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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刊 2017 年第 38 卷第 7 期刊出的文章“曲线

滑裂面下有限宽度填土主动土压力计算”[1]是一篇

试验和理论相结合的优秀文章（以下简称“原文”）。

笔者拜读后深受启发，并且对原文作者的研究水平

和科研素养非常赞赏。通读原文后笔者有 2 点不 

明，希望原文作者指教。 

（1）原文试验填砂的工艺过程不明，参数不详。

模型试验中砂土试样如何达到预定的特性（孔隙比、

相对密度、重度及密实度分类），对于试验结果存在

一定影响。原文对于试验制样的描述非常简短，不

便于理解。查阅文献[2](原文作者延伸成果)，内容

仅为“铺设好的土样静置 2 d”，对于如何铺设，如

何保证达到一定预设特性找不到描述。表 1 统计了

两篇已发表的同类型试验结果，与原文试验进行对

比。文献[3]和文献[4]均自称砂样为疏松状态，因此，

笔者大胆推测原文砂样同样是疏松状态。基于此，

试验结果更加便于对比。 

（2）试验结果和其他学者[34]结果存在一定差异。 

 
表 1  模型试验统计参数 

Table 1  Statistic parameters of model tests 

资料来源 砂土特性 
内摩擦角 

 / (°) 
试验类型 

模型箱尺寸 
墙高/ m 墙转动模式 

长/ m 宽/ m 高/ m 

文献[3] 海砂，颗粒直径为 0.1～2 mm,   17.64 kN/m3 37.00 缩尺试验 5.00 1.25 4.00 2.0, 3.0, 4.0 平动, 主动破坏 

文献[4] 
风干石英砂 rD  0.346, maxe  1.274, mine  0.732, 

  12.45 kN/m3，空气沉积法制样 
35.00 高心机试验 0.22 0.20 0.40 0.3 平动, 主动破坏 

文献[1] 福建砂 e  0.679， sd  2.56，   14.6 kN/m3 32.75 缩尺试验 1.55 0.70 1.40 1.3 平动, 主动破坏 
         

注：  为重度； rD 为密实度； maxe 、 maxe 分别为最大和最小小孔隙比； e 为孔隙比； sd 为土颗粒相对密度； 为土体内摩擦角。 

 

笔者认为，原文中图 3 得到的平动模式下墙后

砂土破裂面还是非常典型和准确的，与文献[3]中 

图 1 的试验结果趋势比较相符。但是通过分析原文

与文献[2－3]的土压力分布试验结果，发现存在一

定差距。图 1 中罗列了 3 位研究者归一化的水平向

土压力沿墙身分布对比曲线。从图中可以看出，原

文水平向土压力非线性表现较理想。根据原文的“填

土宽高比 n”的定义，当 n 越大或者墙后填土越宽，

模型试验工况应该更接近墙后填土无限长的一般挡

墙情况。原文图 8 和文献[2]中图 10（原文作者成

果），即意图反映这一成果。但是由本文图 1 分析可

以看出，当埋深位于 0～0.9 倍墙高以内时，原文的

土压力分布基本和文献[3－4]成果接近；然而，原

文墙身底部试验结果和一般挡墙试验结果相差较

大。而且随着 n 的增大，差距进步一步增大（如文

献[2]中图 10 所示）。笔者对此不太理解，希望和原

文作者进行探讨。笔者推测产生此项差距的原因有

两处：① 模型试验过程中不能完全保证挡墙平动，

即下部螺杆有相对上部的延误；② 模型试验箱底

部、侧面板下部对土体存在一定约束作用。 

总之，笔者对原文的整体思路和研究成果非常

赞赏。不明之处还望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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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归一化的水平向土压力墙身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normalized horizontal earth pressure 

acting against retaining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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