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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底床悬跨海管安全跨长的预测

李 磊，曹玉龙，林缅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环境力学重点实验室，北京100190)

摘要：由修正势流理论获得了海管沿轴向升力分布，运用海管的小挠度微分方程，通过有限元计算得到有混凝土配

重海管的平衡位移和应力，分析跨肩约束、混凝土刚度和来流速度对最大位移和最大应力的影响，讨论悬跨长度增

加时刚度失效和强度失效的行为规律，给出不同跨肩约束条件下随间隙比和来流速度变化的安全跨长分区图。结

果表明：悬跨海管首先出现刚度失效，触底后则会发生强度失效；间隙比和跨肩约束是影响安全跨长的重要因素；来

流速度小时，必须考虑海管的静态临界安全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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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diction on safety length of free spanning pipeline near seabed

LI Lei，CAO Yu—long，LIN Mian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 Mechanics，Institute of Mechan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90，China)

Abstract：Applying the lift force distribution along a free spanning pipeline near seabed obtained by the modified potential

method，the displacements and stresses of the pipeline with steel—concrete structure were investigated by the pipe dynamics e—

quation．Using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iterative method，the effects of concrete stiffness，constraints in span shoulders

and current velocity on the maximal displacement and stress were analyzed．The stiffness failure and strength failure were dis—

cussed when the spanning lengths extend．The safety lengths gone schemes were drawn under different gap ratios and current

velocities．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stiffness failure takes place first when the spanning length increases and the strength

failure then may occur after the pipeline touching seabed．The gap ratios and constraints at the span shoulders are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allowable spanning length．The static critical allowable length should be considered firstly when the current ve—

locity is relatively small．

Key words：free spanning pipeline；modified potential method；lift coefficient；safety length；partition diagram

在评定海管悬跨段安全性中，对流体载荷的处

理往往直接采用立管模型¨剖。立管模型的缺点就

是没有考虑底床对海管受力的影响。Lei C等M1曾

在近壁面圆柱绕流实验中发现，圆柱受到的流体力

与距离壁面的尺寸有明显的相关性。远离壁面(P／

D<0．6)圆柱在逐渐向壁面靠近时，受到的阻力会

减小，而升力会增大，而且升力的变化及其对结构物

受力状态的影响更为明显。基于这一认识，有人考

虑了海底地形存在对近底床结构物的水动力影

响"引；Lam等∞o在计算海管稳定性时考虑了底床

存在所引起的负向升力，但其采用的足传统势流理

论计算升力，其量值比实验结果-4’瑚。要高出两个量

级，无法正确预估海管的安全状况。因此，笔者运用

修正势流理论得到与实验结果吻合的近底床海管升

力系数，而后通过有限元计算，分析海流速度、端部

约束条件以及悬跨高度对海管位移、应力的影响，并

得到安全跨长分区图。

收稿日期：2009—08—22

基金项目：国家“863”目标导向项目(2006AA0923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776057)；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项目

(KZCX2一YW一212—2)

作者简介：李磊(1983一)，男(汉族)，山东惠民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海洋工程研究。

万方数据



·120·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0年4月

1海管悬跨模型

1．1模型描述

假设悬跨海管与底床的初始间隙为e。，悬跨长

度为￡，垂直于管轴线的均匀流流速为U(图1(口))。

海管为钢管一混凝土双层结构，混凝土为配重层，附

着于钢管外壁，外径为D；内层钢管外径为D；，钢管

厚度为t。(图1(b))。在海流作用下，海管主要受到

升力、重力、浮力和自身弹性恢复力的作用，本文中

应用Euler—Bernoulli梁模型建立海管的微分方程为

研掣=pAg—mg+八石)． (1)
o互

其中

，=玉D4一(Di一2t,)4]，

m=知。(D2一D；)+争。[D；一(E一2t。)2]，
以戈)=知c。(戈)D扩．

式中，w(x)为挠度，m；p为管外流体密度，kg／m3；E

为弹性模量，Pa；l为惯性矩，m4；m为海管单位长质

量，kg·m一；p。，P。，P。分别为钢管、混凝土、管内输送

流体的密度，kg·m～；A为横截面面积；g为重力加

速度，m·s以，为海管单位长升力，N·m～；C。(茁)为

升力系数。

(a)海管悬跨

(b)钢霄一混凝土臂道截面

图1 海管模型

Fig．1 Submarine pipeline model

考虑3种约束情况：固支、简支和扭转弹性约

束。固支时，边界条件为

rw(0)=埘(￡)=0，

1曼盟I：塑盟l：o；o
Ox I，：o Ox I，：￡

’

简支时，边界条件为

r叫(0)=t‘I(￡)=0，

1盘喾l：学J：o；O【x2 I；：o—az2 I，：￡一”’

扭转弹性约束时，边界条件为

w(O)=W(L)=0，

E，掣Ox l：：0=矗掣Ox L‘

z= l，=O

E，盎皱I：一Ij}旦掣1．
Ox‘ I，=￡ Ox I#=L

式中，扭转弹性系数k表征跨肩海洋土体抵抗扭转

的能力，N·m·rad～。

1．2 升力系数的计算

通常工程实际中海管附近流动工况的雷诺数为

106量级。此时绕流场的展向相关性较弱，故本文中

采用条带法将海管沿轴向做均匀切片处理。基于修

正势流法求得每一断面上的升力，然后积分得到整

个海管悬跨段沿轴向升力分布。

所谓修正势流法是将流场处理成3部分的叠

加，计算域内的流函数沙可写为

砂=砂o+吵f+砂v． (2)

式中，砂。为无底床均匀来流绕海管流动的流函数；

砂．；(i个偶极子模拟底床形状)为有底床流动的流函

数；沙。为流体黏性影响施加的点涡流函数，该流函

数修正了传统势流忽略流体黏性所引起的升力计算

误差。同时，流场还须满足底床和海管外边界均为流

线，以及尾迹修正条件海管表面上下缘速度相

等‘81，即

U。。=Ubot。。． (3)

对复势微分得到势流速度场一1。

对于无黏正压流体的定常运动，Bernoulli方程

沿流线成立，即

P+0．5pv2+pgz=C(沙)． (4)

式中，P为压力，Pa；0．5pv2为流体的动压作用项；pgz

为流体的静压作用项；C(沙)为随流线不同而变化

的参数。

设无穷远处的压力为零，可求得该流线对应的

C(沙)。根据式(2)和式(3)得到海管附近流体速度

场，由式(4)可求得周向的压强分布，对其竖向分量

积分便得到升力
1 广2百

CL 2方上嗡P m OdO· (5)

运用该方法得到升力系数随间隙比的函数关系

为

CL(菇)=1．1exp(一3．4eo／o)． (6)

图2为修正势流方法所得升力与实验升力的对

比。从图2可以看出，由修正势流方法计算的结果与

实验结果H’71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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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修正势流升力系数

Fig．2 Life force coefficients by modified

potential method

1．3 方程求解

为求解微分方程(1)，将模型离散，得到单元的

平衡方程‘呻1为

[K]叮6]=[力． (7)

其中

[6]T=[彬i，0i，wj，岛]T，

[K]。=

12E，

zj

6EI

Z2

4El

Z

12E，

r

6EI

f2

12肼

Z3

6El

Z2

2E，

Z

6EI

12

式中，[占]为节点位移向量；[f3为单元节点载荷向

量；[K]。为单元刚度矩阵。将单元离散方程按单元

顺序叠加，得到整体的离散方程为

[K][△]=[，]． (8)

式中，[F]为节点载荷向量；[△]为节点位移向量；

[K]为由单元刚度矩阵叠加得到的整体刚度矩阵。

由于式(1)是

非线性方程，需迭

代求解，其收敛条

件为

厂丙———————————一

√善[蚪“刮胛
≤B (9)

式中，Ⅳ为模型的

单元数；∞(i)4为

第i个节点在第n

迭代步的位移；占

有限元模型工
初始化【△】

将【△】代入式(6)，得到旧

由式(8)得到下一步【△】

恣之量，用于控制 图3 悬跨海管位移求解流程

收敛二轫，。。，二图Fi93．3悬F跨low海c管ha位rt移。求f s解ol流vin程gJ

．求解流程如图spanning pipelines displacement

3所示。假设海床‘

为刚性平底床，水流对底床没有冲刷。海管与底床接

触的相互作用过程如下：当计算中加(i)“>e。则表

示海管已接触到底床，此时底床被处理为刚体壁面，

其作用是限制触底段的节点位移为一有限值，此时

这些节点上的载荷是间隙比为零时的流体载荷；然

后进行下一步迭代计算。当迭代收敛、海管达到平衡

后，由挠度与截面最大拉应力的关系得到海管的拉

应力㈣。

1．4模型验证

目前，工程上常用美国矿产管理局(MMS)提出

的CAM(combined analysis method)方法计算海管

临界跨长。CAM方法是从强度失效的角度计算临界

跨长，在静载计算时该方法没有考虑底床的影响。当

初始间隙比eo／D>1．5时，升力系数近似为零，此时

的载荷条件与CAM方法中规定一致。为了验证本文

模型的准确性，将海管的初始间隙比设置为e。／D=

10，配重层外径和钢管外径分别为1和0．8 m，钢的

弹性模量E为21 1GPa，钢和混凝土的密度分别为

7800和2400 kg／m3。

图4 临界安全跨长随钢管壁厚的变化

Fig．4 Variation of critical safety length with

steel thickness

图4显示的是悬跨海管的临界跨长随钢管壁厚

的变化。由图4可以看出本文的计算结果与CAM方

法所得结果较为接近，由此验证了本文计算模型的

正确性。

2 算例分析

2．1 海管变形与应力

由修正势流法和传统势流理论所计算的升力系

数相差两个量级，由此差异带来的海管位移和应力

分布的计算参数分别为跨长L=40 m，初始间隙e。

=0．3 m，钢管壁厚t。=0．012 m，海流速度U=0．5

m／s([盯]为材料性质，[W]=0．004L为海管工程

标准)。

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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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为海管横向位移及截面最大拉应力沿轴向

分布。其中拉应力正值表示该截面上的最大拉应力

出现在截面上方，反之，则出现在截面下方。由图5

可以看出，势流理论的结果普遍比修正势流法的大

很多。由势流理论得到的中点挠度(『叫，，，I／[形]=

0．52)是修正势流法结果(IWL／2 f／[形]=0．17)的3

倍多；同样由两种方法得到的跨中最大弯曲拉应力

也相差3倍之多。可见势流理论得到结果远远高估

了海管实际的承载状况。

x／L
(a)海管位移

x／L
(b)弯曲拉应力

图5 海管位移及海管弯曲拉应力沿轴向分布

Fig．5 Displacement and bending tension stress

distribution of pipeline in axial direction

2．2 混凝土刚度的影响

DNV等海管设计规范中考虑到钢管刚度比混

凝土层的刚度大一个量级，通常忽略混凝土层的抗

弯性能。实际上混凝土厚度比钢管大一个量级，所以

混凝土配重层刚度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以跨长

￡=20 m的悬跨海管为例进行讨论。

图6比较了有无混凝土的情况。由图6可以看

出，不考虑混凝土刚度时海管最大挠度是0．05，而

考虑了混凝土刚度之后最大挠度则要小，约为

0．02。最大拉应力也是如此。这说明不考虑混凝土刚

度而只计其质量的算法会高估海管的整体挠曲和应

力水平，是一种偏于安全的做法。为了得到更接近于

实际的海管受力变形状态，混凝土的刚度是不能忽

略的。

￡／g
(a)海管挠曲

x／L

(b)弯曲拉应力

图6 混凝土刚度对海管挠曲及海管弯曲

拉应力的影响

Fig．6 Effects of concrete stiffness on flexure

and bending tension stress of pipelines

2．3 来流速度的影响

海流速度影响到海管的升力，最终影响到变形

和应力的分布。本算例中海管的直径、初始间隙比不

变。图7表示eo／D=O．3时悬跨段上最大位移和最

大拉应力随流速的变化。当流速从O增加到1．2 m／s

时，海管的最大位移减小了6．2％，最大拉应力减小

了5．9％。所以，在初始间隙比不变时，位移和应力

均随流速的增大而略有减小。但需注意的是，实际中

海管除了受到垂向流体升力外，还受到流向阻力作

用。当流速增大时，阻力增大，这必然会增加海管的

载倚，所以上述结论只限于不考虑流向阻力的情况。

冒0．20

l

皇

．0．15

b

b罩o．10

图7 海管最大位移、最大拉应力随流速的变化

Fig．7 Variation of maximal displacements and

stress with current velocity

2．4 约束形式的影响

在实际工程中悬跨海管的约束形式有多种，这

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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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讨论几种典型情况。图8表示不同约束条件下海

管位移的轴向分布。两端固支时，约束刚性最大，此

时海管最大位移最小；随着刚度减小，位移逐渐增

大；直至简支时，无扭转约束刚度，位移达到最大，是

固支的5．O倍。这表明海管两端的支撑形式对位移

极值有很大影响。

图8 不同约束条件下海管位移的轴向分布

Fig．8 Axial displacement distribution under

different constraints

2．5 悬跨海管的失效行为

静载条件下，判断悬跨海管失效的准则有：

(1)刚度准则。若I W 1⋯／[形]<l，则海管处于

正常运行状态。

(2)强度准则。若盯一／[仃]<l，则海管处于安
全运行状态。

当海管不满足上述条件中任意一个时都被认为

处于危险状态，而且后者用于判断海管是否安全运

行。因此，可以通过计算海管位移和应力随跨长的变

化，根据失效条件分别找到海管发生刚度失效和强

度失效时所对应的跨长，考察不同条件下海管的具

体失效行为，即可得到海管的安全跨长区间。

以U=0．3 m／s和e0／D=O．3时悬跨海管为

例。图9为简支条件下海管无量纲最大位移

I缈}。。／[明和最大拉应力盯。。／[矿]随跨长变化曲

线。当跨长从20 m开始增加时，最大位移和应力都

开始增加，并且位移增加速度比拉应力的大。当跨长

增加到42 m时，海管达到刚度失效。当悬跨长度L

=50 IT]时，此时海管接触底床，j W J。。I／[形]将不再

增加，但是海管的盯。／[盯]会出现挠度最大的触底

段与悬跨段的交界处(图10)。当跨长继续增加至

60．5 nl时，海管达到强度失效。由此给出该条件下

简支海管的刚度失效I临界跨长为42 m，强度失效范

围是跨长大于60．5 m。

端部约束为固支条件时海管无量纲最大位移和

应力随跨长变化见图ll。当跨长从20 in开始增加

时，位移和应力都开始增加。与简支情况有所不同的

是，此时应力数值大于位移。当跨长增至36 m时，二

者恰好相等。此后，l∞I⋯／[形]随跨长的增加速度

比拉应力的快。当跨长达到71 m时，海管发生刚度

失效。当悬跨长度继续增加到72 m时，海管触底，最

大位移不再增加。随着跨长的继续增大，

w l一／[形]减小，当跨长￡=75 m时，1 w I一／[形]
=1，此时海管重新回到安全状态。值得注意的是，

矿一／[矿]始终是随着跨长的增加而增加。当跨长￡
=93．5 m时，海管发生强度失效。与简支相比，固支

海管的安全跨长区间要大得多。由此可知，海管的约

束形式直接影响着其安全跨长区间。

譬

j 1．2

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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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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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9 简支条件下海管失效形式的判定

Fig．9 Assessment of failure style for a

pinned-pinned pipeline

图lO 某一简支海管触底后位移、

拉应力轴向分布

Fig．10 Displacement and tension stress distribution of

a pinned—pinned pipeline after grounding

2．6海管安全跨长分区图

考虑到一般海况下海管承载的流速和间隙比范

围，计算参数取为：0<U<1．5 m／s，0．3≤eo／D≤

0．7。另外，由于扭转弹性约束下的位移和应力都在

简支和固支之间，所以这里只考察简支和固支两种

约束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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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速度较大时，静载下的安全跨长范围与动态情况

重叠。

综合以上分析，认为从工程设计上来说，在来流

速度比较小的时候应首先考虑静载条件下的临界安

全跨长。

图11 固支条件下海管危险状态的判定

Fig．11 Assessment of failure style for fixed pipeline

(1)简支约束。图12中给出了间隙比分别为

0．3，0．5和O．7的3种情况。从图12中可以看出， 图13固支悬跨海管的安全跨长分区图

随着来流速度增加，安全跨长略有增加。随着间隙 Fig·13 Safety length zones for fixed·fixed free

比增加，刚度失效区逐渐减小，强度失效区逐渐增 5panning pipelines

大。由此可见，间隙越大，许用海管安全跨长越短。 3 结 论
为了与工程上常用的动态安全跨长比较，在图12中

还给出了动态安全跨长随来流速度变化曲线。可以 (1)由修正势流法得到了更接近实验结果的升

看出，无论何种间隙比下，动态安全跨长的范围都大 力系数，纠正了传统势流理论对海管载荷的高估。

于静载条件的，而且随着来流速度增加，二者趋于一 (2)海管两端约束形式对位移的影响很大，简

致。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动态安全跨长是针对涡 支条件下的位移是固支的5倍。弹性约束的海管位

激振动而言的。 移和应力都在简支和固支的之间。

(3)悬跨长度增加时，海管首先发生刚度失效，

然后才会发生强度失效。跨肩约束越强，海管安全

跨长范围越大。

(4)来流速度较小时(U<1。5 m／s)，必须考虑

海管的静态安全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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