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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冲击波在扁平大空间内的传播规律

刘中辉 1，2， 匡志平 1

（1. 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上海 200092；2.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要：为研究爆炸冲击波在地下停车场等扁平大空间内的

传播规律，采用AUTODYN软件建立了二维轴对称分析模

型，分析了8种质量的TNT在扁平大空间中间位置地面处引

爆后冲击波的传播特性。通过结合爆炸冲击波传播云图和

部分测点的压力时程曲线，分析发现冲击波在传播过程中会

形成多个马赫波，首个马赫波的马赫杆高度可以达到空间净

高，后续马赫波的马赫杆高度较小，但传播速率大，最终会追

上首个马赫波，并与其汇合，在汇合处峰值超压较马赫杆其

他位置有所增加，随着传播距离的增加后续马赫波对首个马

赫波的影响越来越小。给出了根据比例净高确定马赫波阵

面峰值超压恒定的临界点水平位置和对应最大峰值超压值

的计算公式，给出了根据平面比例爆距确定最大峰值超压平

均值的计算公式。

关键词：爆炸；冲击波；扁平大空间；马赫波；超压峰值

中图分类号： O389 文献标志码： A

Propagation Law of Blast Wave in a 
Flat Large Space

LIU　Zhonghui1，2， KUANG　Zhiping1

（1.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Zhejiang Industry Polytechnic College，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propagation law of blast 
shock wave in a flat large space such as underground 
parking lot， a 2D axisymmetric analysis model was 
established using AUTODYN software. The propag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hock wave after 8 different masses of 
TNT detonated at the ground in the middle of the flat large 
space were analyzed. By combining the propagation cloud 
picture of blast shock wave and the pressure time history 
curve of some gauges， it is found that the shock wave will 
form multiple Mach waves in the propagation process， 
and the height of the Mach stem of the first Mach wave 
can reach the space net height. The height of the Mach 

stem of the subsequent Mach wave is small， but the 
propagation speed is fast， and it will eventually catch up 
with the first Mach wave， and converge with it. The peak 
overpressure at the junction is increased compared with 
other positions of the Mach stem. As the propagation 
distance increases， the influence of subsequent Mach 
wave waves on the first Mach wave decreases. The 
formula for determining the horizontal position of the 
critical point where the peak overpressure of the Mach 
wave front is constant and the corresponding maximum 
peak overpressure value according to the scaled clear 
height， and the formula for determining the average value 
of the maximum peak overpressure according to the plane 
scaled distance are given.

Key words：blast；shock wave；flat large space；Mach 

wave；overpressure peak 

根据炸药在空气中爆炸时受周围环境约束程度

的不同，爆炸可以分为自由空气中爆炸、近地空气中

爆炸和内部空间爆炸。峰值超压、正相比冲量等是

确定冲击波作用效果的主要参数，很多学者和机构，

如Brode［1］、Henrych［2］、Wu等［3］和美国UFC 3-340-02
手册［4］通过试验和数值模拟等方法给出了自由空气

中爆炸时这些参数的计算公式。

近地空气中爆炸是指炸药在地面上方的爆炸，

要求炸药距离地面的比例爆距不小于0. 35m·kg—1/3。

冲击波与地面碰撞后，根据入射角度的不同可以产

生3种类型的反射：正反射、规则反射和马赫反射［5］。

在炸药正下方的地面处，入射角为零，产生正反射，

Henrych［2］和闫秋实［6］给出了正反射超压计算公式，

对理想气体而言，正反射超压峰值接近于入射超压

峰值的8倍，对真实气体而言，可达到13倍［7］。当入

射角在零与与某个临界角（40°左右）之间时，产生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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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反射，规则反射超压计算非常复杂，但当入射冲击

波压力小于 0. 3MPa 时，可以采用正反射的公式计

算［8］。当入射角大于临界角后，规则反射波与入射

波在地面处开始合成为马赫波，入射波、规则反射波

和马赫波的交点称为三波点，随着入射角的不断增

大，三波点的位置逐渐升高。在三波点轨迹线下方

区域，压力时程曲线有一个波峰，在上方区域有2个

波峰［9］，利用这一特点，郭炜等［10］对三波点的位置进

行了试验研究。此外，廖真等［9］研究发现马赫杆顶

部的超压峰值仅为底部的67. 6%~80. 3%。

发生内部爆炸的空间主要有：单间或多间密闭

房间、机库、舰艇舱室、弹药库、地铁车站、坑道、洞

室、地下停车场等［11-12］。其中，密闭容器、弹药库、舰

艇舱室、建筑房间等多由单个或多个密闭或半密闭

空间组成，将发生在这类空间内的爆炸统称为有限

空间内部爆炸［13］。在有限空间内发生爆炸时，准静

态压力不能忽略，且在某些工况下是导致结构破坏

的主要原因［14］。Baker［15］提出了内爆炸荷载多三角

形脉冲估算法，该方法的准确性得到了部分工况的

验证［11， 16］。张舵等［17］指出Baker的三脉冲模型理论

上只适用于一维或二维问题，无法很好地适用于箱

型结构等较复杂的情况。夏志成等［18］指出准静态压

力随着装药量容积比 m/V 的增加而增加，王鑫

等［12］、张明明等［19］给出了准静态压力的计算公式。

邬玉斌等［20］应用LS-DYNA软件研究了地下建筑某

房间产生的爆炸冲击波在邻近房间的传播情况。周

晓青等［21］应用AUTODYN软件研究了地下室发生

爆炸后，冲击波沿不同竖向通道传播到地表后的分

布情况及引起地面的震动情况。此外，一些学者对

地铁车站内的爆炸进行了数值模拟研究，采用的软

件主要为AUTODYN［22-25］和LS-DYNA［26-28］，研究普

遍发现，爆炸冲击波最初以近似球面的形状传播，到

达 2～3倍［22， 24- 25］柱间距的位置后，近似以平面的形

式传播。在距爆源较近处，爆炸冲击波仅有一个显

著的超压峰值，其他峰值相对很小；距离爆源稍远

处，爆炸冲击波的超压峰值降低，但有多个峰值，且

峰值大小呈递减趋势［22， 27］；柱对其附近区域冲击波

的超压峰值影响较大，但对其整体传播规律影响

不大［23， 26］。

可见，目前对于自由空气中爆炸和近地空气中

爆炸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对这 2种爆炸环境下冲

击波的传播规律也认识得比较清晰；对于小型密闭

和半密闭空间内爆炸的研究也比较多，发现了准静

态压力在这种环境下是不能忽略的，并给出了计算

公式；对地铁车站、隧道等较大空间内爆炸的研究也

已经开始，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对内部布置了

大量柱且高度远小于长度和宽度的地下停车场和地

下大型商场等扁平大空间内爆炸的研究却鲜见报

道。这类扁平大空间的显著特点是高度远小于长度

和宽度，因此，发生内部爆炸时冲击波将在空间底面

和顶面间来回反射，并不断向远处传播，这种传播特

性既不同于自由空气中爆炸和近地空气中爆炸，也

不同于密闭、半密闭空间内爆炸，同时，与地铁车站、

隧道等长方体形大空间内爆炸也不尽相同。研究爆

炸冲击波在扁平大空间内的传播规律既可以丰富人

们对冲击波传播特性的认识，又可以为峰值超压估

算和人员伤亡预测提供依据。鉴于此，采用

AUTODYN 软件分析了扁平大空间中间位置地面

处发生爆炸后冲击波在扁平大空间内的传播规律，

给出马赫波阵面超压恒定位置的计算公式和该位置

的最大超压计算公式以及任一点沿高度方向平均最

大超压计算公式。

1 数值分析模型 

某典型扁平大空间地下停车场平面图如图1所

示，图中小方形代表柱。根据文献［23］和［26］以及

笔者的前期分析结果，柱对爆炸冲击波在扁平大空

间内的传播规律影响较小，因此，可以去掉柱，采用

AUTODYN软件提供的Euler2D多物质二维轴对称

矩形模型［29］对爆炸冲击波在扁平大空间内的传播规

律进行分析，如图 2所示。该模型涉及三硝基甲苯

（Trinitrotoluene，TNT）和空气 2种物质，TNT为半

球形，由于轴对称性在模型中用 1/4 圆表示。模型

的上下边界都是刚性，用于模拟地面和顶板，模型左

侧设置了流出（flow out）边界条件，允许空气流出，

从而模拟大空间。

TNT采用 JWL状态方程［9， 30］，如式（1）：

p = A (1 - ω
R1V ) e-R1V + B (1 - ω

R2V ) e-R2V + ωE
V
（1）

式中：p为静水压力；V为相对体积；E为能量密度；

A、B、R1、R2、ω均为材料常数。当炸药爆炸后体积大

于其初始体积的10倍后，程序自动将其状态方程转

化为理想气体状态方程进行计算。方程中各参数均

采用AUTODYN 软件默认值。其中，TNT 的初始

密度为1. 63g·cm-3，其他材料参数采用Lee等［31］给出

的值，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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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采用理想气体状态方程［9， 32］，如式（2）：
p = (γ - 1) ρE （2）

式中：p为静水压力；γ为绝热指数；ρ为质量密度；E

为能量密度。各参数值采用AUTODYN软件默认

值，如表2所示。

模型高度 H 为 3. 6m，长度为 40m，沿长度方向

每隔5m设置一列测点，每列各测点与地面的距离分

别为 0、0. 25 H、0. 50 H、0. 75 H、1. 00 H，即：0、0. 9、
1. 8、2. 7和 3. 6m。爆炸TNT当量分别采用 1、5、8、
27、64、125、343 和 512kg。结合文献［33］给出的最

佳网格尺寸确定方法，综合考虑各种爆炸工况统一

取网格尺寸为 20mm。文献［33］已证实了采用

AUTODYN软件提供的Euler2D多物质二维轴对称

矩形模型对地面爆炸进行模拟的准确性。

2 爆炸冲击波在扁平大空间内的传播
特性 

以5kg爆炸TNT当量为例，给出爆炸冲击波在

扁平大空间内的传播过程和部分测点的压力时程曲

线，分别如图3和4所示。

由图 3 可见，爆炸冲击波开始以球面的形式向

外传播，首次碰到顶板后发生了正反射，此时入射角

和反射角均为零，反射波竖直向下传播。随着入射

波不断向前传播，其在顶板处的入射角不断变大，反

射角也相应变大，反射波的传播方向由竖向逐渐变

成左下方向。当入射角大于某个临界值 40°~ 70°［2］

后，反射波在水平方向的速度分量大于入射波，因

此，反射波追上了入射波，并与其合成了首个马赫

波。由于马赫波的速率大于入射波的速率，随着时

间的推移，马赫波的范围不断扩大，该马赫波范围称

为马赫杆。马赫杆经过区域的压力时程曲线为单峰

值，其外侧的区域为双峰值，分别为入射超压和反射

超压引起，且单峰值较双峰值压力大很多。

结合图3，对图4中各测点压力时程曲线峰值对

应的冲击波类型描述如下。

图4测点5的第1个峰值是马赫波产生的，测点

4的第1和第2个峰值分别是初始入射波和顶板初次

图1　典型扁平大空间地下停车场平面图（单位：mm）
Fig. 1　Plan view of a typical flat large space underground parking lot（unit：mm）

图2　半球形TNT扁平大空间内爆炸二维轴对称矩形模型

Fig. 2　2D axisymmetric rectangular model of hemispherical TNT blast in flat large space

表1　炸药材料参数

Tab. 1　Parameters of explosive material

A /GPa
373. 75

B/GPa
3. 747

ω
0. 35

R1

4. 15
R2

0. 90

表2　理想气体材料参数

Tab. 2　Parameters of ideal gas material

γ
1. 4

ρ/（kg·m-3）

1. 225
E（J·kg-1）

2. 068×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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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波产生的，测点1的第1个峰值是初始入射波产

生的，第 2个峰值是顶板初次反射波和地面初次反

射波形成的第2个马赫波产生的，该波在图3中T=
14ms时已用圆圈出，该马赫波传播速率较首个马赫

波大，但马赫杆高度一直不大。测点 4 和测点 5 在

20ms左右的2个峰值分别是地面初次反射波和顶板

二次反射波产生的。

测点 6 和测点 7 的前 3 个峰值分别是由初始入

图3　爆炸冲击波在扁平大空间内的传播过程

Fig. 3　Propagation process of shock waves in flat large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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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波、顶板初次反射波和第2个马赫波产生的，测点

10的第1个峰值是由首个马赫波产生的，第2个峰值

是由地面初次反射波和顶板二次反射波形成的第 3
个马赫波产生的，在图 3中T=30ms时已用方框标

记出，该马赫波传播速率较首个马赫波大，但马赫杆

高度一直不大。

测点 13第 1个峰值是由首个马赫波产生的，如

图 3中T=30ms时所示，说明这个位置处首个马赫

波已经覆盖13~15这3个测点，第2到第4个峰值是

地面初次反射波、顶板二次反射波和地面二次反射

波引起的，其中，地面二次反射波的前沿即第4个马

赫波已用三角形标记出。12号测点前3个峰值是由

图4　部分测点的压力时程曲线

Fig. 4　Pressure time history of some gau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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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入射波、顶板初次反射波和地面初次反射波产

生的，第4和第5个峰值是由顶板二次反射波和地面

二次反射波引起的。11号测点第1个峰值是由初始

马赫波引起的，第 2 个峰值是由第 2 个马赫波引起

的，如图3中T=34ms时所示，此时，第2个马赫波即

将追上首个马赫波，第3个峰值是由第4个马赫波引

起的。

测点 16第 1个峰值是由首个马赫波引起，说明

首个马赫波已经覆盖整个竖向空间，且第 2个马赫

波已经在这个位置追上首个马赫波，第 2个峰值是

由第4个马赫波产生的。测点17的前2个峰值挨得

很近，是首个和第2个马赫波产生的，说明在这个位

置处第2个马赫波即将追上第1个马赫波，第3个峰

值是由第4个马赫波产生的。测点20第1个峰值是

由首个马赫波产生的，第2、第3和第4个峰值分别是

由地面初次反射波、第3个马赫波和第4个马赫波产

生的。

总之，与在近地空爆情况下特定位置仅承受一

次马赫波或入射波和反射波作用不同，在扁平大空

间地面处发生爆炸的情况下，特定位置既要承受首

个马赫波或初始入射波和顶板初次反射波作用，还

要承受来自地面和顶板的多次反射波，以及沿着顶

板或地面快速传播的其他后续马赫波作用。由于后

续马赫波的作用范围始终较小，因此，承受后续马赫

波作用的位置基本在地面和顶板处，或距离地面和

顶板很近的位置。同时，后续马赫波的传播速率均

较首个马赫波大，因此，后续马赫波最终都追上首个

马赫波，并与其交汇，在交汇处的压力较首个马赫波

其他位置要大。后续马赫波出现的位置在地面和顶

板间交替出现，随着距离爆源越来越远，强度逐渐

减弱。

3 最大峰值超压分析 

在 8种爆炸TNT当量情况下，距离地面 5种高

度处最大峰值超压随距离爆源水平距离的变化关系

如图 5所示。可见，距离地面各种高度处的最大峰

值超压均随着距离爆源水平距离的增加而减小，且

减小幅度逐渐降低；当水平位置相同时，5种高度处

最大峰值超压值的差异因距离爆源水平距离远近的

不同而不同，距离爆源越近差异越大，距离爆源越远

差异越小，直至几乎相同。爆炸TNT当量越小，竖

向5个最大峰值超压值趋于相同时所对应的水平距

离越大。根据第 2节分析可知，竖向最大峰值超压

差异的逐渐变小反映了后续马赫波对首个马赫波影

响程度的逐渐降低。对于特定的爆炸TNT当量，存

在着某个水平位置临界点，在该位置及其外侧区域

任意水平位置处马赫波阵面最大峰值超压恒定。

为了确定竖向各测点最大峰值超压相同时所对

应的平面位置以及最大峰值超压值，取竖向各测点

所记录最大峰值超压值的最大和最小者的相对误差

不大于5%作为马赫波阵面在此位置峰值超压是否

恒定的判据，初步判断各工况马赫波阵面峰值超压

恒定的位置。然后，在该位置附近加密测点，比较精

确地确定各工况马赫波阵面峰值超压恒定的临界点

位置。临界点平面比例爆距ZS和临界点最大峰值超

压值 PM随比例净高 ZH的变化关系如图 6 所示。ZS

和ZH的表达式分别为

ZS = S

W3 （3）

ZH = H

W3 （4）

式中：S为某位置与爆源之间的水平距离，m；W为爆

炸TNT当量，kg。
由图 6可见，比例净高ZH越大即在相同净高条

件下爆炸TNT当量越小，临界点平面比例爆距ZS越

大；临界点最大峰值超压值随比例净高的增加呈指

数形式衰减。对比分析各工况临界点和临界点外的

最大峰值超压发现，临界点外与临界点处的最大峰

值超压相对误差均在10%以内，即自临界点向外最

大峰值超压值衰减缓慢，这一特点与爆炸冲击波在

等截面矩形隧道内的传播情况相同［34］。

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图 6 数据进行拟合，得到马

赫波阵面峰值超压恒定时平面比例爆距ZS和临界点

最大峰值超压值PM的计算式为

ZS = 5.75ZH + 1.89 （5）

PM = 11.14 + 18 127 e-12.25ZH + 305 e-1.88ZH

（6）

二者的相关系数R2分别为0. 991 6和0. 997 8。
利用式（3）—（6）可以根据爆炸TNT当量和空

间净高快速确定马赫波阵面峰值超压恒定的临界点

位置以及该位置处的最大峰值超压值。同时，也可

以根据空间净高和临界点距离爆源的水平距离S或

临界点处的最大峰值超压值确定爆源处的爆炸

TNT当量。

由于爆炸冲击波在扁平大空间内传播时会在地

面和顶面之间多次反射，导致同一平面位置竖向各

点的最大峰值超压不尽相同，为较合理地描述最大

1905



同 济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 第 51 卷

峰值超压在平面的分布情况，可以采用竖向各点最

大峰值超压的平均值来表示。各工况竖向最大峰值

超压平均值随平面比例爆距 ZS的变化关系如图 7
所示。

利用最小二乘法对图 7 数据进行拟合，得到任

意平面位置竖向最大峰值超压平均值的计算式

如式（7）：
-P max = y0 + A1e-ZS  t1 （7）

其中y0、 A1和 t1的计算式为

y0 = 1
a + bZ c

H

A1 = 1
a + bZ c

H

图5　最大峰值超压随距爆源水平距离的变化

Fig. 5　Relationship between maximum peak overpressure and horizontal distance from explosion source

图6　马赫波阵面最大峰值超压恒定临界位置和对应值

Fig. 6　Constant critical position and corresponding value 
of maximum peak overpressure of Mach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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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 = 1
a + bZ c

H
                                （8）

式中：a、b和 c的取值如表3所示。应用该式，并结合

文献［35-37］给出的人体伤亡超压阈值，可以快速确

定特定爆炸工况下人体伤亡的分布区域。

4 结论 

采用AUTODYN软件分析了爆炸冲击波在地

下停车场等扁平大空间内的传播规律，主要结论

如下：

（1）与在近地空爆情况下特定位置仅承受一次

马赫波或入射波和反射波作用不同，在扁平大空间

地面处发生爆炸的情况下，特定位置既要承受首个

马赫波或初始入射波和顶板初次反射波作用，还要

承受来自地面和顶板的多次反射波以及沿着顶板或

地面快速传播的其他后续马赫波作用。后续马赫波

的马赫杆高度均较低，但传播速率均较大于马赫波，

最终都会追上首个马赫波，并与其交汇，在交汇处的

压力较首个马赫波其他位置要大。后续马赫波出现

的位置在地面和顶板间交替出现，且距离爆源越来

越远，强度越来越弱。

（2）距离地面各种高度处的最大峰值超压均随

着距离爆源水平距离的增加而减小，且减小幅度逐

渐降低；同一水平位置竖向各点最大峰值超压值的

差异因距离爆源水平距离远近的不同而不同，距离

越近差异越大，距离越远差异越小，直至几乎相同。

竖向最大峰值超压差异的逐渐变小反映了后续马赫

波对首个马赫波影响程度的逐渐降低。

（3）存在着某个水平位置临界点，在该位置及其

外侧区域任意水平位置处马赫波阵面最大峰值超压

恒定，该位置对应的平面比例爆距随着比例净高的

增加而线性增大，该位置的最大峰值超压随比例净

高的增加呈指数形式减小。

（4）扁平大空间内任意水平位置处最大峰值超

压平均值是比例净高和平面比例爆距的函数，当比

例净高相同时，最大峰值超压平均值随平面比例爆

距的增加呈指数形式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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