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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世纪土木工程系列教材：桥梁工程（下册）（
第2版）》在2004年第1版的基础上从“大土木”的专业要求出发，根据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
员会新修订的土木工程专业规范的指导思想，对各章内容进行了调整和修订。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世纪土木工程系列教材：桥梁工程（下册）（第2版
）》分为上、下两册。
上册内容为第1-9章，具体包括绪论、桥梁的设计与规划、桥梁设计荷载、桥梁材料、桥面构造、混凝
土简支梁桥、钢桥、桥梁支座、桥梁墩台。
下册内容为第10-14章，具体包括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刚构）桥、拱桥、城市立交桥、斜拉桥、悬索
桥。
每章后设有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各章内容相对独立，可根据需要选学。
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桥梁工程课程的教材，也可供从事桥梁工程研究、设计
和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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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强士中，1941年生，陕西礼泉人，工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理事、中国钢结构协会理事、中国铁道学会理事、结构稳定与疲劳学会及桥梁
钢结构学会副理事长、桥梁及结构工程学会常务理事、计算力学学会理事、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委、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委、全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
　　长期从事桥梁工程专业教学和科研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钢桥的稳定与疲劳和桥梁结构动力学等。
先后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63项目和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等20余项。
曾先后担任汕头海湾大桥、虎门珠江大桥、江阴长江大桥等大桥建设的技术顾问，主持和参加了汕头
海湾大桥、虎门珠江大桥、江阴长江大桥、芜湖长江大桥、安庆长江大桥、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石
板坡长江复线桥、重庆两江大桥、鹅公岩长江大桥、上海长江大桥等数十座大桥的科技攻关项目。
在高速铁路桥梁风一车一桥耦合振动方面进行了大量深入的理论、试验和实桥测试研究，完成了多项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在公路一轨道交通共用桥梁动力学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项，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二等奖各1项。
获詹天佑人才奖，茅以升铁道科技奖。
出版专著3部，教材4部，译著2部。
指导和培养博士生及博士后研究人员45名、硕士生15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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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0章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刚构）桥10.1 概述10.1.1 孔跨分布10.1.2 截面形式10.1.3 预应力钢筋的形
式10.2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的结构构造10.2.1 支架上施工的连续梁10.2.2 平衡悬臂灌筑法施工的连续
梁10.2.3 顶推法施工的连续梁10.3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的设计与计算10.3.1 恒载作用下的内力计
算10.3.2 活载作用下的内力计算10.3.3 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桥次内力的计算10.3.4 预应力混凝土变截面
梁的抗剪计算10.4 混凝土刚构桥的构造与计算特点10.4.1 概述10.4.2 刚构桥的类型10.4.3 刚构桥的构造
特点10.4.4 刚构桥的结构构造10.4.5 刚构桥的设计计算特点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第11章 拱桥11.1 概
述11.1.1 拱桥的发展11.1.2 拱桥的受力特点11.2 拱桥的结构体系和分类11.3 拱桥构造11.3.1 主拱圈的构
造11.3.2 拱上建筑的构造11.3.3 其他细部构造11.3.4 其他类型拱的构造11.4 拱桥的设计11.4.1 拱桥的总体
布置11.4.2 拱桥拱轴线的选择11.4.3 拱桥横截面设计11.5 拱桥的计算11.5.1 悬链线无铰拱的内力计
算11.5.2 拱桥计算的有限单元法11.5.3 拱桥强度与稳定性验算11.5.4 拱桥内力调整11.6 拱桥施工11.6.1 拱
桥的就地浇筑施工11.6.2 拱桥的装配式施工和无支架施工方法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第12章 城市立交
桥12.1 概述12.2 立交桥的基本特点与布置12.2.1 立交的基本组成12.2.2 立交的分类12.2.3 常用的立交形式
及特点12.2.4 立交桥的总体布置及构造12.3 曲线梁桥12.3.1 曲线梁桥的分类12.3.2 曲线梁桥的力学特
性12.3.3 曲线梁桥的常用分析方法12.3.4 曲线梁桥预应力钢筋配置中的若干问题12.4 斜梁桥12.4.1 斜桥
的基本概念及分类12.4.2 斜梁桥的特点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第13章 斜拉桥13.1 概述13.1.1 斜拉桥得以
发展的原因和条件13.1.2 斜拉桥的受力特点13.1.3 斜拉桥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13.2 斜拉桥的总体布
置13.2.1 孔跨布置13.2.2 主梁的支承体系13.2.3 斜拉索的布置13.2.4 斜拉索的索面形状13.2.5 斜拉索疏密
度的选择13.2.6 索塔的布置13.3 主梁截面的选择和设计13.3.1 混凝土梁13.3.2 钢梁、结合梁和混合梁13.4 
索塔的截面设计13.5 斜拉索的构造、锚固和防腐13.5.1 斜拉索的构造13.5.2 斜拉索的锚固13.5.3 斜拉索
的防腐13.6 斜拉桥的计算分析13.6.1 斜拉桥内力的整体分析13.6.2 索力初拟13.6.3 斜拉桥施工内力的计
算方法13.6.4 斜拉桥的非线性问题13.6.5 斜拉桥计算的其他问题13.7 斜拉桥的施工13.8 桥例13.8.1 苏通长
江大桥13.8.2 日本多多罗大桥13.8.3 湖北鄂东长江大桥13.8.4 武汉天兴洲长江大桥13.8.5 武汉长江公路桥
（武汉长江二桥）13.8.6 上海杨浦大桥13.9 斜拉桥的发展前景本章小结思考题与习题第14章 悬索桥14.1 
概述14.2 悬索桥的发展过程14.2.1 古代悬索桥14.2.2 现代悬索桥的开端14.2.3 世界各国大跨悬索桥14.3 悬
索桥的主要构件14.4 重力刚度的概念以及悬索桥的建造14.4.1 重力刚度的概念14.4.2 悬索桥的施工步
骤14.5 悬索桥的设计计算14.5.1 大缆曲线形状14.5.2 悬索桥的设计计算理论14.6 桥例14.6.1 明石海峡大
桥14.6.2 西堠门大桥14.6.3 润扬长江大桥14.6.4 江阴长江大桥14.6.5 香港青马大桥14.7 悬索桥的展望本章
小结思考题与习题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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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1 概述　　立交是指道路交叉口处的立体交叉构造物，包括桥梁、引道、坡道等，是城市道路
与高等级公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立交桥是指这些立体交叉构造物中的桥梁。
　　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汽车工业的进步，使城市中的汽车保有量急剧地增加，城市的交通压力越
来越大。
为了缓解城市道路交叉口的交通压力，往往采用修建立体交叉工程的办法来提高道路交叉口的通行能
力。
立交桥成为城市桥梁的主要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高速公路的兴起，要求运输方式快速化。
传统的平面道路交叉形式不能满足运输交通能力和安全的要求，因此在高速公路与高速公路或其他道
路的交叉口处，立体交叉跨越成为其首选形式。
可以说，立体交叉跨越结构发端于城市道路，发展于高速公路。
　　城市立交是城市现代化的产物，发达国家在几十年前就已大力发展城市立交。
例如，美国1921年就在布朗克斯河风景区干道上建成了第一座设有匝道的不完全互通式立交桥，1928
年又在新泽西州首次建成苜蓿叶型完全互通式立交桥。
随后，德国、瑞典、加拿大等国相继大量修建立交。
近年来，国外多建定向型立交，以确保各方向机动车高速行驶。
　　我国修建立交起步较晚，1966年北京在京密引水滨河路修建了三处部分互通式立交。
1963年广州市修建了一座环形立交，但真正大规模修建功能齐全的现代立交还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
。
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城市立交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大、中城市兴建。
国内立交发展较快的城市有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
　　从整体看，立交向造型美观，功能齐全，线形平顺，构造物少，施工方便，造价低廉等方向发展
。
线型设计也由人工化逐步向机械化、自动化，直到集成化、参数化的大规模信息发展。
立交的选型已不再只是简单的工程经济性等几个方面的内容约束，而是更结合自然、更贴近社会、更
注重人类与环境的协调等。
就构造物而言，材料要求轻质、高强、便于拼装，施工向快速简便、工业化制造等方面发展；设计理
论已从容许应力法过渡到极限状态法，并向可靠度设计法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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