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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折叠突变理论的双应变软化夹层隧道围岩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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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软弱夹层的应变软化特性使得隧道围岩开挖易发生冒顶、塌方等事故。以应变软化特性本构关系，
基于势能原理，建立双应变软化夹层组合下的折叠突变模型，推导出隧道围岩突变失稳判据；通过 ＦＬＡＣ３Ｄ模
拟软件分析不同剪切模量下围岩位移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双应变软化夹层，位移的变化主要在软弱夹层附

近，随着软弱夹层周围岩体剪切模量差距增大，夹层部位出现位移局部增大现象；且剪切模量越小，围岩越容

易突变失稳；基于折叠突变理论建立的双应变软弱夹层隧道围岩失稳判据是适用的，可以作为判别围岩稳定性

的补充，研究成果可为今后类似隧道工程设计、施工提供指导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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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近年来，随着隧道建设的迅猛发展，安全事故

也频繁发生。因围岩失稳而产生的破坏会给隧道施

工带来很大的威胁，其中隧道塌方事故发生对人员

生命安全及社会经济效益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因此

在隧道工程中，对软弱围岩的稳定性分析是非常重

要的。

在软弱夹层应变软化特性研究方面，苏培东

等［１］、王凯等［２］考虑软弱夹层的应变软化特征，推

导了不同开挖条件含软弱夹层顺层岩质边坡渐进破

坏的微分方程，对比摩尔 －库仑本构模型下的数值
计算结果，发现夹层应变软化更为合理；张巴图

等［３］采用应变软化模型和岩体弹性模量劣化方法，

研究了塑性区范围随支护压力的变化规律；何怡

等［４］、薛海斌等［５］考虑软弱夹层中岩土体的应变软

化特性对矿山边坡变形体稳定性的影响，基于线性

应变软化Ｍ－Ｓ模型提出了容重增加法分析矿山边坡
变形体渐进破坏过程。在突变理论研究软弱夹层围

岩失稳方面，刘志鹏［６］、陈舞等［７］基于突变理论，

建立了剪应力 －剪切变形本构关系的隧道洞口浅埋
段软弱围岩失稳的尖点突变模型，推导得到围岩失

稳力学判据，表明隧道洞口浅埋段围岩失稳与岩土

体的应变软化程度、刚度比及含水率相关；闫长斌

等［８］基于势能原理，建立了深埋硬岩隧道失稳的尖

点突变模型，得到深埋硬岩隧道失稳力学判据；吴

庆发［９］、胡长明等［１０］基于突变理论研究不同开挖步

对应掌子面的变形规律，结合二分法使用曲线拟合

法分析围岩失稳阈值，预判围岩失稳；廖元欢等［１１］

利用ＦＬＡＣ３Ｄ软件分析开挖过程中围岩稳定性变化
规律，监测关键点位移变化，并将监测位移与尖点突

变理论相结合，建立判定巷道围岩稳定性的数学模型。

综上所述，关于隧道围岩稳定性国内外已有大

量研究成果，但以折叠突变理论为基础，来判断隧

道开挖过程中应变软化夹层隧道围岩稳定性研究较

少。因此，以那适二号线隧道为依托，研究软弱夹

层对隧道围岩稳定性的影响。考虑两组软弱夹层的

共同作用，软弱夹层均为应变软化特性，引入折叠

突变理论，建立折叠突变模型，推导出一种适合双

应变软化夹层隧道围岩突变失稳力学判据，对于含

软弱夹层的隧道围岩失稳的预报预警具有一定意义。

１　软弱夹层的突变失稳分析

隧道未开挖前，岩体处于稳定的平衡状态。随

着开挖的进行，原有的平衡产生了变化，岩体与岩

体之间并不是完整的一个整体，岩体本身在经历了

复杂的地质运动后，有的会产生微小的裂隙，这时

各向同性的材料属性将不再适用；同样，在高寒地

区较大温差也影响着岩体的性质。岩体与岩体间相

互接触的结构面也是各种工程地质灾害发生无法忽

视的原因，结构面是控制岩体力学性质的关键。随

着开挖的进行，层状岩体可能沿着结构面向下滑动

产生塌方。软弱夹层作为典型的层状岩体，其内部

填充的物质、填充的均匀与否对隧道的稳定性都有

影响，加上地下水的软化和侵蚀作用，隧道围岩易

失稳危及人身安全。因此隧道围岩突变失稳的类型、

失稳的控制因素以及如何避免软弱夹层的失稳需深

入研究。

２　双应变软化夹层组合下的折叠突变模型

２１　隧道软弱夹层力学模型
设有两组均匀的软弱夹层分割了岩体，且相互

平行，两组均匀的软弱夹层与岩体接触密切，考虑两

组软弱夹层的共同作用，同时有支护提供抗力。如图

１所示，两个软弱夹层的性质均为软化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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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隧道软弱夹层岩体失稳本构模型
应变软化指的是随着岩体应变 （位移）的增加，

其所能提供的抗力更小，然而其更小并不是从一个

固定大于０的数值减小，而是先有一段上升的趋势，
然后再减小。具体的本构模型，这里采用一种更普

遍的Ｗｅｉｂｕｌｌ分布模式，具体本构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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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Ｇｓ为初始剪切模量；ｕ为沿结构面滑动位移；
ｈ为软弱夹层厚度。
２３　折叠突变模型

软弱夹层均为应变软化的情况下围岩失稳最容

易发生，其势能为被分割岩体的滑动势能、软弱夹

层的应变能和支护结构的应变能三者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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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ｌ为软弱夹层的长度；ｐ为支护结构所提供的
抗力；ｍｇ为被分割岩体的重量。选择以 ｕ为状态变
量，进行突变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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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５）

考虑ｕ＝ｕ０附近围岩的稳定性。由Ｖ′的量纲可知
其表达的是力的平衡，当围岩处于极限稳定状态时，

控制变量的变化对围岩稳定性产生的影响。将 ｕ＝ｕ０
带入Ｖ″时，Ｖ″＝０；将ｕ＝ｕ０带入Ｖ时，Ｖ≠０。根据
突变理论的确定性，可确定将此情况展开为折叠突

变是合理的。考虑到势函数 Ｖ存在函数的积分，不
便展开成泰勒函数，于是将Ｖ′在ｕ＝ｕ０处展开为泰勒
函数，截取至２次项再化简，分析在 ｕ＝ｕ０时，微小
的扰动对整个系统产生的影响，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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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折叠突变的标准形式３ｘ２＋ａ＝０，则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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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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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９）

由 ａ＝０，那么，式 （９）即为折叠突变理论的标准
形式。

通过公式，可知合力的大小决定着隧道是否失

稳，而软弱夹层的剪切模量 Ｇｓ的大小决定着软弱夹
层所能提供抗力的大小，故通过分析双应变软化夹

层组合剪切模量的大小对隧道稳定性的影响，来证

明基于折叠突变理论建立的软弱夹层隧道围岩失稳

判据是正确的。

３　案例模拟

３１　工程概况
那适二号线隧道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宾

阳县陈平乡境内，隧道最大埋深７６５ｍ。隧道区所
处地貌为低山丘陵地貌，海拔高度１５４０～２５４０ｍ，
相对高差１０００ｍ，存在两条隐蔽的软弱夹层，超前
地质预报不易探明。开挖完成后位移变形量小，较

为稳定；在随后的开挖过程中，掌子面后方发生了

突然的塌方，造成了人员和设备等严重的经济财产

损失。隧道通过地段地层主要有粉质黏土、粉砂岩

夹页岩，其中粉砂岩夹页岩为泥质胶结，岩质较硬，

节理裂隙发育，岩石破碎。隐伏构造裂隙发育，且

充填不同成分。隧道所在区域地下水以基岩裂隙水

为主，受大气降水及地表水补给，暂不考虑地下水

对隧道稳定性的影响。

３２　模拟计算
模型高度为９５ｍ，水平方向１００ｍ，走向方向

长度为６０ｍ，整个模型共３８１４９４个节点，３７２８４０
个单元，如图２所示。隧道埋深３９ｍ，由于埋深较
浅，暂不考虑构造应力场的影响，边界条件为对 Ｘ
左右两个边界、对 Ｙ前后两个边界和对 Ｚ底部边界
进行法向约束。岩石和夹层均采用实体单元，初期

支护只考虑喷射钢筋混凝土，采用 ｓｈｅｌｌ结构单元模
拟，厚度等效为３０ｃｍ，弹性模量为２５ＧＰａ，泊松
比为０２。

根据ＴＢ１０００３—２０１６《铁路隧道设计规范》和
现场的实际情况具体确定力学参数，见表１。考虑软
弱夹层的力学参数随着位移的增加而减小，采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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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软化本构关系通过分段函数来实现黏聚力和内摩

擦角随着位移的增加而减小，从而实现软弱夹层应

变软化的工程力学性质，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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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V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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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OPXS

Ｔａｂｌｅ１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类别
弹性模

量／ＧＰａ
泊松比

υ
重度

／（ｋＮ／ｍ３）
黏聚力

／ＭＰａ
内摩擦角

／（
!

）

围岩 ２０ ０３０ ２２５ ０４０ ３２
软弱夹层 ０５ ０３５ １８０ ００８ ２０

W

２　
KLMNKYXS

Ｔａｂｌｅ２　Ｓｏｆｔｅｎｉｎｇ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ｏｆｓｏｆｔｓａｎｄｗｉｃｈ
位移值／ｍ 黏聚力／ＭＰａ 内摩擦角／（

!

）

０ ００８ 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８ ２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６ １７
００１ ００５ １５
０１ ００５ １５

　　开挖方式为台阶法开挖，开挖进尺为３ｍ，上台
阶长度为６ｍ，开挖后立即进行初期支护；下台阶在
上台阶开挖６ｍ后才进行开挖，并立即进行初期支
护。在台阶开挖时设有６个监测点，如图３所示，探
究各监测点随着开挖位移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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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中主要参数剪切模量 （Ｇ）与弹性模量
（Ｅ）与泊松比 （υ）之间的转化关系为：

Ｇ＝ Ｅ
２（１＋υ）

（１０）

３３　模拟结果分析
分析双应变软化夹层组合下，剪切模量的大小

对隧道稳定性的影响，岩石及夹层力学参数、应变

软化夹层软化参数见表１、表２。根据式 （９）在泊
松比不变的情况下改变弹性模量，弹性模量 Ｅ为
０３、０５、１ＧＰａ分别对应剪切模量 Ｇｓ为 ０１１、
０１８、０３７ＧＰａ对比说明，并从位移变化分析双应
变软化不同剪切模量的变化对隧道围岩稳定性的

影响。

３３１　竖向位移特征分析
不同剪切模量下拱顶和拱底控制点随着开挖竖

向位移变化，如图４所示。
监测点于Ｙ＝１２５处，每步开挖３ｍ，在第５步

开挖到监测点。在１至４步尚未开挖到监测点，拱顶
的竖向位移值变化规律及数值大致相同。在３到４步
靠近监测点时，竖向位移开始增大，最大值约为

５ｍｍ。第５步后，不同剪切模量的软弱夹层对隧道
稳定性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拱顶的竖向位移不再

一致，到第１９步时位移不再增加，第２０至２４步时
基本稳定，数值位移为一条平滑的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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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切模量的变化对拱底竖向位移影响很小，１至
４步的开挖产生的竖向位移基本相等，第５步开挖到
监测点竖向位移有微小的变化，到第 ９步之后竖向
位移值基本不再变化，第 ９至 １８开挖步存在微小
的浮动。

不同剪切模量下左拱脚和右拱脚竖向位移随着

开挖竖向位移变化，如图５所示。左拱脚位置处于受
软弱夹层影响的范围内，右拱脚则相反。左拱脚与

右拱脚在剪切模量分别为０３７、０１８ＧＰａ时，竖向
位移的最大值分别为０３５、０３７ｍｍ；当剪切模量为
０１１ＧＰａ时，左拱脚与右拱脚的最大竖向位移分别
为０３８、０４３ｍｍ。在第７步竖向位移达到最大值，
后面随着初期支护及时跟进竖向位移减小，最终在

２０步基本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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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水平位移特征分析
不同剪切模量下左右拱腰水平位移随着开挖竖

向位移变化如图６所示。开挖在３步以前，左、右拱
腰两监测点水平位移变化较小，在０２５ｍｍ内；随
着开挖的进行，水平位移迅速增大；左拱腰在第８步
后水平位移有一个下降的过程，这种情况产生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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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能是因为初期支护提供的抗力大于应力释放后

岩体应力所产生的抗力；右拱腰则无此现象。左拱

腰最大水平位移绝对值是剪切模量为０３７ＧＰａ时的
１６ｍｍ，右拱腰最大水平位移绝对值是夹层剪切模
量为０１１ＧＰａ时的２６ｍｍ。右拱腰在不同剪切模量
夹层影响下，水平位移有明显的差别，均相差６ｍｍ
左右，左拱腰则相差约为１ｍｍ左右。可见不同剪切
模量的软弱夹层对其附近围岩的水平位移有显著的

影响。

综上所述，不同剪切模量的软弱夹层以４５°穿过
隧道横截面时，拱顶竖向位移变化随着开挖缓慢增

大，最后趋于定值保持不变，对拱底的竖向位移影

响很小，而左右拱脚竖向位移值有回降的过程，且

夹层穿过的左拱脚相较右拱脚竖向位移变化较大。

水平位移中夹层穿过的右拱腰受不同剪切模量软弱

夹层的影响相较左拱腰变化范围较大。

３４　基于折叠突变模型的围岩稳定性分析
根据理论分析可知，双应变软化夹层隧道围岩

稳定性可根据折叠突变模型来解释。折叠突变模式

下的势函数与状态变量 （位移值）的函数可以根据



７２　　　 粉煤灰综合利用 ３９卷

岩土力学

模拟数据进行拟合。具体过程如下：

（１）根据数值模拟计算的结果，导出隧道围岩
监测点水平和竖直方向每一次开挖后位移，然后计

算出每步开挖后关键点位移的增量，公式为：

Ｄ（ｓ）＝∑
ｎ

ｉ＝１
Δｕ２ｉｘ＋Δ

２
槡 ｉｚ （１０）

式中：ｓ为开挖步数；ｎ为监测点数量；Δｕｉｘ为监测
点的水平位移；Δｕｉｚ为控制点的竖向位移。

（２）得到每一步开挖位移变量后运用ｏｒｉｇｉｎ对所
得数据进行三次多项式拟合，得出各项式的系数，

再转变为折叠突变的标准形式，进而得到折叠突变

的分叉集来判断隧道失稳情况。设由模拟数据拟合

得到的位移增量函数方程为：

Ｖ（ｘ）＝ａ３ｘ
３＋ａ２ｘ

２＋ａ１ｘ＋ａ０ （１１）
式中：ａ０、ａ１、ａ２、ａ３为待拟合系数；ｘ为测点的开
挖步数。将拟合得到的折叠突变位移增量函数转化

为标准形式，设ｕ为系统的状态变量，令 ｕ＝ｘ－Ａ，
Ａ＝ａ２／３ａ３，则折叠突变势函数可变为：

Ｖ（ｕ）＝ｂ３ｕ
３＋ｂ１ｕ＋ｂ０ （１２）

式 （１１）与式 （１２）之间的转化关系为：

ｂ３
ｂ２
ｂ１
ｂ















０

＝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Ａ２ －２Ａ １ ０
－Ａ３ Ａ２ －Ａ















１

ａ３
ａ２
ａ１
ａ















０

（１３）

在式 （１２）两边同时除以 ｂ３，整理后可得折叠
突变位移增量函数表达式：

Ｖａ（ｕ）＝ｕ
３＋ａｕ＋ｂ

Ｖａ（ｕ）＝
Ｖ（ｕ）
ｂ３
，ａ＝

ｂ１
ｂ３
，ｂ＝

ｂ０
ｂ３

（１４）

式中：ｂ为常数项，不影响系统的稳定性，根据折叠
突变模型的理论和原理分析，则势函数可简化为：

Ｖａ（ｕ）＝ｕ
３＋ａｕ （１５）

根据上述公式可知，双应变软化夹层隧道围岩

稳定性很好地契合折叠突变模式，则双应变软化夹

层围岩失稳判据可表示为：

Δ＝ａ≤０ （１６）
对位移增量总体分析，发现在１０内的变换较为

剧烈，故以中间插值法分析１０步内系统状态的变化，

对软弱夹层剪切模量为０１１、０１８、０３７ＧＰａ的位
移增量进行拟合，见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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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３　Ｔａｂｌｅｆｏｒｆｉｔｔｉｎｇ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ａｎｄ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ｈｅａｒｍｏｄｕｌｕｓ

剪切模

量／ＧＰａ
步数 ａ０ ａ１ ａ２ ａ３ ａ Δ

０１１

３ １６８０ －２４０９ １４４３ －０１７８ －８２３３ ＜０

４ －６０２０ ４６８２ －０５９１ ０００６ －２６２１３ ＜０

５ －１１７１３ ９０９４ －１６８２ ００９２ －１２６０２ ＜０

６ －２２１１３１４５７４ －２６１７ ０１４４ －９０５３ ＜０

７ ２００６６ －５２８７ ０４４９ －００１２－４４７２２ ＜０

８ ２６０３２ －７７７７ ０７９１ －００２５－２２１０１ ＜０

９ ２６２４７ －７７７２ ０７８１ －００２６ －４４５５ ＜０
１０ ６５９６ －１５２１ ０１２３ －０００３ ５０７１ ＞０

０１８

３ １１７９ －１７５５ １１６０ －０１４６ －９０２６ ＜０

４ －５７１５ ４４３３ －０５７２ ０００７ －１４１４ ＜０

５ －８４２２ ６８５２ －１２３７ ００６４ －１６８２３ ＜０

６ －２４５６０１５５１２ －２７４６ ０１４９ －８３６２ ＜０

７ ２１１１６ －５９７０ ０５６９ －００１８ －１８６０ ＜０

８ ２００６９ －５５８７ ０５２３ －００１６ －２８８１ ＜０

９ ２７４３７ －８２０９ ０８３１ －００２８ １０５３ ＞０
１０ １１３４８ －３０１９ ０２８ －０００９ ４１２２ ＞０

０３７

３ ０３６１ －０５７３ ０６２４ －００７２－１６７１２ ＜０

４ ０９１６ －１８６３ １２３２ －０１４９－１０２０４ ＜０

５ －１２７０９ ９１０５ －１５６６ ００７７ －１８６２１ ＜０

６ －５４９９４３１７５４ －５５２４ ０３０９ －６２０６ ＜０

７ ５４６５４ －１９６４２ ２３９７ －００９８ １６２５ ＞０

８ ２１９０２ －６４３７ ０６４４ －００２２ ２３８２ ＞０

９ ２３６８６ －６９８３ ０６９８ －００２３ １０６１ ＞０
１０ ８３８７ －２１４７ ０１９２ －０００６ ６２１１ ＞０

　　以软弱夹层剪切模量为０３７ＧＰａ下开挖第３步、
第４步位移增量进行拟合为例，拟合曲线如图７所
示，具体步骤如下：

第３步三次多项式曲线拟合系数为 ａ０＝０３６１，
ａ１＝－０５７３，ａ２＝０６２４，ａ３＝－００７２，转化为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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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突变的系数值为ａ＝－１６７１，即ａ＜０，围岩失稳。
第４步三次多项式曲线拟合系数为 ａ０＝０９１６，ａ１＝
－１８６３，ａ２＝１２３２，ａ３＝－０１４９，转化为折叠突
变系数值为ａ＝－１０２０，即ａ＜０，围岩失稳。

综上，基于折叠突变模式对不同剪切模量夹层

隧道围岩稳定性分析，在围岩剪切模量为０３７ＧＰａ，
第３至６步的开挖过程围岩可能处于失稳状态；在围
岩剪切模量为０１８ＧＰａ，第３到８步的开挖过程围
岩可能处于失稳状态；在围岩剪切模量为０１１ＧＰａ，
第３到９步的开挖过程可能处于失稳状态；随着应变
软化夹层剪切模量的降低，失稳的范围分别为 １２、
１８、２１ｍ。由此可以看出，夹层剪切模量越小，提
供的抗力也就越小，围岩越容易失稳。

４　结论

以那适二号线为工程背景，借助有限差分数值

模拟软件 ＦＬＡＣ３Ｄ，进行软化夹层在开挖对隧道稳
定性影响的数值模拟，分析应变软化夹层剪切模量

变化对隧道围岩位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突变

理论分析隧道围岩的稳定性，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双应变软化夹层，位移的变化主要在软弱
夹层附近，随着软弱夹层与周围岩体剪切模量差距

增大，出现夹层部位位移局部增大现象，拱顶、拱

底处等距夹层较远的监测点位移基本一致，左、右

拱脚出现位移回弹的情况。在实际工程中要注意夹

层位置位移变化情况，其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隧道围

岩的稳定性。

（２）以数值模拟数据为基础，将位移增量拟合
成曲线并转化为折叠突变模型，分析软化夹层剪切

模量变小对围岩稳定性的影响，得出剪切模量越小，

围岩越容易突变失稳，证明了双软化夹层对围岩稳

定性判别依据正确性，对应变软化夹层的稳定性预

防与控制可以从失稳判据入手，即：

ａ＝３ｈｅ
２

Ｇｓｌｕ０
２Ｇｓｌ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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