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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碰撞问题的刚－散耦合动力学分析∗

孙昊　刘铸永†

(上海交通大学 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上海　２００２４０)

摘要　本文以探测器着陆行星土壤为背景,对土壤碰撞问题进行刚－散耦合动力学建模与仿真分析研究．结

合离散元方法和多体动力学方法,对半球壳装置土壤跌落问题进行耦合动力学仿真．通过与实验结果及有限

元仿真结果对比,验证所采用离散元方法的有效性．分析了颗粒场中颗粒尺寸、恢复系数、静摩擦系数等参

数,对碰撞中物体和颗粒场的碰撞加速度、碰撞持续时间、振动波形等动力学响应的影响．本研究将拓展对刚

－散耦合动力学问题的理论认识,为探测器着陆系统的设计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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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idＧDiscreteCouplingDynamicAnalysisofSoilContact/ImpactProblem∗

SunHao　LiuZhuy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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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hispaper,basedonthebackgroundofthelandingsoiloftheprobe,thecouplingdynamＧ
icsmodelingandsimulationanalysisofthesoilcontactproblemarecarriedout．CombinedwiththedisＧ
creteelementmethodandthemultibodydynamicsmethod,thecouplingdynamicssimulationofthesoil
dropproblemofthehemisphericalshelldeviceiscarriedout．Bycomparingwiththeexperimentalresults
andfiniteelementsimulationresults,thevalidityofthediscreteelementmethodisverified．Theeffects
ofparticlesize,recoverycoefficient,staticfrictioncoefficientandotherparametersonthecollisionaccelＧ
eration,collisionduration,vibrationwaveformandotherdynamicresponsesoftheobjectandparticle
fieldinthecollisionareanalyzed．ThisstudywillexpandthetheoreticalunderstandingoftherigidＧdisＧ
cretecouplingdynamicsandprovidetechnicalsupportforthedesignofthelandingsystemoftheprobＧ
lem．

Keywords　rigidＧdiscretecoupling,　discreteelementmethod,　multibodydynamics,　contact/imＧ
pact,　numericalsimulation

引言

近年来,机械结构与干沙类颗粒材料间的接触

和动力学响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如航天

领域“探月计划”中,探测器在星球表面上的着陆、

钻采机构在钻采取壤行为等等．为了这些样品的采



动　力　学　与　控　制　学　报 ２０２３年第２１卷

样和返回任务可以顺利开展,需要设计可靠的可以

和土壤碰撞的车辆．目前,此类车辆的设计要求是

在不借助降落伞的情况下,能够承受与地面选定区

域的引导撞击．为了加深对探测器碰撞土壤环境的

研究,利用离散元方法设计虚拟试验、仿真分析其

动力学响应具有重大意义．
经典散体理论较为复杂,直接使用不利于大

规模仿真计算,为此诞生了基于简化颗粒间接触模

型的离散元(Discreteelementmethod,DEM)仿

真方法．在对大数量级的颗粒场进行颗粒间接触检

测、对不同形状的散体颗粒简化接触模型、根据不

同实际工况引入颗粒间黏性力、柔性颗粒等更多样

的微观模型[１,２]等方面,都持续有新的进展．在进行

离散元建模时,首先要保证机械结构在颗粒环境中

的动力学响应与工程实际或相关实验结果尽可能

一致,仿真的颗粒流动要在需求的机械约束下[３,４]．
为此,需要对颗粒场的物性参数进行标定,包括颗

粒的粒径尺寸分布、颗粒的本征参数(土壤密度、弹
性模量、泊松比等)、颗粒间的接触参数(动静摩擦

因数、恢复系数,以及依赖于所用接触模型的表面

能量等),这些参数的标定选择要权衡真实土壤的

物理性质和计算效率．由于土壤较复杂的力学特性

没有足够明显适用的规律,传统的标定方法大多依

赖于土壤堆积实验,通过给定颗粒流来源的准静态

堆积测试来获得颗粒的本征参数和堆积角[５]．
然而基于准静态堆积实验得到的颗粒场标定

结果还是无法满足动力学响应剧烈的机械颗粒场

间的刚－散耦合效应,需要基于动力学的实验和仿

真标定．美国 NASA 团队已经开发了先进的技术

测试程序来挑战探测器冲击土壤的模拟,对半球壳

渗透计进行了一系列跌落测试,并采用有限元进行

了建模分析[６,７]．后续也有团队对该实验采用有限

元和离散节点法进行了研究[８]．但他们的仿真结果

与真实的实验数据还存在一定的差异,无法准确描

述半球壳碰撞土壤的动力学响应．
为了更准确快捷地反映探测器与土壤间的动

力学效应,推动离散元仿真在工程实际中的应用,
本文结合离散元方法和多体动力学方法,对土壤碰

撞问题进行刚－散耦合动力学建模与仿真,并分析

了颗粒场参数对动力学响应的影响．

１　刚－散耦合动力学模型

对于多刚体系统,其动力学建模的方法相对比

较成熟,近年来对于积分求解器的研究得得到较多

的关注[９]．对于颗粒场,可以采用离散元方法进行

仿真计算．首先需要对颗粒场物性参数进行标定,

对工况进行一定的预判断,选择合适的散体颗粒接

触模型．在完成颗粒场的建模之后,在对刚－散耦

合系统的动力学研究中,需要基于实物实验和仿真

分析进一步得到适合快速计算的简化力学模型,来

表征物体在渗透颗粒场时的阻力效应,对此国内外

有非常多的研究,包括颗粒场的阻力形式研究[１０]、

基于准静态渗透土壤研究阻力的类流体静压效

果[１１]、基于传统土力学连续土体破坏分层受力分

析[１２,１３]．
随着离散元方法的出现和不断发展,以往土力

学研究宏观的限制终于被突破,对颗粒接触的更细

观的研究得以进行．颗粒的接触理论主要分为有黏

与无黏两种,无黏接触的表达较为简洁,计算效率

高．而有黏接触理论下的离散元仿真可以更好地还

原土壤受到碰撞冲击后的变形破坏情况．

HertzＧMindlin(noslip)接 触 模 型 和 HertzＧ

MindlinwithJKRCohesion接触模型来分别针对

无黏接触和有黏接触[１４],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加

入的表面凝聚力来反映颗粒间的范德华力．

HertzＧMindlin(noslip)接触模型由于计算的

高效可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１５]．颗粒间的接触力分

为法向接弹性力Fn
s、切向弹性力Fr

s、法向阻尼力

Fn
d、切向阻尼力Fr

d,表达式如下,

Fn
s ＝

４
３E∗ R∗δ

３
２n

Fτ
s ＝－Sτδr

Fn
d ＝－２ ５

６β Snm∗vrel
n

Fτ
d ＝－２ ５

６β Sτm∗vrel
τ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１)

其中,E∗ 为当量弹性模量,R∗ 为当量半径,m∗

为当量质量,都是由相互接触的两个颗粒的对应物

性参数折合生成.δn 为法向重叠量,δr 为切向重叠

量,vrel
n 为相对速度的法向分量,vrel

τ 为相对速度的

切向分量,β为阻尼比,Sn 为法向刚度,Sτ 为切向

刚度．

HertzＧMindlinwithJKRCohesion接触模型

在 HertzＧMindlin(noslip)理论上添加了凝聚力的

接触模型,适用于有湿度的泥土颗粒．由于接触面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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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黏性效应下发生变化[见图１(b)],法向相应的

修改如下．
颗粒间引入黏粘能,有

Δγ＝γ１＋γ２－γ１２ (２)

其中,γ１、γ２ 分别为两颗粒的表面自由能,γ１２ 为界

面能．

图１　颗粒间法向接触形式:(a)无黏接触,颗粒接触区域受挤压变形;
(b)有黏接触,颗粒接触区域受挤压产生一定粘结,接触面积增大

Fig．１　Thenormalcontactformsbetweenparticles:
(a)nonviscouscontact:theparticlecontactareaisextruded;
(b)viscouscontact:theparticlecontactareaisextrudedto

produceacertainbond,andthecontactareaincreases

假定此时颗粒受到的外部载荷为Fn,新的接

触面半径a,则由于黏性接触导致的接触面半径a
的修改形式为[１５]

a３＝
３R∗

４E∗
[Fn ＋３πR∗Δγ＋

　　 (３πR∗Δγ)２＋６πR∗ΔγFn ] (３)

由于黏性导致的接触面发生变化,相应的两颗

粒间的法向重叠量δJKR
n 也需要进行修正

δJKR
n ＝

a２

R∗ －
２πaΔγ
E∗

æ

è
ç

ö

ø
÷

１
２

(４)

基于新的法向重叠量更新了法向外载荷后,表

面黏性力导致的等效法向载荷Fn,JKR
c 为

Fn,JKR ＝Fn ＋３πR∗Δγ＋

　　 (３πR∗Δγ)２＋６πR∗ΔγFn (５)

由于黏性效应,两颗粒在分开时,促使颗粒表

面分开的最大分离力的计算公式为[１５]

Fn,JKR
c ＝

３πR∗Δγ
２

(６)

散体与刚体的动力学耦合问题,根据刚体的运

动设计可以分为两类:刚体运动已知的单向耦合动

力学问题、以及刚体运动未知的全耦合动力学问

题．当刚体为运动未知时,除了刚体间存在的约束

力、力元力、外载荷外,还有和散体系统之间的接触

力．在离散元计算中,通过接触理论计算得到散体

和刚体之间的作用力后,加入各自所受的合力与合

力矩中,再同时更新刚体和散体的速度和加速度信

息,而后更新位置并进行下一步迭代．

图２　颗粒与刚体的受力分析图

Fig．２　Forceanalysisdiagramofparticleandrigidbody

如图２(a)所示,在DEM 计算大尺度物体与大

数量级散体颗粒间的接触作用力时,为了提高计算

效率,会将复杂的颗粒间接触模型简化为弹簧阻尼

系统,而将接触理论归并到切向与法向的刚度系数

和阻尼系数的计算中去．
根据牛顿－欧拉方程,对于单个颗粒,有:

　
miri＝∑(Fnij ＋Ftij)－(Fbni＋Fbti)＋mig

Jiωi＝Mi－ω~iJiωi
{

(７)

其中,mi 、Ji 为单个颗粒的质量阵、转动惯量阵;

ri 、ωi 为位置坐标阵和角速度阵;i、j 为发生接

触的颗粒编号,Fnij 、Ftij 为该颗粒周围发生接触

的颗粒对其的法向和切向接触力,Fbni 、Fbti 为颗

粒对刚体的法向和切向作用力,Mi 为外力矩阵．
对于单个刚体,有:

mrigidrrigid ＝Fk ＋Fc ＋Fb ＋Ft

＝－Krrigid －Crrigid ＋

∑(Fbni＋Fbti)＋Ft

Jrigidωrigid ＝M －ω~rigidJrigidωrigid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８)

其中,rigid表示刚体．Fbni 、Fbti 为刚体受到的接触

颗粒的法向和切向作用力,K 、Fk 为刚体所受刚

度阵和弹性力,C 、Fc 为刚体所受阻尼阵和阻尼

力,Ft 为刚体所受其余外界约束力和载荷,M 为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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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力矩阵．m 、J 为质量阵和转动惯量阵,r、ω 为

位置坐标阵和角速度阵．
在实际计算中,刚体系统和散体颗粒场在每个

时间步分别计算速度、位移,再更新信息后重新计

算接触力．当考虑多体系统问题时,多刚体系统动

力学方程有

Mrigidq＋ΦT
qλ－Q＝０

Φ＝０{ (９)

其中,q、q 为多体系统的位移和加速度阵;Mrigid

为多体系统的质量阵;Φ 为约束力阵;λ 为拉格朗

日乘子阵;外力阵Q 包含重力阵、力元阵以及含颗

粒接触力的外载荷阵．
对于散体颗粒场的大规模计算,目前常用的方

法为将颗粒场做网格划分和接触检测,创建每个颗

粒的邻接关系列表,而后计算接触力并更新位移、

速度信息,由于离散元天然的并行特性,GPU 加速

算法被提出和不断改进[１６,１７]．
刚－散耦合系统的动力学仿真可以通过多体

系统动力学软件ADAMS和离散元软件EDEM 联

合仿真来实现,EDEM 将散体和刚体间的接触力

反馈给 ADAMS,ADAMS又传递回更新的刚体位

移、速度信息．信息的交互如图３．

图３　联合仿真流程图

Fig．３　FlowchartofcoＧsimulation

２　土壤碰撞问题的离散元建模与仿真

本节采用离散元法对半球壳装置跌落土壤进

行耦合动力学建模与仿真,探究离散元理论在处理

半球壳碰撞工况中的准确性．
下面介绍美国 NASA团队的半球壳装置跌落

土壤实验．１９９８年１１月,美国团队在犹他州测试与

训练场(UTTR)上进行了低速渗透计跌落测试,将

半球壳渗透计从空中坠入软粘土中．此外,在２０００
年９月,他们又在 UTTR上通过直升飞机以４５m/s
的冲击速度对半球壳渗透计进行了一系列跌落测

试,跌落了不同直径的半球形渗透仪,以提供一系

列设计参数的选定数据,以支持样品返回任务[６]．

图４　半球壳装置跌落土壤实验[６]

Fig．４　Fallingsoilexperimentofhemisphericalshelldevice

图４中的半球壳渗透计半径０．４０８m,以一定

初速度撞击土壤后,在地面形成撞坑对土壤结构产

生了明显的破坏．虽然这种破坏形式与连续介质模

型有了一定出入,但不能借此说明连续介质模型的

计算结果就不能达到要求,尤其是如果只考虑半球

壳渗透计的动力学响应,而将土壤层看作是一个黑

箱子,只提供力的反馈而不考虑真实形变,故而在

NASA团队进行了有限元仿真分析后,北大刘才山

教授团队通过 DuckerＧPrager强度准侧建立了散

体场的有限元模型,并进行了仿真分析[７]．
在建立离散元模型时,采用 NASA 团队一系

列实验中的一个工况:半球壳质量１２．０５kg,半球壳

外半径０．４０８m,与土壤碰撞前初速度为３４．９７m/s．
刚体和散体的仿真计算步长均为０．００１s．进行碰撞

的半 球 壳 模 型 与 NASA 实 物 实 验 模 型 参 数 一

致[６]．同时对于颗粒粒径大小的设置应该适当,当

颗粒粒径设计过大,会提高仿真耗时;当颗粒粒径

设计过小时,会极大增加仿真耗时,同时会令固壁

边界对内部颗粒运动的影响增大,导致结果出现一

定的失真．关于颗粒场计算域大小,需要在保证碰

撞效果影响不显著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小计算域,从

而减少颗粒数量、提高计算效率．通过测试布置了

约１０５的颗粒,采用 GPU 加速后一个工况计算耗

时约１５分钟．关于颗粒的大小和摩擦等参数,将颗

粒场建模视作保证物体碰撞动力学响应的黑盒子,

６３



第９期 孙昊等:土壤碰撞问题的刚－散耦合动力学分析

确保物体碰撞后的重要动力学指标与实物实验基

本一致,则可以对颗粒的尺寸和物理参数进行适当

的修改和简化,从而降低仿真的实施难度．
如图５(a)即为离散元模型的正视图．针对湿润

土壤引入 HertzＧMindlinwithJKRCohesion接触

模型．表１给出了颗粒场建模参数包括恢复系数、

静摩擦系数、滚动摩擦系数、表面能量密度以及土

壤颗粒尺寸等．

图５　半球壳跌落土壤离散元建模
Fig．５　DEM modelingofhemisphericalshellfallingsoil

表１　EDEM 建模参数
Table１　EDEM modelingparameters

Particles Value Hemisphericalshell Value

Radius(mm) ２０ Radius(mm) ４０８

Density(kg/m３) ２２０３ Weight １２．０５

Poisson＇sratio ０．３ Poisson＇sratio ０．３

Shearmodulus(kPa) １５３８ Shearmodulus(GPa) ４５

Restitutioncoefficient ０．６６ Recoverycoefficient ０．５

Staticfrictioncoefficient ０．６ Staticfrictioncoefficient ０．６

Rollingfrictioncoefficient０．２５ Rollingfrictioncoefficient０．０１

Surfaceenergydensity
(J/m２) ０．８

采用刚体模型和离散元模型进行联合仿真,半
球壳 跌 落 土 壤 时 的 冲 击 加 速 度 曲 线 如 图 ６．将

NASA有限元仿真、北大有限元仿真、本文离散元

仿真的结果和实验结果进行对比,可见离散元计算

的最大碰撞加速度与实验基本一致．实验中半球壳

的最大 加 速 度 为 １１９５g,而 离 散 元 仿 真 结 果 为

１１８２g,验证了所采用离散元法的有效性．

图６　不同仿真模型与实物实验比较

Fig．６　Comparisonbetweendifferentsimulationmodels
andphysicalexperiments

对比离散元和有限元的仿真结果,可以发现在

加速度曲线的初始上升段与实物实验吻合更加良

好;尽管发生最大加速度的时刻略有偏差,但是最

大加速度值准确;在加速度曲线的下降段,离散元

的结果更加光滑,没有明显的振动现象,与实验更

加贴近．

３　颗粒场参数对动力学响应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分析刚体和散体碰撞时动力响应

对于颗粒场参数的敏感性,对半球壳土壤跌落离散

元模型中颗粒尺寸、颗粒间恢复系数、颗粒间静摩

擦系数进行仿真分析．
主要选取以下指标对动力学响应进行评价:

(１)半球壳碰撞土壤的最大加速度．由最大加速度

可以计算结构受力,而该实验的目的就在于为设计

可以直接高空降落地面的采样车提供机构外载荷

极限的分析;(２)半球壳碰撞土壤的加速度变化波

形．这可以反映结构受冲击时的振动特性;(３)脱离

地面初速度．在确定碰撞前初速度的情况下,这在

一定程度上表征了土壤层的整体恢复系数,对联系

细观模型和宏观现象有一定指导意义;(４)碰撞持

续时间．由冲量定理可知,由于实验得到的碰后脱

离地面速度为小量,所以半球壳所受的总冲量基本

不变,当碰撞持续时间越短时,半球壳所受的平均

碰撞力就越大,结构受到损伤就越大,所以需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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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模型参数对碰撞总持续时间的影响．

图７　半球壳最大冲击加速度与颗粒尺寸关系

Fig．７　Relationshipbetweenmaximumimpactacceleration
andparticlesizeofhemisphericalshell

(a)最大冲击加速度与颗粒恢复系数关系
(a)Relationshipbetweenmaximumimpactacceleration

andparticlerecoverycoefficient

(b)反弹速度与颗粒恢复系数关系
(b)Relationshipbetweenreboundvelocityand

particlerecoverycoefficient
图８　不同恢复系数下半球壳动力学响应变化

Fig．８　Dynamicresponseofhemisphericalshellunder
differentrecoverycoefficients

首先接触模型中的选取不同的颗粒尺寸,对不

同质量的探测器碰撞颗粒场进行一系列仿真,探究

颗粒尺寸和动力学响应之间的定性关系．由图７可

见,土壤颗粒所设计的尺寸大小和半球壳跌落土壤

受到的最大冲击加速度呈现了良好的线性特征,最

大加速度随着土壤颗粒尺寸单调递减．因为最大冲

击加速度是评价碰撞极为重要的指标,可见颗粒尺

寸对半球壳的加速度曲线形状影响最大．
如图８所示,随着恢复系数的增大,在半球壳

跌落土壤的动力学过程中,其最大碰撞加速度存在

波动性递增,在碰撞结束时脱离地面速度基本单挑

递增,碰撞持续时间基本保持稳定．

(a)反弹速度与静摩擦系数关系
(a)Relationshipbetweenreboundvelocityand

staticfrictioncoefficient

(b)碰撞持续时间与静摩擦系数关系
(b)Relationshipbetweenimpactduration

andstaticfrictioncoefficient
图９　不同静摩擦系数下半球壳动力学响应变化

Fig．９　Dynamicresponseofhemisphericalshellunder
differentstaticfrictioncoefficients

由图９可见,静摩擦系数对于碰撞持续时间和

脱离地面初速度的定性影响最为显著．而半球壳脱

离地面的初速度如果与碰撞前初速度作比较,则可

以表征地面整体和半球壳在碰撞时表现出的宏观

恢复系数,有进一步研究模型参数和宏观动力学碰

撞特性的价值．
由图７~图９可知,土壤颗粒尺寸、恢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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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摩擦系数等对于选定的动力学指标具有一定的

定性关系,这些指标可以有助于快速选定模型参

数,但还需要进一步判断半球壳加速度的整体变化

和振动特性与颗粒参数间的关系．如图１０所示,可

以发现颗粒尺寸对半球壳的加速度曲线形状影响

最大．当颗粒尺寸较小时,冲击效应明显,加速度快

速增加至最大值,而后快速降低趋于稳定,可以认

为土壤材料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一种刚性特征;当颗

粒尺寸较大时,初始碰撞时刻存在柔性过度,加速

度有从０开始光滑变化的过程,且加速度从最大值

进入下降段后逐渐产生振动．

图１０　半球壳加速度变化曲线

Fig．１０　Accelerationchangecurveofhemisphericalshell

图１１　颗粒场参数与动力学响应间的影响关系

Fig．１１　Influencerelationshipbetweenparticlecalibration
parametersanddynamicresponse

图１１给出了离散元颗粒参数与半球壳跌落土

壤的动力学响应之间的定性影响关系．对于探测器

本身的动力学响应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颗粒尺寸明

显影响了碰撞的加速度整体波形以及加速度最大

值;恢复系数对碰撞颗粒场弹起地面的速度产生明

显影响;静摩擦系数则更多地影响碰撞的持续时

间．而表面能量密度更多的是影响土壤受冲击后的

破坏形态,滚动摩擦系数则更多的影响了计算效

率,在大冲击下两者对于半球壳各指标的影响较

小．这一系列定性关系有助于利用碰撞仿真实验结

果来快速标定颗粒场的参数,使得仿真结果能更好

地符合工程实际,具有一定的指导价值．

４　结论

探月计划等外太空登陆问题大量涉及探测器

降落、碰撞土壤的动力学问题,随着探测器机构设

计制造发展的日新月异,对于探测器碰撞土壤的快

速建模策略和动力学特性准确仿真都提出了更高

要求．
本文以探测器着陆土壤为背景,对土壤碰撞问

题进行刚－散耦合动力学建模与仿真分析研究．结

合离散元方法和多体动力学方法,对半球壳装置土

壤跌落问题进行耦合动力学仿真．通过与实验结果

及有限元仿真结果对比,验证所采用离散元方法的

有效性．分析了颗粒场中颗粒尺寸、恢复系数、静摩

擦系数等参数,对碰撞中物体和颗粒场的碰撞加速

度、碰撞持续时间、振动波形等动力学响应的影响．
仿真结果表明,颗粒尺寸可以以确定土壤阻力的峰

值大致区间以及整体振动波形;恢复系数则影响碰

撞的最大加速度以及物体小幅度反弹的速度;静摩

擦系数通过影响颗粒间能量传递和运动,在宏观上

一定程度地影响碰撞的持续时间．而 HertzＧMindＧ

linwithJKRCohesion接触模型的表面能量密度

参数更多的是影响土壤受冲击后的破坏形态．颗粒

间的滚动摩擦系数对计算效率影响更大．本研究将

拓展对刚－散耦合动力学问题的理论认识,为探测

器着陆系统的设计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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