、韦氏附加质量折

半作用、不可压缩库水、可压缩库水 + 种情况下的前 +
阶自振频率，其中有水情况库水位均为正常蓄水位 /从
表 # 可以看出，无论哪种库水模型，库水的作用对坝体

自振频率的影响都比较显著，坝体与库水的相互作用

使得坝体的自振频率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 /从 # 阶频

率来看，相对于空库情况下的坝体自振频率，韦氏附加

质量模型降幅最大，达 &#$+8，而不可压缩水体模型

降幅最小，为 #%$,8，二者相差 # 倍以上；韦氏附加质

量折半使用时与可压缩库水模型得到的坝体 # 阶自振

频率基本相当，但高阶频率仍有较大不同 /
从图 * 来看，不同库水模型得到的各阶振型参与

系数也存在较大差异 /这必然导致不同库水模型计算

得到的坝体动力反应也不尽相同 /
不同库水模型不但对坝体自振频率和各阶振型参

与系数的影响不同，也同样对各阶振型有着不同程度

的影响 /图 & 给出了不同情况下坝轴线的第 # 阶和第 &
阶振型 /从第 # 阶振型图来看，除可压缩库水模型外，

其他几种库水模型得到的振型基本相同，为明显的反

对称振型 /而考虑水体的可压缩效应之后，坝体振动特

性发生了较大变化，有向对称振型过渡的趋势 /从第 &
阶开始，不同库水模型得到的振型之间均存在较大

差别 /

图 D 坝轴线振型

"#$% D E#2(’)#,- 3,4.0 /,( 4’3 ’F#0

D 结 论

’% 坝前库水对坝体的动力特性有较为显著的影响 /不同的库水模型对坝体的自振频率、振型参与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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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振型等动力特性的影响程度相差较大，也必然导致由此计算出的动力反应的不同 !
!" 没有现场试验资料做支撑，仅从数值计算结果很难得出哪种库水模型一定合理的结论，且已有有限

的现场实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但从库水的物理特性来看，可压缩库水模型最能真实地反映库水的特

性，也最能反映库水对坝体动力特性的影响 !此外，本文给出的考虑库水可压缩性的坝体动力特性的求解方

法，在计算实现难度上与不可压缩库水模型基本相当 !因此，应采用可压缩库水模型来求解高拱坝动力特性，

因为可压缩库水模型可以更好地考虑库水与坝体之间的相互作用 !虽然本文的结论仅基于 " 座高拱坝的计

算分析结果，还缺乏一般性，但与文献［#］对小湾拱坝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一致 !

参考文献：

［ " ］$%&’%()**(+ , -! $./01 210334103 56 7.83 74196: 0.1/;<4.=03［>］! ’1.63?./9563，*&@%，"ABB，AC：D"C!D#E!
［ E ］陈厚群，侯顺载，杨大伟 !地震条件下拱坝库水相互作用的试验研究［>］!水利学报，"ACA（#）：EA!BA!
［ B ］杜修力，王进廷 !动水压力及其对坝体地震反应影响的研究进展［>］!水利学报，EFF"（#）："B!EE!
［ D ］刘浩吾 !混凝土坝动水压力与库水可压缩性效应［>］!水利水电科技进展，EFFE，EE（E）："F!"B!
［ G ］@HIJ), ( $，@,*K) L ’，@,%K ,0M<46，0/ .N ! +O6.89? 96/01.?/956 0PP0?/3 96 .1?; 7.83：%.1/;<4.=0 %6:9600196: (030.1?; @06/01

Q0251/，K5!J@R S %%(@!CG S ""［(］! R01=0N0O：J69T0139/O 5P @.N9P5169.，"ACG!
［ U ］陈和群，何学春 !水体位移元求解坝体与库水的动力耦合问题［>］!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AAU，ED（E）："D!EF!
［ # ］杜修力，王进廷 !拱坝 可压缩库水 地基地震波动反应分析方法［>］!水利学报，EFFE（U）：CB!AF!
［ C ］石建军，孙冰，周元德，等 !不同横缝接触与库水模型对拱坝动力反应的影响［>］!水力发电学报，EFFG，ED（B）：BD!BC!
［ A ］迟世春，林皋 !混凝土面板堆石坝与库水动力相互作用研究［>］!大连理工大学学报，"AAC，BC（U）：#"C!#EB!
［"F］@HIJ), ( $! (0301T591 96/01.?/956 0PP0?/3 56 /;0 7O6.89? 10325630 5P .1?; 7.83［@］S S Q15?00796: 5P @;96.MJ& R9N./01.N $51=3;52 56

%.1/;<4.=0 %6:9600196:! R09V96:：$./01 (03541?0 .67 ,O71525W01 Q1033 5P @;96.，"ACE：GC!CD!
［""］赵兰浩 !考虑坝体 库水 地基相互作用的有横缝拱坝地震响应分析［+］!南京：河海大学，EFFU!
［"E］王勖成 !有限单元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EFFB!

#$$%&’( )$ *%(%*+),* -).%/( )0 .102-,& &32*2&’%*,(’,&( )$ 3,43 2*&3 .2-(

5678 920:32)，9; <)04:&3=0，>;? 53,:@%,
（!"##$%$ "& ’()$* !"+,$*-(+./ (+0 1/0*"2"3$* 4+%5+$$*5+%，1"6(5 7+5-$*,5)/，8(+95+% E"FFAC，!65+(）

7!(’*2&’：’;100 10301T591 8570N3 .67 648019?.N 3?;0803 W010 :9T06 P51 /;0 7O6.89? ?;.1.?/0193/9?3 5P ;9:; .1?; 7.83!
R.307 56 /;0 21.?/9?.N 215V0?/3，/;0 0PP0?/3 5P 79PP0106/ 10301T591 8570N3 56 /;0 7O6.89? ?;.1.?/0193/9?3 5P ;9:; .1?; 7.83
W010 .6.NOX07! ’;0 ?5824/07 .67 .6.NO/9? 1034N/3 3;5W /;./ /;0 7O6.89? ?;.1.?/0193/9?3，34?; .3 /;0 6./41.N P10<406?O，
/;0 2.1/9?92./956 ?50PP9?906/3 5P T9Y1./956 85703 .67 /;0 8570 3;.203，5Y/.9607 YO 79PP0106/ 10301T591 8570N3 .10 <49/0
79PP0106/! ’;0 ?58210339YN0 10301T591 8570N ?.6 /14NO 10PN0?/ /;0 0PP0?/3 5P 10301T591 ?;.1.?/0193/9?3 .67 W./01 56 /;0
7O6.89? ?;.1.?/0193/9?3 5P ;9:; .1?; 7.83! ’;010P510， /;0 ?58210339YN0 8570N 93 21525307 /5 35NT0 /;0 7O6.89?
?;.1.?/0193/9?3 5P ;9:; .1?; 7.83!

A%1 @)*.(：10301T591 8570N；?58210339Y9N9/O；;9:; .1?; 7.8；7O6.89? ?;.1.?/0193/9?

"G第 " 期 赵兰浩，等 不同库水模型对高拱坝动力特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