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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随机模糊处理理论的岩体力学参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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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讨论了随机模糊处理方法在岩石力学指标统计分析中的应用，并对计算中诸如迭代精度、隶属函数

的取值等关键问题进行了较深入地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岩石样本力学参数的离散性中既包含随机不确定性，又包

含模糊不确定性，采用随机模糊处理方法优于其他常规的统计方法，从而为该方法在工程实践中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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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岩体力学参数的测定是岩土工程分析、设计的

前期工作，是进行岩体工程稳定性分析的基础性工

作［１５］。岩体力学参数的求取与应用技术，引起了国

内外专家的广泛关注，并对其求取技术进行了大量

研究［６］，研究成果已应用于各个方面。岩体样本的

力学参数往往离散性很大，其中既包含随机不确定

性，又显著地包含模糊不确定性。传统的随机方法

用于这种既有随机性同时又带有模糊性的岩体力学

参数的分析存在不足，如最小二乘法只考虑了样本

的随机性，而随机模糊处理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

供了一条较好的途径［７］。本研究即采用随机模糊

处理方法处理离散性大的试验结果，这将更优于点

群中心法、优定斜率法等常规的统计方法。

１　力学参数的随机模糊处理方法

１．１　岩石样本力学参数的不确定性

岩体的力学参数指标应按工程地质岩组分别统

计。岩组的划分一般是依据现场调查及一些简单测

试后凭个人经验确定的。由于岩体空间分布的不确

定性，使得岩组的划分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并由此带

来了岩体力学试验参数的模糊性。显然，岩石样本

力学参数的模糊性是一种比其随机性更重要的不确

定性，所以如何处理这种带显著模糊性的数据就显

得非常重要。一方面，可以通过分析测试指标对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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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岩组的隶属度来合理调整岩组的划分；另一方面，

应通过足够数量的试验结果对每一岩组的力学指标

进行可靠性估计。

１．２　随机模糊方法的计算过程

设狓１，狓２，……狓狀 为划定的工程岩组中某力学

指标的样本值，如犚，犈，犮，φ等。现以随机模糊处

理方法求样本的均值狓 和方差等。文献［１］推导了

其计算公式，现简述如下：

取论域为狌＝｛狓１，狓２，…狓狀｝，犃 为狌 上的一个

模糊子集，论域狌中元素狓犻（犻＝１，２，…狀）对于犃的

隶属度为狌犃（狓犻），所求的犃的核为：

犃＝｛珚狓｜狌犃（珚狓）＝１｝。 （１）

如将上式中珚狓表示成：

珚狓＝犳（狓犻）。 （２）

则式（２）就是给定的工程岩组某力学参数所具有的

统计特征。根据所讨论问题的性质，可采用如下形

式的隶属函数：

狌犃（狓犻）＝ｅｘｐ －犇犻犾（狓犻，珚狓［ ］）。 （３）

式中：犇犻犾是狓犻关于模糊集合犃 的核点珚狓 的马氏距

离。其表达式为：

犇犻犾＝（狓犻－珚狓）
２·ω犻。 （４）

这里ω犻称为权重。一般取常数：

ω犻＝犮狅狀狊狋＝ω０１。 （５）

可以看出，狓犻距核点珚狓 的马氏距离犇犻犾越小，则

其对犃的隶属度越大，在核点处，隶属度最大为１，

以实际样本值整体上隶属于样本模糊子集犃 的程

度最大为原则，可寻找到珚狓所具有的统计特征。为

此，组成目标函数：

犑１＝∑
狀

犻＝１
狌犃（狓犻）＝ｍａｘ。 （６）

当ω０１为常数时，可解得：

珚狓＝
∑
狀

犻＝１
ｅｘｐ［（狓犻－狓）

２－ω０１］狓犻

∑
狀

犻＝１
ｅｘｐ（狓犻－珚狓）

２

。 （７）

大量计算实践表明［８１２］，权值ω０１取值对计算结

果有一定影响，即：

ω０１＝
１

（犱１ｍａｘ－犱１ｍｉｎ）／２
， （８）

犇犻犾＝（狓犻－珚狓）
２， （９）

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式（７）是在假定ω０１为常数条件

下得到的，即认为ω０１不随珚狓变化而求导得到的，所

以在运用式（７）进行迭代计算求珚狓时，ω０１应固定不

变，这样就给ω０１取值带来困难。为此，在计算时采

用两步迭代计算方法以避开这一问题，其计算过程

如下：

（１）取犇犻犾＝（狓犻－狓ω）
２，其中狓ω 为第１次计算

时随机得出的平均值，由此得到１个权值ω０１，运用

（７）式迭代计算求珚狓时，狓ω 不变，直到求得满足要求

的珚狓；

（２）变化狓ω（可令狓ω 为上一步求得的珚狓），重复

第１步计算，可以得到新的珚狓。

（３）重复第（２）步的计算，直到狓ω 与珚狓之间的差

别可以忽略不计为止。取最终珚狓为所求均值。

类似地可推导出岩石样本方差的计算公式为：

σ
２＝

狀
狀－１

∑
狀

犻＝１
ｅｘｐ［（狓犻－珚狓）

２－σ
２］２·ω０２（狓犻－狓）

２。

∑
狀

犻＝１
ｅｘｐ［（狓犻－珚狓）

２－σ
２］２

。

（１０）

式中：σ为岩石样本方差，ω０２为权值，

ω０２＝
１

（犱２ｍａｘ－犱２ｍｉｎ）／２
， （１１）

犱２犻＝［（狓犻－珚狓）
２－σ

２］２。 （１２）

由于是隐函数式，需用迭代法求解，具体计算步

骤如下：

（１）取初值σ＝σ０＝σ狊 为样本的随机方差；珚狓＝

珚狓０，其中珚狓０ 为样本随机模糊均值；

（２）取σ犿＝σ狊，代入式（１１）和（１２）计算ω０２，σ狊为

样本的随机方差；

（３）将σ０，珚狓０，ω０２代入式（１０）右端计算岩石样本

的随机模糊方差σ；

（４）判断：如果｜σ－σ０｜＜ε２（ε２ 为指定精度，应与

所取结果的有效位数相适应），则转入第（５）步，否

则，令σ０＝σ，再返回第（３）步，直至满足精度要求为

止；

（５）比较σω 与σ，如果｜σω－σ｜＜ε３，（ε３ 同样为指

定精度，且应与σ所取结果的有效位数相适应），则σ

即为最终所求，反之，令σω＝σ，再返回第（２）步计算，

直至满足精度要求。运用公式（７）、公式（１０）经迭代

得到随机模糊处理方法计算的均值和方差后，再运

用以下公式就可以得到岩石样本的标准差、变异系

数、修正系数和标准值（这里仍引用概率方法中的概

念）：

标准差：即为方差开平方；

变异系数：　 δ＝
σ
珚狓
； （１３）

统计修正系数：

狉狊＝１－（
１．７０４

槡狀
＋
４．６７８

狀２
）δ； （１４）

标准值：　 犳犽＝狉狊·犳犿。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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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狀为自然数，犳犿 为岩体参数狓 的平均值（即前

面求得的珚狓），狉狊为统计修正系数。

２　粗差数据的处理

岩体力学参数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在概率分

析中常作为随机变量来对待。工程技术上一般不可

能占有大量的测试资料，如果在有限的测试资料中

存在未消除的异常值，会严重影响统计结果的准确

性，使概率特征值失去代表性和真实性，可能导致工

程技术上的重大失误。因此，必须对测试资料中的

异常值进行处理［１３］。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ＧＢ５００２１９４）规定，在求

得平均值和标准差后，即可用来检验统计数据中应

当舍弃的带有粗差的数据，并推荐了３种常用的剔除

粗差的方法。对于岩石力学指标，规范虽未具体规定

检验标准，但在实际中常采用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１）全部数据参加统计的随机方法。选取这种

方法进行统计的观点认为，试验输出的所有信息都

来自工程地质岩组，因此不应剔除任何试验值［１４］。

但这种方法会使统计结果受少数异常信息的干扰而

产生偏差。

（２）３σ法则。即在９９．７％的置信水平上，舍弃

范围［狌－３σ，狌＋３σ］以外的点。在实际使用该方法

时，时常不能检验出异常值，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该

准则的显著性水平较小（犪＝０．３％）；另一方面，由于

岩体样本试验值较离散，样本容量又较小，其标准差

较大，可以证明当样本容量犖≤１０时，即使含有异

常值，用该方法也检验不出来［１５］。

（３）格拉布斯（Ｇｒｕｂｂｓ）准则。格拉布斯方法是

对异常数据进行统计判别的一种方法。其基本思想

为：给定一危险率（如犪＝０．０５），确定相应的置信

限，凡超过这个界限的误差，就认为是不容许误差，

它不属于随机误差范畴，应予剔除。该方法使用的

显著性水平较大，且不受样本大小限制，可适用于较

小样本。但对于给定的不同犪值，则会得出不同的

结果，犪越小，犯第一类错误的可能性越小（错把正

常值判为异常值），但反过来，却增加了将异常值错

判为正常值（第二类错误）的可能性。对岩体这种高

度不均匀性介质，如何选用合适的犪值是一个复杂

的问题，目前尚无明确定论［１６］。

（４）随机模糊处理方法。使用该方法统计计算

时，按照使实际样本整体上隶属于样本模糊子集程

度最大的原则，计算结果对呈一定规律的数据取得

较大权值，而对个别异常数据则得到较小权值。该

法既保留了全部试验信息，又不致于使计算结果受

少数异常值的干扰而产生过大偏差。

３　计算实例与计算结果比较

现以某工程厂房处的室内岩石资料为例，对强

风化花岗岩组、中风化花岗岩组和微风化花岗岩组

３种岩样进行分析，各组内按一定间隔取样进行单

轴饱和抗压强度试验，对试验数据分别采用３σ法

则、Ｇｒｕｂｂｓ准则和随机模糊处理方法求统计参数，

计算结果见表１。表１表明，采用３σ法则未检验出

任何异常值，而运用随机模糊处理方法与 Ｇｒｕｂｂｓ

准则（取犪＝０．０５）的计算结果较为接近。可见，将

传统随机方法应用于岩石样本力学参数统计时，采

用不同的剔除准则计算结果差别很大。

表１　某工程厂房处室内岩石试验值的统计计算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ｒｏｃｋｔｅｓｔ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ｉｎａ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ｏｆｏｎｅ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处理方法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岩石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ｒｏｃｋ

单轴抗压强度／ＭＰ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ａｘｌｅｒｅｓｉｓｉｔ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修正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标准值／ＭＰ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ｖａｌｕｅ

３σ法则

３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强风化花岗岩组

Ｓｔｒｏｎｇ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ｍａｓｓ
７．７１ ３．８５ ０．５０ ０．８０ ６．１９

中风化花岗岩组

Ｍｅｄｉｕｍ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ｍａｓｓ
１０．９０ ７．９１ ０．７３ ０．６６ ７．２０

微风化花岗岩组

Ｆｅｅｂｌ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ｍａｓｓ
３８．００ ２１．２０ ０．５６ ０．８３ ３１．５０

Ｇｒｕｂｂｓ准则

（犪＝０．０５）

Ｇｒｕｂｂｓｒｕｌｅ

强风化花岗岩组

Ｓｔｒｏｎｇ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ｍａｓｓ
７．１２ ２．９８ ０．４２ ０．８３ ５．９０

中风化花岗岩组

Ｍｅｄｉｕｍ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ｍａｓｓ
９．５０ ５．３４ ０．５６ ０．７３ ７．１０

微风化花岗岩组

Ｆｅｅｂｌ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ｍａｓｓ
３６．００（３４．３０） １８．１０（１６．１０） ０．５０（０．４７） ０．８５（０．８６） ３０．６０（２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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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Ｃｏｎｔｉｍａｅｄｏｆ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１

处理方法

Ｈａｎｄｌ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

岩石名称

Ｎａｍｅｏｆｒｏｃｋ

单轴抗压强度／ＭＰａ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ａｘｌｅｒｅｓｉｓｉｔｉｎｇ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平均值

Ｍｅａｎｖａｌｕｅ

标准差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变异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修正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标准值／ＭＰ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ｖａｌｕｅ

随机模糊统计

Ｒａｎｄｏｍｆｕｚｚｙ
ｍｅｔｈｏｄ

强风化花岗岩组

Ｓｔｒｏｎｇ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ｍａｓｓ
６．９０ ３．２０ ０．４６ ０．８１ ５．６０

中风化花岗岩组

Ｍｅｄｉｕｍ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ｍａｓｓ
９．７０ ５．５０ ０．５７ ０．７４ ７．２０

微风化花岗岩组

Ｆｅｅｂｌ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ｍａｓｓ
３４．５０ １８．２０ ０．５３ ０．８４ ３０．００

　　注：表中微风化花岗岩组运用Ｇｒｕｂｂｓ方法检验时，每次剔除１０４．９，每隔１次剔除８８．８，表中括号内的数字为第２次剔除后的统计结果。

Ｎｏｔｅ：Ｉｎｔｈｉｓｔａｂｌｅ，ｗｈｅｎｕｓｉｎｇＧｒｕｂｂｓＲｕｌｅｔｏｔｅｓｔｔｈｅｆｅｅｂｌｅｗｅａｔｈｅｒｉｎｇｇｒａｎｉｔｅｍａｓｓ，ｗｅｒｅｊｅｃｔ１０４．９ｅａｃｈｔｉｍｅａｎｄｒｅｊｅｃｔ８８．８ｅｖｅｒｙｏｔｈ

ｅｒｔｉｍ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ｓｉｎｂｒａｃｋｅｔｏｆｔｈｅｔａｂｌｅａｒｅｔｈ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ｒｅｊｅｃｔｉｎｇ．

４　结　论

本研究表明，将传统随机方法应用于岩石样本

力学参数统计时，选用不同的剔除准则计算结果差

别很大，考虑试验值同时包含随机性和模糊性这一

特点，运用随机模糊方法处理更切合实际，该方法

优于传统方法。岩石力学参数在岩石工程中起着重

要的作用，但试验数据同时存在随机性和模糊性，用

随机模糊统计新模型处理岩石力学参数，其能从模

糊隶属函数的角度出发，给出数据在分析中起作用

的大小，防止了对数据不加区别地对待，又防止了盲

目地删除试验数据，从分析可以看出，其实质上是一

种以隶属函数为权重因子的、对所设随机变量的一

种加权均值。

［参考文献］

［１］　熊文林，李胡生．岩石样本力学参数值的随机模糊处理方法

［Ｊ］．岩土工程学报，１９９２，１４（６）：１０１１０８．

［２］　李华哗，汤学立．基岩抗剪参数随机模糊法和小浪底工程Ｃ值

计算［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１９９７，１１６（２）：１５５１６１．

［３］　李小勇．土工测试数据的可靠性检验［Ｊ］．岩土工程师，２０００，１２

（１）：１１１３．

［４］　黄修云，魏利萍．隧道岩石力学参数的随机模糊统计分析［Ｊ］．

北方交通大学学报，１９９９，２３（１）：３８４１．

［５］　李胡生．岩石力学参数概率分布的随机模糊估计方法［Ｊ］．固

体力学学报，１９９３，１４（４）：３４７３５１．

［６］　路保平，鲍洪志．岩石力学参数求取方法进展［Ｊ］．石油钻探技

术，２００５，２３（５）：４４４７．

［７］　黄志全 王思敬．宝泉抽水蓄能电站岩体抗剪参数的选取［Ｊ］．

工程地质学报，１９９８，６（２）：１４５１４９．

［８］　张世其．测量误差及数据处理［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６．

［９］　姜晨光，姜祖彬，刘　华，等．花岗岩岩石力学参数与岩体赋存

深度关系的研究［Ｊ］．石材，２００４（７）：４６．

［１０］　刘世君，徐卫亚，王春红．不确定性岩石力学参数的区间反分

析［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０４，２３（６）：８８５８８８．

［１１］　李金柱，李双林．岩石力学参数的计算及应用［Ｊ］．测井技术，

２００３，２７（Ｂ０４）：１５１８．

［１２］　姜　平，孟　伟．基于岩体质量分级的岩石力学参数研究［Ｊ］．

三峡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４，２６（５）：４２４４２７．

［１３］　邓　建，李夕兵．岩石力学参数概率分布的信息熵推断［Ｊ］．岩

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０４，２３（１３）：２１７７２１８１．

［１４］　刘　春．边坡工程中岩石力学参数随机模糊选取研究［Ｊ］．岩

石力学，２００４，２５（８）：１３２７１３２９．

［１５］　徐卫亚，刘世君．岩石力学参数的非线性随机反分析［Ｊ］．岩石

力学，２００１，２２（４）：４３２４３５．

［１６］　周火明，孔祥辉．水利水电工程岩石力学参数取值问题与对策

［Ｊ］．长江科学院院报，２００６，２３（４）：



３６４０．

（上接第２３０页）

［４］　崔锦泰．小波分析导论［Ｍ］．程正兴，译．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５．

［５］　秦前清，张军波，夏　军，等．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的系统分析与设

计———小波分析［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

［６］　马世纪．基于小波分析的水轮机故障诊断研究［Ｄ］．武汉：武汉

大学，２００４．

［７］　王　海，郑莉媛．水轮发电机组故障信号检测及小波去噪研究

［Ｊ］．水利水电技术，２００２，３３（９）：３０３３，７５．

［８］　蒋　鹏．小波理论在信号去噪和数据压缩中的应用研究［Ｄ］．

杭州：浙江大学，２００４．

［９］　程正军，张运陶．基于 ＭＡＴＬＡＢ的小波包分析在信号降噪中

的应用［Ｊ］．西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４，２５（１）：５３５７．

［１０］　洪　治，李国宏，蔡维由．基于小波包分析的水轮发电机组振

动的故障诊断［Ｊ］．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０２，３５（１）：４３４７．

［１１］　刘献栋，李其汉．小波变换在转子系统动静件早期碰摩故障诊

断中的应用［Ｊ］．航空学报，１９９９，２０（３）：２２０２２３．

４３２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３５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