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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桥梁技术得到空前发展，表现为持续增长的桥梁数量、推陈出新的结构形
式、不断刷新的桥跨记录和日渐显现的创新成果。
然而，在我国桥梁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并坦然地承认，我国的桥梁科技距离
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的差距，诸如，在桥梁工程建设的总体质量管理水平上，在桥梁技术的重大创
新上，在桥梁规范的结构体系上，甚至在高质量的桥梁著述上。
所有这些，都需要土木工程界的广大科技工作者付出艰辛的努力。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桥梁概念设计与分析理论》，就是一本高质量、有见地的桥梁著
述。
本书有这样几个鲜明的特色：　　一、以桥梁结构形式为纲目，以概念设计和分析理论为线索，搭建
了一本桥梁工程基本教程的框架。
上册内容包括两部分：桥梁设计总说和混凝土梁桥；下册内容包括三部分：拱桥、斜拉桥和悬索桥。
　　二、对桥梁设计准则和概念设计要点进行了深入讨论，结合工程实践，强调基本概念、基本原理
和基本方法。
如在讲述抗弯、抗剪设计原理以及空间效应、温度作用和收缩徐变等影响时，试图深入浅出地阐明公
式、方法背后的本源。
　　三、注重吸收国内外新的设计理念和方法。
例如，混凝土梁桥中，区分B区与D区的概念，在B区设计中提出了合理成桥状态的实用设计方法，
在D区设计中较系统地阐述了拉压杆模型的方法和应用，其中不乏最新研究成果。
　　四、面向工程实际，推崇实用方法，注重定性判断和定量估算。
例如，在讨论变截面箱梁的剪应力分布规律、箱梁桥偏载系数沿桥跨分布、徐变次内力的产生条件及
其影响、曲线梁桥的力学特征等内容中，有许多有实用意义的讨论。
书中阐述的简化公式也为桥梁初步设计方案的比选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五、列举了不少世界范围内的工程案例，总结了值得反思的经验教训。
　　因此，本书不但可以作为博士、硕士研究生教材，而且也是桥梁工程设计人员和科技工作者的重
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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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桥梁概念设计与分析理论（上册）》是以桥梁概念设计和分析理论为主线的桥梁工程教程。
上册内容包括两部分：桥梁设计总说和混凝土梁桥；下册内容包括三部分：拱桥、斜拉桥和悬索桥。
《桥梁概念设计与分析理论（上册）》上册的特点有：①对桥梁设计准则和概念设计要点进行了深入
讨论，结合工程实践，强调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
②注重吸收国内外新的设计理念和方法。
例如，预应力混凝土梁桥的合理成桥状态设计方法，混凝土梁桥D区设计的拉压杆模型方法，节段预
制拼装桥梁的抗剪设计等，其中不乏最新研究成果。
③面向工程实际，推崇实用方法，注重定性判断和定量估算。
④列举了不少世界范围内的工程案例和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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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剪力滞8.3 箱梁的扭转8.4 箱梁的畸变8.5 箱梁桥的偏载系数本章 参考文献第9章 温度作用效应9.1 混凝
土桥梁所受温度作用9.2 混凝土形成期的水化热9.3 混凝土桥梁的环境温度作用模式9.4 环境温度下的结
构纵向分析9.5 温度梯度下的箱梁横向分析本章 参考文献第10章 混凝土徐变和收缩作用效应10.1 徐变
和收缩的机理及影响因素10.2 徐变和收缩的度量10.3 徐变引起结构次内力的条件10.4 收缩、徐变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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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横隔梁锚固区13.4 墩顶横隔梁13.5 变截面箱梁桥跨中底板径向力作用区本章 参考文献第14章 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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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腿断裂15.3 瑞典桥的病害与加固15.4 法国高架桥的病害与加固15.5 加拿大桥病害与加固本章 参考文
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桥梁概念设计与分析理论（上册）>>

章节摘录

　　（2）对于节段悬臂施工所形成的桥梁，不能用初始成桥线形或预应力引起的弹性挠度的大小来
控制长期时效挠度，应该通过控制成桥时的初始挠曲状态去控制后期的徐变挠度。
　　（3）在大跨度混凝土梁桥中，预应力所需抵消的外荷载效应，不能仅包括恒载与一定比例的活
载，还应该全面考虑恒载、活载及其他可变荷载的变异性及其影响。
　　（4）对于桥梁不同部位，应该考虑采用不同的荷载效应平衡系数。
对于大跨度混凝土梁桥，因采用节段平衡悬臂、跨中合龙的方式施工，沿桥跨纵向的恒载、活载比例
大不相同。
为此，应该针对不同的部位，采用不同的荷载效应平衡系数。
　　（5）桥梁的实际预应力损失，往往超过规范公式计算值，且影响预应力损失的因素多、离散性
大，所以，不能指望用有效预应力来“精确”平衡持久荷载的弯曲效应。
　　7.3.2 连续梁桥的合理成桥状态　　在荷载平衡原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设想：能否通过预应力效应
去平衡其他荷载产生的效应，进而抑制长期下挠。
这种以控制长期时效变形为目标的成桥状态，称之为合理成桥状态。
其定义为：在桥梁竣工时，预应力在抵消恒载产生的弯曲和剪切效应之后，使得梁体处于恰当的内力
状态，使之平衡一定比例的活载、温度等作用效应，实现抑制桥梁长期下挠的目标。
这里的合理成桥状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合理受弯状态、合理受剪状态和合理应力状态。
7.3.2.1 合理受弯状态　　在合理受弯状态下，要求梁体根部区域储备一定量的正弯矩，用以抵抗活载
（包括超载）、温度等在根部截面产生的负弯矩；跨中部位储备一定量的负弯矩，用以抵抗在长期运
营中因活载、温度等可变荷载效应造成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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