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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三峡库区滑坡地质灾害数量众多, 主要诱因为降雨。以该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土质滑坡土体为

对象, 综合考虑了三峡库区 1971 年至 2003 年的 230 次滑坡地质灾害与降雨因素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室

内降雨模型试验的设计,以探究其降雨产流及入渗规律。通过对试验结果的综合分析及比较, 揭示了相

应试验工况下的降雨产流及饱和- 非饱和- 非稳定入渗规律、地表冲刷及裂缝发育情况, 同时也分析了

降雨强度、前期累计降雨量及坡角三个因子对降雨过程中的坡面产流及入渗的影响。

关键词: 三峡库区; 土质滑坡;降雨过程; 产流- 入渗规律;模型试验

中图分类号: TV170. 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1144( 2013) 05) 0183 ) 06

Experimental Study on Rainfall Runoff and Infiltration of Landslide

Soil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QIAO Juan
1
, ZHANG Li2ren1, RUAN Xiang2ming2

( 1.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 Yichang , Hubei 443002, China;

2. Guiyang Investigation and Design Institute, China Hydropower Consultant Group , Guiyang, Guizhou 55008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numerous geologic hazards from landslide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and the main inducement

is rainfall. Here, taking the typical soil of this district. s landslide as the object, and conside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230 geologic hazards from landslide and the rainfall in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synthet ically, a series of indoor

rainfall. s model tests is carried out to explore the rainfall runoff and infiltration law of landslide soil. With the synthet ical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to the results of the tests, the rainfall runoff law and saturated2unsaturated and unsteady infiltra2
tion law under corresponding test conditions are revealed, and the condit ions of the surface erosion and fracture. s devel2
opment under the corresponding test conditions are also revealed in detail. Simultaneously, the influencing ways of the

rainfall intensity and cumulative rainfall and slope angle to the surface runoff and infiltration in rain process are analyzed.

Keywords: 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soil landslide; rainfall process; runoff2infiltration law; model test

  三峡库区地质灾害较严重, 目前库区已查获潜

在崩塌、滑坡 2 550余处,总体积约 40亿 m3,泥石流

沟90余条[ 1- 4]。另三峡库区又是多暴雨的地区, 从

以往有关三峡库区滑坡的文献报导[ 1- 9] , 降雨是诱

发库区滑坡的最主要因素。基于以上现状, 本研究

通过试验设计, 探究了三峡库区典型滑坡土体的降

雨产流规律及入渗规律, 以期为该地区潜在或已滑

滑坡体的数值计算分析及安全监测提供参考依据。

近年来关于降雨产流、产沙及入渗过程方面的

试验研究报道颇多,如耿晓东等研究了地表坡度和

雨强因素对红壤土的降雨入渗、产流及产沙过程的

影响,以期为红壤丘陵区坡耕地水资源管理、建立产

流模型等提供依据[ 10] ; 穆天亮等进行了黄土坡面降

雨产流及入渗过程的试验及数值解析对比研究, 通

过试验结果改进相应的数值解析模型[ 11] ; 付智

勇[ 12]、龙天渝[ 13]等也对三峡库区紫色土坡耕地的

降雨产流及入渗机理进行了试验研究;史志华等[ 14]

进行了三峡库区土质道路侵蚀产沙过程的模拟降雨

试验研究;另外田东方等[ 15]通过数值计算, 研究了

雨强、土体类型、坡度等因素对三峡库区边坡的降雨

入渗与产流过程的影响。参考以上文献资料,本研

究试验设计的边界条件主要考虑了降雨强度、前期

累计降雨量及地表坡度等因素。



1  试验设计

1. 1  试验装置

本次降雨产流及入渗模型试验采用内部尺寸

长、宽和高分别为 95 cm、90 cm、20 cm 的玻璃容器,

如图 1所示,试验过程中土壤含水率的测量方法采

用烘干法,土体湿润锋的运动情况采用数码相机摄

像的光学测量方法记录, 降雨产流量过程中的挟泥

沙量由试验装置配套的量杯收集, 降雨过程的模拟

采用喷洒式降雨模拟系统。

图 1 降雨产流及入渗模型试验装置(单位: cm)

1. 2  试验材料的选取
对三峡库区滑坡资料的搜集与统计分析

知[ 1- 4] ,秭归地区境内的长江干、支流流域是三峡库

区滑坡分布的主要地段之一, 共516处,且以土质滑

坡为最多, 约占 88% , 土质滑坡体的地表坡度大多

为15b~ 35b, 滑体物质成份主要为含砾粉质粘土、碎
石土和人工堆积物, 粘性土多呈可塑状,分布厚度大

多在 2 m~ 20 m不等。

千将坪滑坡位于秭归县沙镇溪镇青干河岸,发

生于2003年 7月 13日, 滑坡之前遭遇 6月 21日至

7月 11日的连续降雨过程,其滑体材料以粉质粘土

体为主
[ 8- 9]

,经比较分析认为, 其在三峡库区分布的

滑坡中具有一定代表性,故本次降雨产流及入渗模型

试验研究拟选取该滑坡的滑体土为试验材料,土体的

物理性质指标见表 1,颗分曲线见图 2。该土体不均

匀系数 Cu= 15,曲率系数 Cc= 6. 7,级配为不良的。

表 1  试验土样的物理性质指标表

干密度

Qd
/ ( g#cm- 3)

比重

Gs

孔隙

比
e

饱和渗

透系数

K s

/ ( cm#s- 1)

饱和体

积含水

率 Hs
/ %

初始体

积含水

率 H0
/ %

土粒组成/ %

砂粒/mm

5- 2 2- 1 1- 0. 5 0. 5- 0. 25 0. 25- 0. 1 0. 1- 0. 075

粉粒/mm

0. 074- 0. 005

粘粒/ mm

< 0. 005

1. 552 2. 48 0. 597 2. 32@ 10- 7 37. 4 8 10. 3 2. 3 8. 2 6. 7 8. 9 3. 0 50. 6 10

图 2 试验土体的颗粒分析曲线

1. 3  试验过程降雨因素的考虑
对三峡库区降雨与滑坡地质灾害之间关系的资

料[ 7]进行搜集整理可知, 1971 ) 2003 年的 230次滑

坡地质灾害中,与当日降雨量的关系如表 2所示,与

前期累计雨量的关系如图 3所示。可见滑坡的发生

与暴雨强度的大小基本成正比, 与前期累计雨量及

降雨历时的大小成正比。

综合考虑库区滑坡地质灾害的发生与降雨强

度、前期累计降雨量及降雨时间等的关系,本降雨试

验重点研究的降雨现象因素包括降雨强度和前期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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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降雨量。

表 2 三峡库区滑坡灾害与当日降雨量关系表

当日雨量
(雨型) / mm

滑坡
次数

发生
概率/ %

累计
概率/ %

小雨[ 0, 10) 38 16. 5 16. 5

中雨[ 10, 25) 46 20. 0 36. 5

大雨[ 25, 50) 56 24. 3 60. 8

暴雨[50, 100) 61 26. 5 87. 3

大暴雨[ 100以上) 29 12. 6 99. 9

图 3 滑坡概率与累计降雨量关系图

1. 4  试验方案设计

根据上述对库区滑坡资料及滑坡地质灾害与降

雨之间关系资料的分析, 现制定三组三峡库区滑坡

土体的降雨产流及入渗模型试验, 试验方案如下:

(1) 方案 1 ) 不同降雨强度边界条件的降雨产

流及入渗模型试验

取模拟地表坡度为 20b,降雨边界条件为日降雨

量大到暴雨、同降雨历时不同降雨强度的降雨现象。

降雨历时均为 1 h,具体的试验方案如表 3所示。

表 3 不同降雨强度边界条件的降雨

产流及入渗模型试验表

试验号 1 2 3

降雨类型 大雨 暴雨 暴雨

降雨强度/ ( mm#min- 1) 0. 62 0. 72 1. 2

降雨量/mm 37. 2 43. 2 72

  ( 2) 方案 2 ) 不同前期累计降雨量的降雨产流

及入渗模型试验

取模拟地表坡度为 20b,前期累计降雨量不同,

但降雨边界条件均为日降雨量为大雨的同一降雨现

象。降雨强度设计为 0. 62 mm/ min, 历时 1 h, 具体

的试验方案如表 4所示。

(3) 方案 3 ) 不同坡角的库区滑坡土体的降雨
产流及入渗模型试验

由库区常见土质滑坡体的地表坡度多为 15b~

35b这一特点,本文设计了地表坡度分别为 20b、25b的

二组降雨模型试验,试验号分别为 7、8, 用以研究地

貌特征对库区滑坡土体降雨产流及入渗现象的影

响。二组试验的降雨边界条件均取降雨历时为 1 h、

降雨强度为 0. 62 mm/ min的大雨降雨过程。

表 4 不同前期累计降雨量的降雨

产流及入渗模型试验表

试验号 4 5 6

前期累计降雨量/ mm 0 37. 2 74. 4

降雨量/ mm 37. 2 37. 2 37. 2

2  试验过程中降雨入渗的饱和- 非饱

和- 非稳定渗流现象

  本系列降雨产流及入渗模型试验的降雨强度均

大于试验土体的饱和渗透系数。现以降雨强度0. 72

mm/ min、土体坡度 20b的试验号为 2的降雨产流及

入渗模型试验的坡面产流率与降雨时间之间的关系

为例,来说明降雨入渗过程中的饱和- 非饱和- 非

稳定渗流现象。

如图 4所示, 整个降雨入渗过程可分为降雨强

度控制入渗阶段、非饱和土控制入渗阶段和饱和土

控制入渗阶段。现设 R ( t)、q ( t )及 i ( t )分别为降

雨过程中产流率、降雨强度、入渗率随降雨时间变化

的函数, A为坡面角度, a、b 为常数,分别表示降雨

强度值及稳定产流率, 本文将产流率定义为单位时

间内、单位斜坡面积上的产流量。则对于本次试验,

恒定降雨强度下的降雨产流及入渗的饱和- 非饱和

- 非稳定过程,可由以上三个函数表示, 见式( 1)至

式( 3) ,其中 R ( t)及 i ( t )分别为降雨过程中坡面的

平均产流率及平均入渗率。

图 4 坡面产流率随降雨时间变化规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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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降雨强度控制入渗阶段:

  q ( t ) = a, R( t ) = 0, i ( t ) = a - C( t ) (1)

(2) 非饱和土控制入渗阶段:

q ( t ) = a, 0 < R ( t ) < b , i ( t ) = a - R ( t ) / cosA-

C ( t ) (2)

(3) 饱和土控制入渗阶段:

q ( t ) = a, R( t ) = b , i ( t ) = a - b/ cosA- C ( t )

(3)

图5为 2号降雨产流及入渗模型试验的坡土体

剖面体积含水率随时间分布情况。

图 5  土壤体积含水率随时间分布曲线

3  降雨过程中的坡面产流及入渗的影
响因子分析

3. 1  降雨强度对产流及入渗过程的影响

本研究设计的方案 1为不同降雨强度边界条件

的降雨产流及入渗模型试验, 图 6及图 7为不同降

雨强度坡面平均产流率及坡体中间剖面湿润锋面位

置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6  不同降雨强度坡面产流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7 不同降雨强度坡体湿润锋随时间变化曲线

( 1) 结合图 6及式( 1)、式( 3)可以看出, 随着降

雨强度的增加,坡面积水及形成稳定流渗的时间相

应地缩短,但三种降雨强度产生坡表径流的时间相

差不多, 均在 5 min内, 主要原因应该是土体的饱和

渗透系数较小,而降雨强度等级相近。

( 2) 由图 7可见,降雨过程中, 随着降雨时间的

增加,坡体湿润锋 Zf 随时间变化曲线的斜率逐渐变

小。降雨结束后, 降雨强度越大, 则坡面湿润锋 Zf

值越小,说明降雨强度越大的降雨,累计入渗至坡体

内的水分越少。

( 3) 由图 6 及图 7可知, 对于不同雨强的降雨

过程,其坡面产流率随时间变化曲线及坡体湿润锋

Zf 值随时间变化曲线趋势均相同。

3. 2  前期累计降雨量对产流及入渗过程的影响
本研究设计的方案 2为不同前期累计降雨量的

降雨产流及入渗模型试验,图 8及图 9分别为同降

雨强度、不同前期累计降雨量的降雨过程的坡面平

均产流率及坡体中间剖面湿润锋面位置随时间变化

曲线。

图 8  不同前期累计降雨量降雨产流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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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不同前期累计降雨量湿润锋随时间变化曲线

(1) 由图 8可见, 对于降雨强度相同而前期累

计降雨量不同的降雨过程, 随着前期累计降雨量的

增加,坡面积水及形成稳定流渗的时间相应地缩短,

但坡面产流率随时间变化曲线趋势相同。

( 2) 由图 9可见, 若存在前期降雨, 并在降雨入

渗过程中出现饱和土控制入渗阶段,则对于雨强相

同的降雨过程, 坡土体的降雨产流及入渗过程基本

相同,与前期累计降雨量的多少关系甚微。

( 3) 由图 9可见, 对于雨强相同的三次降雨, 当

前期累计降雨量为 0时, 降雨过程对坡土体湿润锋

Zf 值变化的影响最大, 而当存在前期降雨, 并在降

雨入渗过程中出现饱和土控制入渗阶段, 则降雨过

程对 Zf 值的影响甚微。总的来说三次降雨结束后,

Zf 值随时间的变化情况基本一致。

3. 3  坡角对产流及入渗过程的影响

本研究设计的方案 3为不同坡角的库区滑坡土

体的降雨产流及入渗模型试验。图 10及图 11为坡

角不同、雨强相同的降雨过程坡面平均产流率及坡

体中间剖面湿润锋面位置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10 不同土体坡度的降雨产流率随时间变化曲线

图 11 不同土体坡度坡体湿润锋随时间变化曲线

由二图可以看出, 对于坡面水平长度相同而坡

角不同的坡体,当降雨边界条件相同时,其坡面产流

及入渗过程基本相同, 降雨过程中坡体的湿润锋 Zf

值随时间的变化情况也基本相同。但在降雨结束

后,坡角较小的 Zf 值的变化量要大于坡角较大的。

4  基于试验结果的降雨诱发滑坡的外
因分析

  表 5为各组降雨产流及入渗模型试验的产泥沙

量及地表裂缝情况表。图 12为不同前期累计降雨

量的降雨产生的地表裂缝及冲刷情况图。图 13为

坡角 20b、降雨强度 1. 2 mm/ min、无前期降雨的降雨

过程结束一个月后的斜坡体内部及地表裂缝情况,

地表裂缝由降雨结束后的 3 mm增加至 15 mm, 并且

在降雨入渗的湿润锋面位置出现平行于斜坡表面的

裂缝。

表5  各次降雨试验的产泥沙量及裂缝情况表

降雨强度

/ ( mm#min- 1)
0. 62 0. 62 0. 72 1. 2 0. 62 0. 62

坡度/ (b) 25 20 20 20 20 20

前期降雨量/ mm 0 0 0 0 37. 2 74. 4

产泥沙量

/ ( g#m22#min- 1)
3. 8 2. 8 3 3. 8 8. 4 9. 3

降雨结束一天

后最大地表裂
缝/mm

4 2 4 3 1 1

裂缝在坡

体上位置

前缘

及中

部,

分支

较多

整个

坡面

前缘

及

中部

前缘

及

中部

整个

坡面

整个

坡面

  由图12、图13及表 5可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 1) 若前期累计降雨量为 0,则地表坡度及降雨

强度对降雨过程中产生的地表径流中泥沙含量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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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均不大, 相对来说雨强较大或坡度较陡的情

况在降雨过程中产生的地表径流泥沙量较大。而当

前期累计降雨量不为 0, 且在降雨入渗过程中出现

饱和土控制入渗阶段, 则与前期降雨相同雨强的降

雨过程的地表径流泥沙量约为前期降雨过程的地表

径流泥沙量的3 倍, 且地表的沙化及冲沟现象逐渐

加重,越容易引起滑坡及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图 12 降雨及积水作用对坡表的冲蚀及裂缝变化图

图 13  降雨结束一月后地表裂缝情况图

( 2) 对于同一斜坡土体, 当无前期降雨时, 降雨

结束后,雨强大的降雨引起的地表裂缝发展较迅速,

而雨强小的降雨引起的地表裂缝发展范围较大。对

于雨强较小的降雨过程, 降雨结束后,坡度较陡的斜

坡土体地表裂缝发展较迅速, 而裂缝范围较小,但分

支仍较多。对于同一斜坡土体,若存在前期降雨, 并

在降雨入渗过程中出现饱和土控制入渗阶段, 则在

降雨过程中,原有地表裂缝暂时闭合。降雨过程结

束后, 地表裂缝的发展速度远小于无前期降雨的情

况,但仍沿原有地表裂缝发育。

可见无前期降雨时, 降雨强度较小而坡度较陡

时,降雨造成地表裂缝的发育速度较快,而地表裂缝

范围也较大,对斜坡稳定性的影响也较为不利。

5  结  语

本文在对三峡库区滑坡分布及其与降雨量、降

雨类型、降雨持续时间等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设

计了库区滑坡土体的降雨产流及入渗模型试验, 得

出了不同降雨工况下库区斜坡土体的降雨产流及入

渗规律, 分析了降雨过程中的坡面产流及入渗的影

响因子, 并通过试验得出了降雨与产生滑坡地质灾

害的冲刷、裂缝等外因之间的关系,这些都可为以后

三峡库区斜坡体稳定性的预测及监测、滑坡地质灾

害成因分析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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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6  地下水环境影响分析

研究区内河流原河道和改道后地下水水位动态

变化情况对比结果表明: 其水位变化幅度很小,且流

场方向没有发生明显变化。研究区内的补给量和排

泄量均没有发生变化,水位降深变化不大,对地下水

流场的影响很小。

通过埋深预测的结果表明,河流改道后, 地下水

埋深在 5 m~ 20 m的面积增大了, 小于 4. 5 m 埋深

的面积减小了, 但其增减的量均很小。根据现有的

研究结果[ 8] ,灌区土壤盐分的运移受地下水埋深影

响显著,表层盐分上移的速率随地下水埋深增大而

减小。河流改道工程的实施不会使本区域地下水空

间分布格局发生明显改变, 不会对本区域内的土壤

盐渍化造成不利的影响。

4  结  语

(1) 研究区内的多年平均地下水总补给量为

658 @ 10
4
m

3
/ a,其主要补给源为河水入渗补给和灌

区入渗补给, 占总补给量的 64%; 地下水排泄主要

是地下水侧向径流流出, 排泄量为 626 @ 104 m3/ a。

( 2) 通过模型对河流原河道和改道后的地下水

位预测对比,研究区内的地下水流场没有发生明显

变化,地下水等埋深面积的变化较小。

( 3) 河流改道工程实施后, 研究区内的地下水

补给、排泄量基本不变,对河流下游地下水的补给量

影响不大。河流改道后不会使本区域地下水空间分

布格局发生明显改变, 不会对本区域内的土壤盐渍

化造成不利的影响, 对研究区内的地下水流动态影

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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