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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波时差耦合作用的斜坡崩滑效应离散元分析 
——以北川唐家山滑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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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运用离散元数值模拟技术，对北川唐家山斜坡体在具地域性和空间非均质性的地震纵横波时差耦合作用

(同时考虑水平和竖向地震力作用)下产生崩滑破坏的动力全过程进行研究，确定该斜坡体在强震动力作用下产生

崩滑破坏的形成机制及主控因素。研究表明：(1) 该斜坡体的初期崩滑破坏是受到地震纵波产生的水平与竖向拉

裂耦合作用所致，并以竖向拉裂作用占优，而后期的抛射及运动过程则是受到地震纵横波的耦合作用所致；(2) 
地震纵波产生的水平与竖向拉裂耦合作用是触发斜坡体产生初期崩滑破坏的主控因素，而斜坡所处地形(如高程

差、沟谷延伸方向)则是促使破坏后的斜坡体形成后续碰撞解体及碎屑流等运动过程的控制诱发因素；(3) 该斜坡
体动力响应特征值的放大效应表明，其放大系数值从大到小依次是：竖向加速度＞水平加速度＞竖向速度＞水平
速度，该结果与斜坡体发生先期崩滑破坏的形成机制及主控因素相符合，即地震纵波产生的竖向加速度起到了优
势破坏作用。以上结论对研究动力耦合条件下的斜坡崩滑效应具有较高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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