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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基于水、沙两相的分相测量试验结果 , 分析了床面附近泥沙颗粒的脉动和力学特性 , 指出床面附近的泥沙运

动有着特殊的力学机制 : 颗粒相具有较强的非湍流脉动 , 其产生的脉动应力对颗粒的运动起着重要作用。论述了沙

粒在水流中从推移运动到扬起悬浮的物理过程 , 讨论了过去一些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 概括了泥沙颗粒在水

流中从床面扬起的基本模式 , 运用两相流理论分析了沙粒在水流中扬起的动力学机理。根据颗粒运动的垂向动量平

衡原理 , 对泥沙颗粒的垂向浓度分布规律作了新的分析解释。证实了除浓度梯度之外 , 颗粒相的垂向脉动强度梯度

也是泥沙扩散的重要扩散势 , 进一步揭示了悬移质浓度垂线分布存在两种类型的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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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沙水流运动属于固液两相流运动的范畴 , 研究泥沙运动的规律总是从水流对泥沙的作用入手。但由于水

流紊动机制的多样性 , 以及颗粒与水流相互作用的复杂性 , 使得泥沙颗粒的运动具有很强的随机性 , 也使得人

们对泥沙运动许多方面的认识仍不够成熟。其中泥沙颗粒的脉动特性、颗粒从床面的扬起悬浮过程、泥沙颗粒

在水流中的扩散机制等一直是泥沙运动理论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受人们对湍流运动机理、固液两相相互作用认

识的限制 , 以及两相运动实验观测手段的限制 , 这些方面的研究仍处在不断的探索之中。

本文就床面附近泥沙颗粒的脉动特性、颗粒的扬动模式和机理、颗粒在水流中的扩散机制等几个方面进行

初步的探讨 , 提出一些初浅的认识。

1 　床面附近泥沙颗粒的脉动特性

床面附近的泥沙运动层是推移质泥沙与悬移质泥沙相互转化的过渡区 , 这一层泥沙颗粒运动的重要性一直

受到人们的重视。但由于这层泥沙主要是以推移质形式运动 , 大多数研究主要是针对推移质输沙率的。而对悬

移质运动 , 主要通过床面层来决定含沙量沿垂线分布的参考点浓度。较少对推移质和悬移质两者相互转化的内

在影响本质进行分析。事实上 , 作为推移质与悬移质运动的过渡层 , 床面附近的泥沙运动有着一些特殊的力学

特征。

笔者曾用激光多普勒分相流速仪 , 对明渠水槽 (长、宽、水深分别为 700 cm、25 cm、817 cm) 和水平方管 (长、

宽、高分别为 140 cm、310 cm、115 cm)中水、沙两相流的两相脉动特性进行了实验观测[1 ] 。由试验结果可以看

出 , 泥沙颗粒的脉动强度在大部分区域都小于水流脉动强度 , 正是由于泥沙运动是在水流作用下进行的 , 其脉

动也主要由水流的湍流脉动所带动。在充分发展的流动中 , 颗粒脉动一般都小于水流的湍流脉动。但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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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 , 在床面附近 , 不论纵向还是垂向 , 颗粒的脉动常常大于水流的脉动。这很难用颗粒对水流脉动的跟随性

来解释 , 说明在床面附近 , 颗粒的脉动具有一些特殊机制。

在固2液两相流中 , 颗粒与颗粒、颗粒与壁面之间难免碰撞 , 必然存在着由此产生的无规则运动。刘大有

等[2 ]认为 , 这也是颗粒的一种脉动形式。即颗粒的脉动具有多种形式 , 除了跟随水流的湍流脉动之外 , 还具有

其它脉动形式。如颗粒的跃移 , 颗粒与颗粒、颗粒与固壁碰撞产生的无规则运动 , 以及床面不平整产生局部水

流分离 , 对颗粒产生的卷扬运动 , 同样会产生颗粒脉动 , 这类脉动与湍流脉动有着不同的物理机制。

对于颗粒浓度较低的流动 , 颗粒之间的碰撞很微弱 , 由此引起的颗粒脉动相对于湍流脉动完全可以忽略。

而在床面附近 , 颗粒浓度通常比较大 , 颗粒之间的碰撞则比较强 , 且即使颗粒浓度低 , 颗粒之间的碰撞可以忽

略 , 而颗粒与壁面的碰撞仍比较剧烈 , 由此引起的脉动仍比较强。这种颗粒脉动通常可达到与湍流脉动同量

级 , 甚至还会大于湍流脉动 (床面附近湍流脉动往往较小) 。因此 , 床面附近颗粒脉动的主要特点是 , 除了具

有水流紊动引起的湍流脉动外 , 还存在着由于颗粒与颗粒、颗粒与壁面碰撞等其它方式引起的非湍流脉动 , 致

使颗粒的脉动强度往往会大于水流的脉动强度。

将群体颗粒运动看作连续介质运动 , 则颗粒脉动就会产生脉动应力 , 对颗粒的运动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脉

动形式的不同 , 可以将颗粒的脉动应力分解为湍流脉动 (由水流脉动引起) 应力 PT 和非湍流脉动 (其它脉动) 应

力 PN ,即颗粒脉动应力 P 为

P = PT + PN (1)

颗粒在床面附近相互之间的碰撞 , 在高含沙研究中已早有认识。通常是在分析中加进了颗粒碰撞力这一

项。如Bagnold[3 ]早在 1950’s 就研究认为 , 具有较高固相浓度和较大流速梯度 (剪切率)的液2固两相流动 ,固相颗

粒间相互碰撞形成固相内部剪切力和离散力 , 其作用同其它力的作用一样重要 , 不可忽略。曹志先等[4 ]从这一

思路出发 , 认为对于一般的含沙水流 , 尽管有时总的含沙量并不很大 , 但在床面附近水流的含沙量仍然较大 ,

且水流剪切率也很大 , 颗粒间相互碰撞产生的剪切力和离散力不可忽略 , 而在主流区则可忽略 , 由此运用浓度

边界层的思想进行分析。实际上 , 床面附近颗粒的剧烈脉动 , 且由此产生的脉动应力 , 还包括了由于颗粒与壁

面的碰撞等多种非湍流脉动引起的。如我们在竖直管道试验中 , 壁面附近的颗粒浓度很小 , 但同样观测到了较

强的颗粒脉动。说明浓度边界层的思想不能很好地描述所有的壁面附近固液两相运动。高浓度颗粒之间碰撞形

成的离散力和剪切力实际上只是颗粒脉动应力的一部分。床面附近颗粒运动的主要特征是具有较强的非湍流脉

动 , 而由此导致床面附近泥沙运动的一个重要力学特征就是具有较强的脉动应力。

2 　泥沙颗粒的扬动机理

床面上的泥沙颗粒 , 当水流作用克服了颗粒水下重力作用后 , 就由静止转入运动。且随着水流强度增大 ,

无论是光滑或粗糙床面 , 均可呈滚动 (间或滑动) 、跃移、悬移等几种主要运动形式[5 ] , 且相互不断进行着运动

形式的转化。这也说明 , 推移质与悬移质运动在力学和统计学上都具有一定的统一性 , 难以直观地截然分开。

而联系两者的纽带正是床面层附近的颗粒运动。研究颗粒的扬动悬浮过程 , 关键在于对床面附近泥沙运动的深

入认识。

211 　泥沙颗粒的扬动模式

总结过去对泥沙颗粒扬动过程的研究 , 主要认为当水流对颗粒的上举力 , 或者水流的时均上举力和脉动上

举力共同作用克服了沙粒水下重力时 , 沙粒就会从床面扬起呈悬浮状态。显然 , 如果该结论成立的话 , 在垂向

作用力的作用下 , 颗粒在床面上必然会从零开始加速上升 , 但这种现象在试验中是较难观察到的。胡春宏[5 ]曾

用高速摄影技术观测了泥沙颗粒从静止到悬浮的全过程 , 图 1 (a) 、(b) 分别为根据大量实测资料选出的 ,颗粒的

典型跃移和悬移轨迹及对应的颗粒速度和加速度沿运动轨迹的变化过程。

可以看出 ,对于跃移颗粒运动 ,颗粒垂向运动速度的变化可分为两部分 ,在跃高点以前的上升段 ,方向向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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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跃移颗粒运动 (塑料沙 d = 2125 mm) 　　　　　(b) 悬移颗粒运动 (核桃壳 d = 2125 mm)

图 1 　颗粒的运动速度和加速度沿运动轨迹的变化

Fig11 Variation processes of particle velocities and accelerations along saltation and suspension trajectories

在跃高点以后的下降段 ,方向向下。垂向加速度基本上始终为负值 ,说明颗粒一直受到一个垂直向下的合力 ,导

致颗粒垂向速度不断减小 ,直至为零后开始下降。比较跃移和悬移颗粒速度和加速度的变化过程 , 在悬移过程

的上升阶段 , 颗粒速度和加速度与跃移运动类似。可见 ,在悬移的起悬段与跃移的起跃段变化特点是一致的。

这可以说明了两点 : ①一般情况下 ,颗粒悬移经过跃移过程 ,且一般是在起跃段进一步向悬移转化的 ; ②在从床

面扬起过程中 ,大多数颗粒的垂向初速不为零 ,而是具有相对较大的初速度 ,在跃起或扬起过程中反而逐渐减小。

从大多数沙粒在床面上跃起时就具有一定的初速度这一事实 ,笔者认为颗粒主要是在床面附近运动的过程

中 ,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大的动量而转化的 ,即颗粒的悬浮主要通过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大的动量而悬浮

的 ,而颗粒获得动量的途径是多样的。

随着湍流理论和试验的研究进展 ,人们认识到床面附近的湍流“猝发”与泥沙颗粒的扬起有着密切联系。

Sumer 和 Deigaard[6 ]对床面附近颗粒与湍流的相互作用作了较细致的实验研究 ,认为较强的猝发水团是直接携带

颗粒上扬的重要动力。但一般情况下 ,猝发水团对颗粒的作用主要限于近床层很小的范围内 ,从床面喷发而出的

猝发水团可直接携带颗粒跃起 ,并在很短距离内 ,将动量传递给颗粒 ,此后 ,颗粒的运动迅速与猝发水团失去相关

图 2 　颗粒与猝发水团的相互作用示意图

Fig12 Interactions between particle and flow ejection

(图 2) 。而颗粒仍可以较大的速度继续上扬 , 如遇到上层水流的大尺度紊动水团 , 可保持颗粒继续作悬浮运

动。由此说明 , 紊动猝发作用是颗粒扬动的一种重要机理。但过去的描述比较粗略 , 仅宏观地描述为 , 床面低

速水流扫荡床面 , 并将颗粒从床面带起 , 且在具体分析时还是将猝发作用概化为水流对颗粒的脉动上举力 , 与

水流对颗粒的时均上举力联合平衡沙粒的水下重力后 , 颗粒即从床面扬起。这种描述总体上讲 , 表述了紊动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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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对颗粒扬动的作用 , 但仍不够完善。

颗粒的扬起 , 除了由跃移到悬移 , 以及紊动猝发水团带动两种过程之外 , 还有另外的形式。如当床面出现

较显著不平整时 , 就会产生局部水流分离 , 同样可以将床面泥沙卷扬起来送到主流区呈悬浮状态。后两种形式

通常使床面泥沙不经跃移过程 , 直接转化为悬移运动。由此 , 可将颗粒在水流中的扬起过程概括为下列 3 种途

径和模式[7 ] : ①沙粒通过跃移运动 , 获得了较大的动量 , 并在跃移的上升过程中 , 被大尺度的紊动水团挟带

呈悬浮状态 ; ②床面上水流的紊动猝发 , 传递给泥沙颗粒较大的垂向动量 , 颗粒在离开床面的上升过程中 ,

又不断从主流区的大尺度紊动水团中获取新的动量 , 从而继续呈悬移状态 ; ③对于不平整床面 , 水流在床面

附近产生局部分离 , 将沙粒卷起 , 沙粒获得充分动量 , 并进一步被主流区的大尺度紊动水团挟带悬浮。

综上所述 , 沙粒的扬动是在床面层内运动的基础上 , 通过跃移、分离水流的卷扬和紊动猝发作用等无规则

运动 , 获得充分动量后 , 在运动中发生的。没有床面附近颗粒的剧烈运动 , 颗粒是很难扬起悬浮的。正是床面

附近的颗粒运动将悬移质和推移质泥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 床面泥沙与悬浮泥沙的过渡正是通过床面附近的泥

沙运动在床面层内完成的。

212 　颗粒扬动的动力学机理

对于单颗粒泥沙 , 垂向上主要受到重力、压差力 (即浮力) 、Saffman 力、Magnus 力、升力和水流阻力的作

用。但对于沙粒悬移起始阶段 , 一般水流阻力可以忽略 ; Magnus 力一般也可忽略 (颗粒旋转角速度小于 45 n/ s) 。

升力是一种形状阻力 , 对于园球状颗粒 , 升力系数为 0 , 对于不同形状的沙粒 , 沙粒的取向是随机的 , 对于群

体沙粒而言 , 平均升力为零。因此 , 对于单颗粒泥沙 , 在垂向上除了受到重力和浮力外 , 主要还受到 Saffman

力 (上举力)的作用。这也是以往认为泥沙扬起是由于上举力克服了沙粒水下重力的原因。

由上述分析可知 , 仅靠水流上举力很难平衡颗粒水下重力而使沙粒扬起悬浮 , 那么一般情况下沙粒是如何

扬起的呢 ?实际上 , 泥沙运动是一种群体颗粒运动 , 颗粒扬起的关键是在床面附近获得了较大的动量 , 应该从

群体颗粒的垂向动量平衡来分析。颗粒获得动量的过程是随机的 , 因此还应从统计的观点来分析。笔者认为 ,

建立悬浮颗粒与床面泥沙的交换通量与水流之间的关系 , 较确定某种颗粒起悬的动力条件更符合物理意义。

颗粒的悬浮运动 ,满足颗粒相的垂向动量平衡。在恒定比降 J (tanθ≈sinθ, θ为坡角) 的流动中 , 取 x 轴与

流动方向平行 , y 轴方向向上与 x 轴垂直。因为通常θ很小 , 这时重力加速度的 y 向分量为 gcosθ≈g。对定常

两相流动 , 颗粒相的垂向动量方程为

5 (αs us vs)

5 x
+

5 (αs vs vs)

5 y
= - αs gy -

αs

ρs

5 p
5 y

+
f y

ρs
+

FL

ρs
(2)

式中 　us 、vs 分别为颗粒纵向和垂向速度 ; ρs 为颗粒密度 ; f y 为水流对颗粒的垂向阻力 ; αs 为颗粒相的体积分

数 ; p 为水流压强 ; FL 为水流对颗粒的垂向上举力 ; g 为重力加速度。

对式 (3) 求时间平均 , 去掉微小量 ,则可得到颗粒相的垂向湍流动量方程 :

5 (αs v′s v′s )

5 y
= - αsg -

αs

ρs

5 p
5 y

+
f y

ρs
+

FL

ρs
(3)

式中 　αs = msns/ρs ,5 p/ 5 y = - ρg。其中 , ms 为颗粒质量 ; ns 为颗粒数密度 ; ρ为水的密度。式 (3) 变化为

5
5 y

( msns v′2
s ) = - msnsg 1 -

ρ
ρs

+ f y + FL (4)

式中 　msnsg (1 - ρ/ρs) 为颗粒的水下重力 ;
5 ( msns v′2

s )

5 y
为颗粒垂向脉动的动量传递率 , 其中 ( msns v′2

s ) 可认为是

颗粒的脉动正应力。可见 , 对于群体颗粒运动 , 水流上举力和颗粒的脉动应力都对颗粒的扬动起着重要作用。

水流上举力主要通过减小颗粒的水下重力作用促使颗粒扬起 , 而颗粒的脉动则通过动量传递促使颗粒扬起。尤

其需要指出的是 , 一般情况下水流上举力小于颗粒的水下重力 , 颗粒的扬起是进一步依靠床面颗粒无规则运动

的动量传递作用。而颗粒的脉动 , 除了跟随水流的湍流脉动之外 , 还包括由于颗粒跃移、与壁面的碰撞 ,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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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面不平整产生的分离水流的卷扬作用引起的颗粒非湍流脉动。

3 　泥沙颗粒的扩散运动

311 　泥沙颗粒的扩散势

总体上讲 , 泥沙颗粒在水流中的扩散运动是由于水流紊动造成的 , 颗粒的浓度梯度是泥沙在水流中扩散的

重要扩散势。所以 , 一般情况下颗粒都是从浓度高的地方向浓度低的地方扩散。如在水平两相流中 , 泥沙浓度

沿垂线分布通常形成上小下大的稳定分布 , 主要是由于向上的浓度梯度扩散势与向下的重力作用平衡所形成

的。但我们也经常观察到一些不符合这一规律的浓度分布现象。我们曾经对竖直管道水沙两相流中的颗粒浓度

和脉动强度进行了较细致的试验观测[8 ] , 图 3 为其中一组试验结果。颗粒在横向上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其它力的

作用 , 颗粒的浓度分布并没有在浓度梯度的作用下形成均匀的分布 , 而形成了中间大 , 两边越靠近壁面越小的

稳定分布规律。说明颗粒的扩散除了浓度梯度这一重要扩散势外 , 还有其它的扩散势。

仍从颗粒相的垂向动量方程 (4) 出发进行分析。将水流阻力分解为层流阻力 f L和湍流阻力 f T, 即有 f y = f L+

f T, 且有[9 ]

f L= msnsg 1 -
ρ
ρs

　　　f T= - msns
ω
τT (5)

式中 　τT 为两相湍流运动的迟滞时间 ; ω为颗粒在水中的沉降速度。

( a) 颗粒浓度 (颗粒数) 　　　　　　　( b) 水流的横向脉动速度　　　　　　　　( c) 颗粒的横向脉动速度

管道中心水流最大流速 Umax = 65 cm/ s ,玻璃沙粒径 d = 01125～0120 mm

图 3 　竖直方管流动中颗粒浓度及水、沙两相横向脉动速度的分布

Fig13 Distributions of particle concentration and fluctuating velocities of water and sediment in vertical pipe with rectangle section

结合式 (5) , 则可化简颗粒的垂向动量方程 (4) 为

5
5 y

( msns v′2
s ) = - msnsg

ω
τT + ms ns a (6)

式中 　a 为由水流对颗粒的垂向升力引起的颗粒垂向加速度 ( FL = msnsa) ; msns 即为颗粒的浓度 , 用浓度 C 代

替 msns , 则有

5
5 y

( C v′2
s ) = - Cg

ω
τT + C a (7)

令τT v′2
s = εs (泥沙扩散系数) , 对式 (7) 再进行变化 :

εs
5 C
5 y

+
C

v′2
s

5 v′2
s

5 y = - C gω -
a

v′2
s

(8)

如进一步忽略颗粒受到的上举力 , 则上式变为

εs
5 C
5 y

+
C

v′2
s

5 v′2
s

5 y = - Cg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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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左边第 1 项为浓度梯度引起的颗粒扩散 ; 第 2 项为颗粒脉动强度的梯度引起的颗粒扩散。说明除了浓度

梯度外 , 颗粒的垂向脉动强度梯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扩散势。

从上面的分析 , 就可理解竖直管道中颗粒浓度的分布规律 , 如图 3 所示。颗粒的浓度分布为中间大 , 向两

边逐渐减小 , 而水流和颗粒的横向脉动强度分布则是中间小 , 向两边逐渐增大。颗粒浓度梯度和颗粒横向脉动

强度梯度引起的颗粒扩散运动方向相反 , 正因为两者引起的扩散势方向相反 , 相互得以平衡才维持了颗粒浓度

的稳定分布。当然 , 水流对颗粒的上举力 (这里为横向) , 也有一定的作用。

312 　泥沙浓度沿垂线分布的两种类型

由于颗粒的沉降速度ω和扩散系数总是正的 , 根据扩散理论 , 明渠流中颗粒的浓度分布总是随高度减小

的 , 即“上小下大”的一种分布类型。但是从大量的水槽、管道 , 乃至天然河流中的实测资料看 , 相当多的情

况下 , 在离床面较小距离的一定范围内 , 颗粒浓度会随着高度而增大 , 即浓度从河底到水面先由小变大到某一

位置达最大值后 , 又逐渐从大向小变化。过去由于难以用扩散理论解释 , 一般认为这种现象可能是测量误差带

来的。王光谦、倪晋仁[10 ]首次提出了泥沙沿垂线分布存在两种分布类型 , 并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探
讨。认为在床面附近的流动区域内 , 颗粒所受到的升力比较大 , 水流对颗粒的升力作用 , 是造成床面附近小范

围内颗粒浓度倒分布的主要原因。并认为流量、粒径、密度都是影响浓度分布的主要因素 , 同时认为颗粒与边

壁的相互作用效应肯定影响着颗粒浓度的分布类型 , 但没有对此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从颗粒运动的垂向动量方程 , 同样可以对这一现象作出合理的动力学解释。对式 (7) 的形式作一些变化 ,

可以得到 :

5
5 y

(ln C) = -
5

5 y
( v′2

s ) +
ω
τT - a / v′2

s (10)

由式 (10) 可知 , 只要
5

5 y
( v′2

s +
ω
τT - a < 0 , 就会导致 5

5 y
(ln C) > 0 的结果 , 即颗粒的浓度会随高度的增加而

增大。这种情况在实际流动中是完全可以出现的。虽然ω/τT 总是大于 0 , 但5 ( �vs′
2/ 5 y) 一般却是负值 (明渠流

中 , 颗粒的脉动强度一般随高度而减小) , 当| 5 ( �v′2
s ) / 5 y| 较大 ( �v′2

s 随高度的增加反而减小很快) , 升力也较大 ( a

较大) 时 , 就可能使得 5
5 y

( �v′2
s ) +

ω
τT - a < 0 , 这时颗粒的浓度就会随高度的增加而增大。

从试验结果看 ,在床面附近水流的垂向脉动随高度减小很快 ,尤其是对于颗粒相 ,其垂向脉动随高度的减小

更为显著 , | 5 ( �v′2
s ) / 5 y| 就容易出现较大数值 ,因此就可能造成颗粒浓度在床面附近的倒分布现象。

上述的分析说明 , 水流上举力和颗粒垂向脉动强度的梯度都可能导致颗粒浓度的倒分布现象。由于在床面

附近颗粒脉动强度的梯度较大 , 颗粒所受的升力有时也表现比较强 , 所以在床面附近的较小范围内 , 就有可能

出现颗粒浓度的倒分布。在主流区 , 一般这两方面都十分弱 , 所以主流区一般是不会出现颗粒浓度倒分布现象

的。至于颗粒脉动梯度和升力到底谁的作用更强一些 , 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 , 水流上举力比较小 , 颗粒脉动梯

度的作用应该更突出。当然也不排除 , 在一定条件下升力的作用会较强。总之 , 两者在适当条件下 , 都可能导

致颗粒浓度出现随高度增加而增大的倒分布现象。

4 　结　　语

泥沙在水流中的运动机理和过程十分复杂 , 受湍流运动机理、固液两相相互作用认识的限制 , 对泥沙运动

许多方面的研究仍处在探索之中。本文主要从试验资料出发 , 运用两相流理论 , 对床面附近泥沙颗粒的脉动特

性、扬动模式 , 以及泥沙在水流中的扩散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 给出了一些简要和概括性的结果 , 并提出

了一些初浅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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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near2bed sediment 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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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Based on the experimental data obtained by using two2phase measuring technique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luctuat2
ing features and mechanism of sediment movement near the bed in water2sediment flow1 The special mechanism of sediment

movement in the near2bed layer is found in that sediment particles have very intense non2turbulent fluctuation near the bed , re2
sulting in fluctuating stress , which will greatly influence sediment movement1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 a systematical knowl2
edge on the physical process of sediment particles being raised in water flow is presented1 Some problems and insufficiencies

existing in traditional theories are discussed , from which a new basic model of sediment entrainment is suggested1 Using the

two2phase flow theory , the mechanism of sediment entrainment are analyzed in detail1 Finally , the profile of sediment concen2
tration are investigated by the theory of momentum equilibrium of particle movements in vertical direction1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 besides the gradient of sediment concentration , the gradient of fluctuating velocity intensity of particles is also a signifi2
cant diffuse force , which further give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e mechanism of two types of profiles of sediment concen2
tration1

Key words : bed ; particle fluctuation ; sediment entrainment ; diffusion ; concentration distribution ; sediment motion

575　第 5 期 刘青泉等 : 床面附近泥沙运动的分析

Ξ The project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10002023) and the Openning Research Foundation of the key

Laboratory for Water and Sediment Sciences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Wuhan University(No. 2002WU20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