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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根据《铁路桥渡勘测设计规范》（TBJ17―86）的规定和建国40年来广大水文工作
者在桥渡勘测设计中的经验教训，及当前我国的技术经济政策，以及水文科研领域中的有关成
果编写而成。
全书分为上篇一般情况水文计算和下篇特殊情况水文计算，共二十三章以及附录
三大部分。

本书可供桥渡工程科研、设计、施工技术人员使用，可供有关专业大专院校师生及各部门
水工水文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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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径选择
四、构造要求
第二节 急流槽
一、水力计算
二、水面曲线计算
第三节 跌水及缓流井
一、跌水水力计算
二、缓流井水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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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冲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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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水文频率计算常用图表
1. 经验频率值
（附表1―1）
2.P－Ⅲ型曲线φp值（附表1―2）
3.P－Ⅲ型曲线K，值 （附表1―3～
1―10）
4.当CS为平均数时P－Ⅲ型曲线
纵坐标K，值（附表1―11）
5.当Cυ＝1，Cs为负值时户－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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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线φP值（附表1―12）
6.K－M曲线KP值（附表1―13～
1―19）
7.耿贝尔曲线y及σⅢ值（附表
1―20）
8.第I型极值分布律的λPπ值
（附表1―21）
9.P－Ⅲ型曲线K＝f（P）图
（附图1―1～1―17）
10.K－M曲线K＝f（P）图
（附图1―18～1―28）
附录二 年历换算表
1. 公元、阴历、生肖、年号换
算（附表2―1）
2.明代以来主要的奴隶、农民
起义及一些特殊年号――公元
对照（附表2一2）
附录三 中国历代尺度（附表3―1）
附录四 土类野外鉴别方法
1.碎石类土及砂类土野外鉴别
（附表4―1）
2.粘性土野外鉴别（附表4―2）
3.最新沉积粘性土野外鉴别
（附表4―3）
附录五　糙率表
1.《桥渡规范》天然河道糙率
表（附表5―1、5―2）
2.水电部东北勘测设计院所编
天然河道糙率表（附表5―3、5―4）
3.渠道糙率表（附表5―5）
附录六 两次不同重现期流量推求
设计流量换算系数×（T1/T2〕
值表（附表6―1～6―11）
附录七 我国各主要河流实测或调
查所得最大流量记录
1.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流域、
鸭绿江图们江流域、辽河流域
及黄渤海岸诸河）（附表7―1）
2.海滦河流域（附表7―2）
3.黄河流域（附表7―3）
4.淮河沂沭河流域及山东沿海诸
河（附表7―4）
5.西北内陆诸河及额尔齐斯河
流域（附表7―5）
6.长江流域（附表7―6）
7.浙闽台沿海诸河（台湾省资料
暂缺）（附表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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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珠江流域及广东沿海诸河
（附表7―8）
9.西南国际河流（附表7―9）
附录八 S（f）曲线查用表（附表8―1）
附录九 上海市与浙江省内河通航桥
下净空尺度表
附录十 铁路、公路、域市道路设置
立体交叉的暂行规定
附录十一 铁路桥梁建筑限界
附录十二 公路建筑限界
附录十三 壅水公式
附录十四 容许（不冲刷）流速表
1.粘性土的容许（不冲刷）平均
流速（附表14―1）
2.非粘性土的容许（不冲刷）平均流
速（附表14―2）
3.石质土的容许（不冲刷）平均流
速（附表14―3）
4.渠道容许不冲流速（附表14―4～
14―6）
5.桥梁浅基各种防护类型容许最
大流速（附表14―7）
6.各种铺砌类型的容许流速
（附表14―8）
附录十五 墩形系数
附录十六 常用涵洞水力特征表
附录十七 小桥涵H及Q关系曲线图
附录十八 桥梁式样及主要尺寸
主要参考资料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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