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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下册》

前言

　　为了适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也是为了与国际教育体制接轨，近年来，我国的原建筑工程
、桥梁与地下工程、岩土工程、矿井建设工程、公路和铁道工程等专业已调整归并为土木工程专业。
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相继成立。　　根据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制订的该专
业培养方案，&ldquo;桥梁工程&rdquo;为一门专业课。本教材从&ldquo;大土木&rdquo;的专业要求出发
，从整体上考虑专业课程内容。本教材分上、下两册：上册适用于土木工程专业本科生修习，讲授时
间约需40学时，通过学习学生能基本掌握城市、公路及铁路常用中、小跨径桥梁设计和施工的基本知
识；下册适用于土木工程专业选修桥梁课群组的本科生使用，各章内容相对独立，可根据需要灵活选
用，用36-72学时讲授。学习之后，使学生能掌握较复杂的大、中跨桥梁设计与施工的基本知识，并了
解各种桥梁设计规范的区别和联系。　　本课程的先修技术基础课包括结构力学、结构设计原理（含
钢结构）、土力学及基础工程。　　《桥梁工程》上册分九章，主要介绍中、小跨径桥梁及支座和墩
台设计、施工的基本知识。　　《桥梁工程》下册主要介绍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刚构）桥、拱桥等
大跨径桥梁的结构构造特点、设计的基本内容、计算分析方法及其建造过程和特点，还包括近年来在
我国大量修建的，线形复杂、功能多样的立交桥。通过学习，使学生能掌握较复杂的大、中跨径桥梁
设计的特点及计算分析方法。这些内容是《桥梁工程》下册的重点。由于篇幅限制，较复杂的斜拉桥
和悬索桥只作概要介绍。　　本教材是在国内原有城市道路工程、公路工程和铁道工程专业各自独立
发行的&ldquo;桥梁工程&rdquo;教材基础上，结合现行规范编写而成的。　　本书由西南交通大学强
士中（第十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十三章、第十四章）、赵人达（第十章），长安大学贺栓海（第
十一章第六节），西南交通大学李小珍（第十一章第三节、第十二章）、卫星（第十一章第四节、第
五节）共同编写，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任伟平和李贞新参加了本书文稿整理及部分图表绘制工作。全
书由强士中统稿，并对各章内容做了适当的增、减和调整。　　北京交通大学夏禾教授仔细审阅了全
书，并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使本书增色不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
，同时将不同的桥梁设计规范融合在一本教材中，也是初次尝试，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真诚地
欢迎使用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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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下册》

内容概要

《桥梁工程(下)》根据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指导委员会制定的该专业培养方案，“桥梁工程”为一
门专业课。本教材从“大土木”的专业要求出发，从整体上考虑专业课程内容。本教材分上、下两册
。上册适用于土本工程专业本科生，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基本掌握城市道路、公路及铁路常用中、小跨
度桥梁设计和施工的基本知识。下册适用于土木工程专业选修桥梁课群组的本科生使用，各章内容相
对独立，可根据需要选用，学习之后学生能基本掌握大、中跨度桥梁设计与施工的基本知识。 
《桥梁工程(下)》既可作为土木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的专业课程教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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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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采用顶推法施工的连续梁　　当采用顶推法施工时，梁的弯矩和剪力在顶推过程中不断地正
负交替变化着，这对混凝土梁很不利。特别是梁的前端常处于悬臂受力状态，与就位后的情况不同，
使预应力钢筋布置困难，有些在顶推阶段需用的预应力钢筋，梁就位后不拆除反而有害；有些在使用
阶段必需的预应力钢筋，只能在梁就位后再穿束张拉。各滑移支垫高程的调整，除影响梁部结构的内
力分布和可能引起扭矩外，还将使墩台承受较大的纵向或横向偏心荷载。在推移过程中，墩台受到较
大的水平推力，可能引起不小的墩顶位移。所以，对于用顶推法施工的连续梁的桥墩和桥台，也应进
行顶推阶段的验算，必要时应采取临时加固措施，以免发生意外。　　在顶推阶段，连续梁的受力情
况，与导梁的长度对被顶推梁的跨度之比、刚度之比、自重之比，以及有无临时中间墩，或临时缆索
等而有所不同。而且，必须从顶推开始位置到最后落梁就位的整个区间，划分为若干个区段，计算出
每向前顶推一段，梁内各截面的弯矩和剪力，然后汇总，得出最大、最小的弯矩和剪力图。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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