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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通车一年之际，作为大桥的设计总负责人对该桥十几年建设的工作情景还历
历在目。
记得1998年朝天门长江大桥与渝澳大桥一起立项，并开展前期研究工作，形成了两座大桥的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但由于建设资金紧张，朝天门长江大桥迟迟未能开工建设，这一延后就是6年。
这期间重庆各方面得到迅猛发展，朝天门长江大桥原来的桥型方案以及设计理念都无法满足社会发展
的需要。
大桥现已地处中央商务区，成为连接江北和南岸交通主要干道，重庆市环形轨道交通也需要通过大桥
。
因此，大桥既有满足公轨两用交通功能要求，又要反映重庆重工业城市的历史风貌，同时体现年轻直
辖市活力的标志性建筑景观要求。
设计者不得不重新思考设计理念，最终提出了多肋飞燕式钢桁拱桥方案。
该方案体现了古典与现代建桥技术的完美结合，2004年第一次亮相在专家评审会上就得到了一致认可
，并成为设计招标的唯一桥型。
　　2009年4月29日，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以主跨552m而居同类桥梁世界第一。
在通车现场，很多前来参观的市民看着大桥优美的身姿，不禁惊叹：“它就像一道亮丽的彩虹”，并
认为是“全市最漂亮的大桥”。
大桥的落成和通车也标志着我国桥梁建设水平和科技实力又有了新的飞跃。
朝天门长江大桥的成功建成，耗费了所有参建人员的大量心血。
曾记得，中国工程院郑皆连院士等国内一大批技术专家来渝参与桥梁设计方案的论证并对该桥的桥型
作出肯定，对施工方案也提出了“先拱后梁”的意见，为大桥的成功建成奠定了坚实基础；招商局重
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张力董事长、韩道均院长为大桥方案的确定提供了许多想法和建议；设计
总负责人在手术后3天就组织设计组的同事研究桥梁体系、支撑方式并编制投标文件；设计组、研究
组、景观组的各位同仁为了大桥的结构体系、节点构造、施工工艺以及桥梁景观等的设计熬过了多少
个日日夜夜，其情景历历在目。
正是由于大家的努力，这一创新设计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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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特大跨径钢桁架拱桥设计技术》主要针对钢桁架中承式拱桥这一复杂结构，结合主跨552m的特
大跨径拱桥——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的前期研究、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以及大桥设计关键技术研究
的成果，对钢桁架中承式拱桥设计中工程技术人员普遍关心的问题以及经。
验和成果进行介绍。
内容包括：钢桁架中承式拱桥及其设计概况、朝天门长江大桥设计理念、桥型设计构思，跨径布置选
择、桥梁材料选取、结构支撑体系选择和主孔桥西桁式及主桁节点的思路和依据结构分析中桥梁的计
算原则与方法、详细的计算模型和各种工况下的计算成果；精细化设计中关键节点细部分析用梁元模
拟节点中的高强螺栓，为优化节点提供使用的力法：建立主桥施工中关键阶段效的预判机制，分析主
桥能容许的最大误差及控制描施，使结构应力在运营阶段处于控范围；钢桁架桥次应力的分析和采取
的处理措施等。
　　《特大跨径钢桁架拱桥设计技术》可供从事公路交通、市政交通的工程技术人员设计、研究和施
工州参考，也可供高等院土木工程专业的在校学生习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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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世纪80年代国内开展了桁架整体节点构造的研究，并在孙口黄河铁路桥上首次成功使用。
随后，国内许多桁架桥都陆续采用了整体节点的构造技术。
其特点主要有：节点板与其相邻的弦杆竖板在工厂焊接形成整体，相邻弦杆在工地用高强度螺栓在节
点范围外拼接，桁架的斜杆、竖杆在节点范围内拼接。
这可以减少工地的预拼工作量，弦杆间采用全断面拼接可以减少高强度螺栓的用量，弦杆的整体密封
性好对后期防腐有利。
但该构造具有工厂的焊接工作量大，制孔工件大，加工成本有所增加，厚板节点板在焊接时产生的不
可矫正的残余变形使插入式斜杆、竖杆现场拼装时高强度螺栓夹紧困难的缺点。
钢桁拱桥在外观轮廓上与普通的桁架梁桥不同，但结构的受力和构造原理相同，因而整体节点构造和
桁架梁传统的拆装式节点构造都能使用。
但由于桁架拱桥的特点使大量相邻弦杆间存在转折。
准确的弯折角度是保证杆件的实际内力与设计内力相吻合及成桥线形的关键制造工艺之一，制造时必
须增加工装设备进行定位和控制焊接变形，加大了制造难度和成本。
因此就经济而言，钢桁拱桥不宜采用整体节点构造。
宜万铁路万州长江大桥、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等钢桁拱桥均为拆装式节点构造，现场高强度螺栓连接
。
1.4.5 桁拱的安装　　钢桁拱桥的现场安装方法有：满布临时支架、浮运架设、单向悬臂拼装、从两岸
的端部分别向主跨跨中单向悬臂拼装跨中合龙和从中支点向两侧对称悬拼跨中合龙等。
　　浮运架设在工程中很少用于桁架拱桥施工。
主要是由于庞大的结构外轮廓尺寸，在运输过程中产生意外的风险非常大。
　　单向悬拼是修建钢桁拱桥比较常用的方法。
该方法由于结构在安装过程中与成桥后受力不一致，为满足安装过程的受力需要修建较多的临时墩。
　　满布临时支架对于桁架拱桥主跨跨度相对较小的，且位于水深较浅航运要求不高或陆地上的旱桥
可以考虑。
　　从两岸分别向主跨跨中单向悬拼跨中合龙的方法，对于仅主跨为大跨桁拱结构，而边跨为跨度相
对较小的桁梁结构的连续桥而言应是比较适宜的安装方法。
该方法边跨安装时的临时支架受力明确，设计和施工都较容易，施工措施费用的增加相对也很有限。
宜万铁路万州长江大桥和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图1.4 ）都是采用此方法安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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