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８８７（２０１６）０５⁃０４８３⁃０９ ⓒ 应用数学和力学编委会，ＩＳＳＮ １０００⁃０８８７

冲击荷载作用下水中悬浮隧道的位移响应
∗

张　 嫄１，　 董满生１，２，　 唐　 飞１

（１． 合肥工业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合肥 ２３０００９；
２． 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要：　 建立冲击荷载作用下悬浮隧道的动力学模型，将悬浮隧道简化为等距离弹性支撑梁，通过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伽辽金）法求解悬浮隧道的振动位移方程，数值模拟悬浮隧道跨中时程响应，分析张力腿

竖向刚度、冲击物质量、冲击速度对悬浮隧道跨中位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冲击荷载作用下，张力腿

竖向刚度对悬浮隧道位移响应的影响显著，但具有极限性．其次，冲击物质量和冲击速度也会显著

影响悬浮隧道的跨中振动位移．研究结论为未来悬浮隧道的研究和建设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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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水中悬浮隧道（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ｕｎｎｅｌ，简称 ＳＦＴ）又称 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阿基米德）桥，是一

种新的穿越水域的交通形式．它通过结构的自重、浮力和锚固系统的共同作用，维持在水中的

平衡和稳定．由于悬浮隧道自身的经济性和环保性，使其拥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前景，这也使悬

浮隧道成为广大科研工作者的研究课题．
自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研究者主要致力于研究波浪力、地震力以及涡激振动作用下的悬

浮隧道管体及其锚索的动力学行为．Ｂｒａｎｃａｌｅｏｎｉ 等［１］ 分析不同类型的悬浮隧道在地震和海浪

作用下的动力响应，研究所处环境对悬浮隧道的影响．Ｒｅｍｓｅｔｈ 等［２］ 利用 Ｎａｖｉｅｒ⁃Ｓｔｏｋｅｓ 方程进

行有限元建模分析，采用了数值模拟的方法，研究悬浮隧道流固相互作用及其动力响应．Ｌｕ（陆
维）等［３］利用双线振荡器来模拟锚索松弛⁃紧绷的交变状态，分析两个基本结构参数：浮重比和

锚索倾角对悬浮隧道动力响应的影响，研究悬浮隧道锚索的松弛现象和拉断力．在这一研究进

程中，将悬浮隧道简化为梁模型进行分析逐渐成为了一种公认的研究方法，其简化结果的有效

性也已得到验证．Ｓａｔｏ 等［４］分别利用等跨弹性支撑梁和弹性地基梁模型研究不同模型对于悬

浮隧道的适用性，认为当张力腿沿着悬浮隧道长度离散分布，且考虑张力腿的伸缩性时，可将

悬浮隧道看作是非连续的弹性支撑梁结构．近几年来，关于悬浮隧道的研究也更加多样化．Ｔ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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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ｖｅｒｄｉｌｏ 等［５］和田雪飞等［６］利用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将悬浮隧道简化为梁结

构，分别研究了移动荷载、内波和洋流联合作用力下悬浮隧道的动力响应．悬浮隧道作为巨型

水下建筑，其安全问题不容小觑，例如事故沉船、坠机以及潜艇的撞击，可能导致巨大的人员和

财产损失．目前针对这一方面的研究较少，仅惠磊等［７］提出水中悬浮隧道受冲击荷载作用的简

化计算模型，将悬浮隧道简化为两端简支的圆柱壳，分别采用解析法和数值模拟的方法对问题

进行求解．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将悬浮隧道简化为一个等距离弹性支撑梁，建立悬浮隧道在冲

击荷载作用下的动力学模型，通过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法求解，数值模拟分析悬浮隧道跨中的时程位移，
讨论张力腿竖向刚度、冲击物质量、冲击速度对悬浮隧道跨中位移的影响．

１　 物理结构模型

对于未经简化的悬浮隧道模型，由于其结构复杂，往往使相应的悬浮隧道位移响应研究变

得困难．如图 １ 所示，悬浮隧道结构系统由管体、 张力腿、 管段连接装置、 锚固装置等组成．其
中， 张力腿力包括横向力和竖向力， 由于其横向力通过自身平衡抵消， 故仅考虑其竖向力的

作用．
文中讨论倾斜张力腿式悬浮隧道，张力腿竖向刚度由弹簧 Ｋ 模拟．

图 １　 悬浮隧道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 １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ＦＴ ｍｏｄｅｌ

如果悬浮隧道两侧的张力腿沿长度方向间隔分布，则可将悬浮隧道看做离散弹性支撑梁，
并考虑张力腿的作用［４］ ．为了便于研究冲击荷载作用下悬浮隧道的位移响应，可将悬浮隧道结

构简化成一个等距离弹性支撑梁，如图 ２，并作出如下假设： １） 将悬浮隧道的张力腿简化为等

距离布设的支撑弹簧，简化后的支撑弹簧竖向刚度为 Ｋ； ２） 各支撑弹簧间支撑间距为 ｈ； ３）
文中仅讨论冲击荷载作用下，悬浮隧道位移的一阶振动模态； ４） 冲击物与悬浮隧道管体接触

后，两者附着在一起运动； ５） 略去冲击过程中的能量损失，只考虑动能与势能的转化．

图 ２　 冲击荷载作用下的悬浮隧道物理模型示意图

Ｆｉｇ． ２　 Ａ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Ｆ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ａｃｔ

２　 动力平衡方程

为了研究冲击损害最严重的情况，冲击荷载作用于悬浮隧道管段跨中正上方，并将冲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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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为一个冲击速度为 ｖ０，冲击质量为 ｍ′ 的集中荷载，如图 ２ 所示．
在冲击物撞击作用于悬浮隧道的过程中，其运动平衡方程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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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ＥＩ为悬浮隧道的弯曲刚度，ｗ为悬浮隧道管体的竖向位移，ｍｓ 为单位长度悬浮隧道的质

量，ｍ′为冲击物质量，ｃｓ 为悬浮隧道的粘滞阻尼系数，δ 为 Ｄｉｒａｃ（狄拉克）函数， ｌ为悬浮隧道长

度，κ 为等效线张力腿竖向刚度［５］，κ ＝ Ｋ ／ ｈ，ｐ（ ｔ） 为冲击荷载， ｆＤ 为张力腿横向振动引起的水

体对其单位长度的附加惯性力和阻尼力之和．
冲击波荷载的特征是在短暂时间内上升到峰值，随即迅速衰减到 ０，然后有数值不大的负

相压力［８］ ．这种冲击荷载一般可用线性规律来描述［９］：

　 　 ｐ（ ｔ） ＝ ｐ０ １ －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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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２）

其中， ｐ０ 为最大冲击力，ｐ０ ＝ ２ｍ′ｇ２ｖ０θ［１０］，θ 为正相压力的持续时间．
由 Ｍｏｒｉｓｏｎ 公式， ｆＤ 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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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ρ为流体密度， Ｄ为管体直径， ＣＤ 为拖拽力系数， Ｃｍ 为附加质量系数，取ＣＤ ＝ ０．７， Ｃｍ ＝
１ ０［１１］ ．

由式（３）可知， ｆＤ 由两部分组成，其前一部分可近似简化为

　 　 （２πＳｒ（∂ｗ－ ／ ∂ｔ） ／ Ｄ）γρＤ２∂ｗ ／ ∂ｔ［１２］，
可得化简后的悬浮隧道动力平衡方程为

　 　 ＥＩ ∂
４ｗ
∂ｚ４

＋ （ｍｓ ＋ ｍｆ） ＋ ｍ′δ ｚ － ｌ
２

æ

è
ç

ö

ø
÷

é

ë
êê

ù

û
úú
∂２ｗ
∂ｔ２

＋ （ｃｓ ＋ ｃｆ）
∂ｗ
∂ｔ

＋ κｗ ＝

　 　 　 　 ｐ０ １ － ｔ
θ

æ

è
ç

ö

ø
÷ δ ｚ － ｌ

２
æ

è
ç

ö

ø
÷ ， （４）

其中， ｃｆ 为流体附加阻尼，ｃｆ ＝ （２πＳｒ（∂ｗ－ ／ ∂ｔ） ／ Ｄ）γρＤ２，由于 ｃｆ 属于非线性项，可利用等效线性

化的方法通过数值软件迭代求解，使等效线性值尽可能逼近精确解，γ ＝ ０．８，Ｓｒ ＝ ０．２［１３］，ｗ－ 为

管体的平均位移，ｍｆ 为流体附加质量，ｍｆ ＝ πρＤ２Ｃｍ ／ ４．
由前面假设，悬浮隧道为等距离弹性支撑梁，采用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法可得到移动荷载作用下悬浮

隧道位移方程的解：

　 　 ｗ（ ｚ，ｔ） ＝ ∑ϕｎ（ ｚ）ｑｎ（ ｔ）， （５）

其中， ϕｎ（ ｚ） 为悬浮隧道 ｎ阶振动模态的形函数，ｑｎ（ ｔ） 为广义坐标．为了便于研究，在不影响定

性结果的前提下，文中仅考虑一阶模态形式 ϕ（ ｚ） 和 ｑ（ ｔ），ϕ（ ｚ） ＝ ｓｉｎ（πｚ ／ ｌ） ．
将式（５）代入式（４），方程两边同乘 ϕ（ ｚ） 后，同时对悬浮隧道长度 ｌ进行积分．为了便于简

化，令 ｍ ＝ ｍｓ ＋ ｍｆ，ｃ ＝ ｃｓ ＋ ｃｆ ．化简整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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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Ａ ＝ ｃｌ
ｍｌ ＋ ２ｍ′

； Ｂ ＝ ＥＩπ４ ＋ κｌ４

ｌ３（ｍｌ ＋ ２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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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简化后的悬浮隧道物理模型，可确定悬浮隧道的边界条件和初始条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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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ｗ（ ｚ，０） ＝ ０， ∂ｗ（ ｚ，０）
∂ｔ

＝ ０． （８）

令 Ω ＝ ４Ｂ － Ａ２ ／ ２，由式（７）、（８） 推得广义坐标 ｑ（ ｔ）：
　 　 ｑ（ ｔ） ＝ ｅ －（Ａ ／ ２） ｔ（Ｆ１ｃｏｓ（Ωｔ） ＋ Ｆ２ｓｉｎ（Ωｔ）） ＋ Ｆ３ ＋ Ｆ４ ｔ， （９）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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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９）代入式（５），即可得到冲击荷载作用下，悬浮隧道管段任一位置的一阶模态竖向

振动位移 ｗ（ ｚ，ｔ）：

　 　 ｗ（ ｚ，ｔ） ＝ ｑ（ ｔ）·ｓｉｎ πｚ
ｌ
． （１０）

当 ｔ ＞ θ 时，冲击作用结束，悬浮隧道做自由振动，并逐渐恢复初始状态．由于计算方法与

上述方法相同，此处不再赘述，悬浮隧道自由振动下其任一位置的一阶模态竖向振动位移

ｗ∗（ ｚ，ｔ） 为

　 　 ｗ∗（ ｚ，ｔ） ＝ ｑ∗（ ｔ）·ｓｉｎ πｚ
ｌ
， （１１）

　 　 ｑ∗（ ｔ） ＝ ｅ －（Ａ ／ ２） ｔ（Ｆ５ｃｏｓ（Ωｔ） ＋ Ｆ６ｓｉｎ（Ωｔ））， （１２）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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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数值模拟与分析

由于目前世界范围内尚无一例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悬浮隧道，故文中悬浮隧道基本参

数的选取参考了目前国内外拟建悬浮隧道设计参数［１４⁃１５］和我国现行的公路桥涵设计规范［１６］，
具体参数取值如表 １．

表 １　 悬浮隧道基本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Ｆ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ｙｍｂｏｌ ｕｎｉｔ ｖａｌｕ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ｌ ｍ １ ０００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ｈ ｍ １００
ｍｏｄｕｌｕｓ ｏｆ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 Ｅ Ｎ ／ ｍ２ ３．２×１０１０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Ｄ ｍ １４．２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ｉａｍｅｔｅｒ Ｄ′ ｍ １１．４０

ｄａｍｐｉｎｇ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ｓ Ｎ ／ （ｍ ／ ｓ） ０．０００ １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ＦＴ ρ′ ｋｇ ／ ｍ３ ２ ０１８

ｆｌｕｉ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ρ ｋｇ ／ ｍ３ １ 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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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本文具有一定的工程参考价值，文中冲击作用模拟参数的选取以海上沉船、坠机事

故等为基础，对沉船、坠机碎片撞击悬浮隧道的情况进行模拟．张维衡、陈国虞、李国华等分别

在华中理工大学和中国船舶科学研究中心做过三组船桥撞击试验［１７］，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船桥冲击试验结果［１７］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ｓｈｉｐ⁃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１７］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ｔｅｓ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ｄ ／ ｓ

ｓｔｅｅｌ⁃ｓｔｅｅｌ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ｎａｖ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Ｈｕａｚｈ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ｏｆ ｈａｍｍｅｒｈｅａｄ： １１ ５９０ Ｊ，
ｍｏｍｅｎｔｕｍ ｏｆ ｈａｍｍｅｒｈｅａｄ： ６ ９９４ ｋｇ·ｍ ／ ｓ

ｉｍｐｕｌｓｅ
Ｉ ／ （Ｎ·ｓ）

６ １０２
７ ７４２
１０ ４４４

０．０８３ ８
０．０６３ ２
０．０５１ ５

ｄｒｕｍ⁃ｔｙｐｅ ｒｕｂｂｅｒ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ｏｌａｔ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ｉｐ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１＃ ｈａｍｍｅｒｈｅａ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ｅｒｇｙ： ５ ０００ Ｊ，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０．３～０．６ ｍ ／ 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０ ／ （ｍ·ｓ－１）

０．３
０．６
０．６

０．１３
０．１４
０．６５

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 ｒｏｐｅ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ｉｐ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１＃ ｈａｍｍｅｒｈｅａ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ｅｎｅｒｇｙ： ５ ０００ Ｊ，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１～８ ｍ ／ 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Ｖ０ ／ （ｍ·ｓ－１）

１．４
１．４
１．７
３．７
４．５
５．３

０．５５
０．４０
０．４０
０．３３
０．３０
０．２９

　 　 由于这类事故冲击作用属于低速冲击，冲击速度不大且冲击持续时间很短，根据表 ２ 中的

试验数据并考虑海水的阻尼作用，文中采用冲击时间设计值 θ ＝ ０．０８ ｓ 对悬浮隧道跨中位移进

行模拟．
弹簧竖向刚度 Ｋ 取值借鉴目前已有的桥梁减震装置研究成果，当要保持较大减震效率

时，弹簧竖向刚度 Ｋ 的合理取值范围大于 １×１０７ Ｎ ／ ｍ［１８］ ．文中分别对 Ｋ 取 ５×１０７ Ｎ ／ ｍ，８×１０７

Ｎ ／ ｍ，１×１０８ Ｎ ／ ｍ 时，悬浮隧道的跨中位移时程曲线进行模拟．此时 ｍ′ ＝ １０ ｔ，ｖ０ ＝ ５ ｍ ／ ｓ ．数值模

拟结果如图 ３ 所示．
在图 ３（ａ）中，时间 ｔ ≤ ０．０８ ｓ，隧道管体受到冲击物的直接作用，当 ｔ ＝ ０．０８ ｓ 时隧道跨中

达到冲击作用下的最大位移．但隧道管体跨中在冲击物引发的整个振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最大位

移，则出现在管体随后的自由衰减振动中，如图 ３（ｂ）所示．在上述两个阶段中，悬浮隧道跨中位

移幅值 ｗｄ ｍａｘ 和振动周期 Ｔ均随着张力腿竖向刚度 Ｋ 的增大而逐渐减小．当 Ｋ 从 ５×１０７ Ｎ ／ ｍ 增

大至 １×１０８ Ｎ ／ ｍ， ｗｄ ｍａｘ 从 ０．０４５ ｍ 减小至 ０．０２８ ｍ， Ｔ 从 ３．６ ｓ 减小至 ２．６ ｓ ．
另外，在数值模拟过程中发现张力腿竖向刚度对悬浮隧道振动的抑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极

限性．对于文中设计隧道， 当 Ｋ ＞ １ × １０８ Ｎ ／ ｍ 时， Ｋ对ｗｄ 的影响逐渐减小， 当Ｋ ＞ ５ × １０８ Ｎ ／ ｍ
时， Ｋ 对 ｗｄ 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因此，在悬浮隧道设计过程中， 需经过具体计算选择 Ｋ 的最

优值．
如图 ４ 和图 ５ 所示，冲击物质量 ｍ′和冲击速度 ｖ０ 对于悬浮隧道位移响应具有相似的影响

规律，悬浮隧道跨中位移幅值 ｗｄ ｍａｘ 随着 ｍ′或 ｖ０ 的增大而增大．当 Ｋ ＝ １ × １０８ Ｎ ／ ｍ，ｖ０ ＝ ５ ｍ ／ ｓ
时，ｍ′ 由 ５ ｔ 增大至 １５ ｔ 时， ｗｄ ｍａｘ 由 ０．０１４ ｍ 增加至 ０．０４２ ｍ；当 Ｋ ＝ １ × １０８ Ｎ ／ ｍ，ｍ′ ＝ １０ ｔ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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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０ 由 ３ ｍ ／ ｓ 增加至 ７ ｍ ／ ｓ， ｗｄ ｍａｘ 则由 ０．０１７ ｍ 增加至 ０．０３９ ｍ ．由于文中主要考虑低速撞击，故
冲击质量 ｍ′ 相比冲击速度 ｖ０ 对于悬浮隧道位移响应的影响更为显著．

（ａ） ｔ ≤ ０．０８ ｓ （ｂ） ０．０８ ｓ＜ ｔ ＜４０ ｓ
图 ３　 Ｋ 不同时，悬浮隧道跨中位移 ｗｄ 的时程曲线

Ｆｉｇ． 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ｗ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Ｆ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 ｖａｌｕｅｓ

（ａ） ｔ ≤ ０．０８ ｓ （ｂ） ０．０８ ｓ＜ ｔ ＜４０ ｓ
图 ４　 ｍ′ 不同时，悬浮隧道跨中位移 ｗｄ 时程曲线

Ｆｉｇ． ４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ｗ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Ｆ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 ｖａｌｕｅｓ

（ａ） ｔ ≤ ０．０８ ｓ （ｂ） ０．０８ ｓ＜ ｔ ＜４０ ｓ
图 ５　 ｖ０ 不同时，悬浮隧道跨中位移 ｗｄ 时程曲线

Ｆｉｇ． ５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ｗ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Ｆ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ｖ０ ｖａｌｕｅｓ

８８４ 张　 　 嫄　 　 　 董　 满　 生　 　 　 唐　 　 飞



４　 结　 　 论

文中将悬浮隧道简化为一个等距离弹性支撑梁，建立悬浮隧道在冲击荷载作用下的动力

学模型，通过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法求解，数值模拟分析悬浮隧道跨中的时程位移，讨论张力腿竖向刚度、
冲击物质量、冲击速度对悬浮隧道跨中位移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１） 冲击荷载作用下，张力腿竖向刚度对悬浮隧道的位移响应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这

种抑制作用具有极限性．在合理的范围内，增大张力腿竖向刚度可有效减小管体振动，但超出

范围后，继续增大竖向刚度对减振效果不明显．在悬浮隧道设计过程中，需综合分析，考虑张力

腿竖向刚度的最佳取值．
２） 冲击物质量和冲击速度的变化对悬浮隧道跨中位移幅值影响显著．悬浮隧道跨中位移

幅值随着冲击物质量或冲击速度的增大而增大．
３） 沉船、坠机碎片撞击水中悬浮隧道的情况属于水下低速撞击，相比冲击速度，冲击物质

量对悬浮隧道位移响应的影响更大．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Ｂｒａｎｃａｌｅｏｎｉ Ｆ， Ｃａｓｔｅｌｌａｎｉ Ａ， ｄ’Ａｓｄｉａ Ｐ．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ｔｕｎｎｅｌ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Ｊ］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１９８９， １（１１）： ４７⁃５６．

［２］　 Ｒｅｍｓｅｔｈ Ｓ， Ｌｅｉｒａ Ｂ Ｊ， Ｏｋｓｔａｄ Ｋ Ｍ， Ｍａｔｈｉｓｅｎ Ｋ Ｍ， Ｈａｕｋåｓ 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ｎｄ ｆｌｕｉｄ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ｕｎｎｅｌｓ［ Ｊ］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１９９９， ４
（７２）： ６５９⁃６８５．

［３］　 ＬＵ Ｗｅｉ， ＧＥ Ｆｅｉ， ＷＡＮＧ Ｌｅｉ， ＷＵ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 ＨＯＮＧ Ｙｏｕ⁃ｓｈｉ． Ｏｎ ｔｈｅ ｓｌａｃｋ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ｎｄ
ｓｎａｐ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ｔｅｔｈｅｒｓ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ｕｎｎｅ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ａｖ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２０１１， ２４（４）： ３５８⁃３７６．

［４］　 Ｓａｔｏ Ｍ， Ｋａｎｉｅ Ｓ， Ｍｉｋａｍｉ Ｔ．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ｏｇｙ ｏｆ ａ ｂｅａｍ ｏｎ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ａｓ ａ ｂｅａｍ ｏｎ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ｆ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０８， ３２（５）： ６８８⁃６９９．

［５］ 　 Ｔａｒｉｖｅｒｄｉｌｏ Ｓ， Ｍｉｒｚａｐｏｕｒ Ｊ， Ｓｈａｈｍａｒｄａｎｉ Ｍ， Ｓｈａｂａｎｉ Ｒ， Ｇｈｅｙｒｅｔｍａｎｄ Ｃ．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
ｍｅｒｇｅ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ｕｎｎｅｌｓ ｄｕｅ ｔｏ ｍｏｖｉｎｇ ｌｏａｄｓ［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３５
（１１）： ５４１３⁃５４２５．

［６］　 田雪飞， 董满生， 逄焕平， 林志， 牛忠荣． 海洋内波和洋流联合作用下水中悬浮隧道的动力响应

［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２０１４， ３５（１）： ７１⁃８０．（ＴＩＡＮ Ｘｕｅ⁃ｆｅｉ， ＤＯＮＧ Ｍａｎ⁃ｓｈｅｎｇ， ＰＡＮＧ Ｈｕａｎ⁃
ｐｉｎｇ， ＬＩＮ Ｚｈｉ， ＮＩＵ Ｚｈｏｎｇ⁃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ｗａ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ｎｎｅｌ ｗａｔｅｒ 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 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３５（１）： ７１⁃８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惠磊， 葛斐， 洪友士． 水中悬浮隧道在冲击荷载作用下的计算模型与数值模拟［Ｊ］ ． 工程力学，
２００８， ２５（２）： ２０９⁃２１３．（ＨＵＩ Ｌｅｉ， ＧＥ Ｆｅｉ， ＨＯＮＧ Ｙｏｕ⁃ｓｈｉ．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ｕｎｎｅ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ａｃｔ ｌｏａｄｉｎｇ［Ｊ］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２５（２）： ２０９⁃２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任会兰， 宁建国． 冲击固体力学［Ｍ］ ．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１１７．（ＲＥＮ Ｈｕｉ⁃ｌａｎ， Ｎ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ｕｏ． Ｓｈｏｃｋ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ｏｌｉｄ［Ｍ］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１１７．
（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刘福林． 简支弹塑性梁受冲击波作用时的动力响应的权余解法［Ｊ］ ． 机械强度， １９８９， １１（１）：
４８⁃５２．（ＬＩＵ Ｆｕ⁃ｌ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９８４冲击荷载作用下水中悬浮隧道的位移响应



ｅｌａｓｔｏ⁃ｐｌａｓｔｉｃ ｂｅａｍ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ａ ｉｍｐａｃｔ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Ｊ］ ．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１９８９， １１（１）：
４８⁃５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何勇， 金伟良， 张爱晖， 吴剑国． 船桥碰撞动力学过程的非线性数值模拟［Ｊ］ ． 浙江大学学报（工
学版）， ２００８， ４２（６）： １０６５⁃１０７０．（ＨＥ Ｙｏｎｇ， ＪＩＮ Ｗｅｉ⁃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Ａｉ⁃ｈｕｉ， ＷＵ Ｊｉａｎ⁃ｇｕｏ． Ｎｏ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ｃｏｌｌｉｓ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ｉｐ⁃ｂｒｉｄｇｅ［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
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８， ４２（６）： １０６５⁃１０７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项贻强， 晁春峰． 悬浮隧道管体及锚索耦合作用的涡激动力响应［Ｊ］ ． 浙江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 ４６
（３）： ４０９⁃４１５．（ＸＩＡＮＧ Ｙｉ⁃ｑｉａｎｇ， ＣＨＡＯ Ｃｈｕｎ⁃ｆｅｎｇ． Ｖｏｒｔｅｘ⁃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ｏｒ 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ｂｅ ａｎｄ ｃａｂｌｅ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ｕｎｎｅｌ［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 ４６（３）： ４０９⁃４１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　 Ｓｒｉｎｉｌ Ｎ， Ｚａｎｇａｎｅｈ Ｈ．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ｃｒｏｓｓ⁃ｆｌｏｗ ／ ｉｎ⁃ｌｉｎｅ ｖｏｒｔｅｘ⁃ｉｎｄｕｃｅ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ｄｏｕｂｌｅ Ｄｕｆｆ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ａｎ ｄｅｒ Ｐｏｌ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ｏｒｓ［Ｊ］ ． Ｏｃｅ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 ５３： ８３⁃９７．

［１３］　 陈建云， 王变革， 孙胜男． 悬浮隧道锚索的涡激动力响应分析［ Ｊ］ ． 工程力学， ２００７， ２４（１０）：
１８６⁃１９２．（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ｙｕｎ， ＷＡＮＧ Ｂｉａｎ⁃ｇｅ， ＳＵＮ Ｓｈｅｎｇ⁃ｎ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ｏｒｔｅｘ⁃ｉｎｄｕｃｅｄ ｄｙ⁃
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ｃｈｏｒ ｃａｂｌｅ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ｕｎｎｅｌ［ Ｊ］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
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２４（１０）： １８６⁃１９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麦继婷， 关宝树． 琼州海峡悬浮隧道的可行性研究［ Ｊ］ ． 铁道工程学报， ２００３（４）： ９３⁃９６．（ＭＡＩ
Ｊｉ⁃ｔｉｎｇ， ＧＵＡＮ Ｂａｏ⁃ｓｈｕ． Ａ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Ｑｉｏｎｇｚｈｏｕ ｓｔｒａｉｔ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ｔｕｎｎｅｌ［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００３（４）： ９３⁃９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　 秦银刚， 周生国， 周晓军． 多跨悬浮隧道合理支撑间距分析［Ｊ］ ． 铁道工程学报， ２００８， ２５（３）：
７８⁃８１．（ＱＩＮ Ｙｉｎ⁃ｇａｎｇ， ＺＨＯＵ Ｓｈｅｎｇ⁃ｇｕｏ， ＺＨＯＵ Ｘｉａｏ⁃ｊｕ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ｌｅｎｇｔｈ ｆｏｒ ｍｕｌｔｉ⁃ｓｐａｎｓ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ｕｎｎｅｌ［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
ｔｙ， ２００８， ２５（３）： ７８⁃８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ＪＴＧ Ｄ６０—２００４，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Ｓ］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２００４．（ ＪＴＧ Ｄ６０—２００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ｂｒｉｄ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ｖｅｒｔｓ［Ｓ］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
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７］　 罗林阁， 曹映泓， 陈国虞， 王礼立． 船舶撞击桥梁的撞击力计算方法探讨［Ｊ］ ． 中外公路， ２００６，
２６（５）： ７８⁃８１．（ＬＵＯ Ｌｉｎ⁃ｇｅ， ＣＡＯ Ｙｉｎｇ⁃ｈ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Ｇｕｏ⁃ｙｕ， ＷＡＮＧ Ｌｉ⁃ｌ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ｓｈｉｐ⁃ｂｒｉｄｇｅ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Ｈｉｇｈｗａｙ， ２００６， ２６（５）： ７８⁃８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８］　 ＪＴＧ Ｂ０２—２０１３， 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Ｓ］ ．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２０１３．（ＪＴＧ Ｂ０２—２０１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０９４ 张　 　 嫄　 　 　 董　 满　 生　 　 　 唐　 　 飞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ｕｎｎｅ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Ｌｏａｄｓ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ａｎ１，　 ＤＯＮＧ Ｍａｎ⁃ｓｈｅｎｇ１，２，　 ＴＡＮＧ Ｆｅｉ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Ｈｅｆ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ｅｆｅｉ ２３０００９， Ｐ．Ｒ．Ｃｈｉｎａ；

２． Ｃｈｉｎａ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ｓ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 Ｌｔｄ．，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４０００６７， Ｐ．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ｕｎｎｅｌ （ ＳＦＴ） ｗａｓ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ｌａ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ｅａｍ ｗｉｔｈ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ｓｐａｃ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ＦＴ 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ｌｏａ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ａｌｅｒｋｉ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ＦＴ ｗａｓ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ｈｏｒ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ＳＦＴ’ 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
ｍｅｎｔ ｗｅ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ｃｈｏｒ ｓｔｉｆｆｎｅｓｓ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ｂｕｔ
ｂｏｕｎｄｅ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ＦＴ’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ａ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ＦＴ’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Ｆ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ｕｎｎｅ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ｌｏａｄ；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ｅ⁃
ｓｉｇｎ；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ｓｔ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０４９０８３３）

１９４冲击荷载作用下水中悬浮隧道的位移响应

引用本文 ／ Ｃｉｔ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张嫄， 董满生， 唐飞． 冲击荷载作用下水中悬浮隧道的位移响应［ Ｊ］ ． 应用数学和力学， ２０１６， ３７（５）：

４８３⁃４９１．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ａｎ， ＤＯＮＧ Ｍａｎ⁃ｓｈｅｎｇ， ＴＡＮＧ Ｆｅｉ．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ｍｅｒｇｅｄ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ｔｕｎｎｅ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ｌｏａｄｓ［Ｊ］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３７（５）： ４８３⁃４９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