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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德国工程师Dischinger于1936年建造的第一座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采用的是比当今传统的后张
体内预应力混凝土桥梁更早出现的一种预应力技术。
由于在20世纪30年代尚不能解决体外索的防腐问题，因而实际应用很少，很快就被以法国工程
师Freyssinet为代表的后张体內预应力技术所取代。
　　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各国相继发现了体內预应力技术存在的缺陷，即密集的管道造成混凝土灌
注的困难；管道申的预应力束因压浆不密而产生腐蚀，又难以检测和更换。
同时，斜拉桥的发展使拉索的防腐技术日益进步，在这一形势下，体外预应力又重新登上了舞台。
这种施工快捷，养护方便，又易于检测和更换的新技术逐步成为国际上最常用的混凝土桥梁形式，并
且也符合全寿命和可持续发展的当代设计理念。
　　30多年来，体外预应力桥梁在国外大型桥梁工程的引桥、城市高架以及轻轨桥梁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然而，遗憾的是，在国內近20年的桥梁建设高潮中，由于体制、材料、设计规范、施工设备等方面的
滞后，这种先进的体外预应力技术并未得到重视和推广。
直到在2008年建成的苏通大桥的引桥中，才第一次较大规模地采用了体外预应力技术，落后了国外
近30年。
　　徐栋教授是同济大学桥梁工程系混凝土研究室副主任，他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体外预应力桥梁设
计理论的博士学业，后又和同济OVM预应力研究中心合作开发了体外预应力工艺设备，为苏通大桥成
功实施体外预应力建设方案创造了条件。
　　中国是一个桥梁大国，每年桥梁建设的规模和数量巨大，其中混凝土桥梁占总数90％以上。
混凝土桥梁的耐久性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而中国的混凝土桥梁的早期劣化又比较严重，体外预
应力的发展有可能成为解决耐久性问题的重要手段。
本书是徐栋教授多年来研究成果的汇总，希望能在国內进一步推广体外预应力技术的进程中发挥重要
的作用。
　　我期望中国桥梁界能尽快推广体外预应力技术，以提高混凝土桥梁的品质和耐久性，保障其正常
使用寿命，同时也为国际预应力事业的发展作出中国桥梁界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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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桥梁体外预应力设计技术》共分九章，包括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概论、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
梁弹性阶段的设计计算方法、体外预应力钢束的疲劳评价、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极限状态的力学性
能、体外预应力钢束体系与钢束设计、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的转向结构和锚固结构设计方法、预应
力混凝土结构中非预应力钢筋配筋设计新概念、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桥空间分析与开裂下挠问题、设计
建议和发展展望。
　　《桥梁体外预应力设计技术》可供桥梁科研、设计及施工人员使用，也可供高等院校高年级本科
生及研究生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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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第一节　体外预应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第二节　预制节段施工方法概述第三节　体外预
应力技术与预制节段施工方法在我国的运用第四节　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评述本章参考文献第二章
　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弹性阶段的设计计算方法第一节　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在弹性阶段的计算
特点第二节　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的预应力损失计算第三节　体外预应力钢束在转向处的滑移研究
第四节　体外预应力钢束的二次效应本章参考文献第三章　体外预应力钢束的疲劳评价第一节　概述
和研究方法第二节　疲劳荷载描述第三节　体外预应力钢束疲劳特性研究第四节　体外预应力钢束在
转向处局部磨损研究本章参考文献第四章　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极限状态的力学性能第一节　体外
预应力混凝土桥梁极限状态受弯力学性能第二节　基于《04桥规》的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极限状态
抗剪设计方法本章参考文献第五章　体外预应力钢束体系与钢束设计第一节　体外预应力钢束体系第
二节　体外预应力钢束设计第三节　旨在取消竖向预应力的体内体外混合配束设计本章参考文献第六
章　体外预应力混凝土桥梁转向结构和锚固结构设计第一节　转向结构受力性能的参数化分析第二节
　转向结构简化计算方法第三节　基于应力的锚固横梁配筋方法第四节　拉压杆模型配筋设计法第五
节　计算结果的比较本章参考文献第七章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中非预应力配筋设计新概念第一节　引
言第二节　应力的来源及其交付配筋的基本构件第三节　国内外现行规范抗剪配筋设计方法综述第四
节　基于应力的混凝土结构抗剪配筋设计原理本章参考文献第八章　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桥空间分析与
开裂下挠问题第一节　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桥发展现状及分析方法综述第二节　混凝土箱梁截面上的关
注位置与活载剪应力放大系数第三节　采用七自由度算法分析病害桥梁第四节　基于空间网格模型的
预应力混凝土箱梁桥开裂下挠病害解析本章参考文献第九章　设计建议及发展展望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桥梁体外预应力设计技术>>

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体外预应力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二、再发展的原因　　体外束得以
再发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一是加固维修原有预应力混凝土体内配束桥梁及钢筋混凝土桥梁得到的经验；二是斜拉桥的复兴促进
了体外索的发展；三是伴随着节希施工法大量运用的施工技术的进展；四是对体内预应力“自然防腐
”的再认识。
　　20世纪70年代，欧洲各国相继发现用体内布筋建造的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由于建造时对摩擦造成
的预应力损失及混凝土徐变、温度影响估计不足，破损严重，致使多数需要补强。
荷载等级的提高也需要对原有桥梁进行加固。
加固时通常都不得不在原桥结构外部进行，即必须把预应力束布置在混凝土截面以外，使体外束补强
措施成为一种主要的也是最积极的桥梁加固方法。
在桥梁加固方面的经验使工程师们认识了体外预应力的诸多好处，如预应力束布置大大简化，操作与
追加新束方便，并大大减少了由于管道摩擦造成的预应力损失。
同时，高强度钢绞线的发展及应用导致了体外束数量减少，使体外束桥梁的设计、施工更为简易。
　　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斜拉桥的发展，同样也促进了与其属于同一范畴的体外预应力的发展。
斜拉索的防护问题在不断得以解决和完善的同时，其相关技术也被大量应用于解决体外预应力束的防
腐问题，从而使制约体外预应力结构发展几十年的关键因素——钢束防腐蚀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
决，从而大大促进了因腐蚀问题而停滞不前的体外预应力桥梁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节段施工法成为桥梁建设的主流，这使桥梁的设计、施工和管理成为相互紧
密关联的因素，桥梁的经济性不再仅仅由桥梁结构本身所耗费的材料指标所决定。
在施工速度、施工费用、对施工质量的把握以及将来对桥梁的管理和维护方面，多数条件下体外预应
力具有体内预应力难以比拟的优势。
美国和法国是现代体外预应力结构应用的先驱者。
在美国，考虑桥梁建设的经济性是首要的，其工程合同一般总是给最低标价的承包人，采用体外束因
能减小腹板厚度而使其成为减轻结构重量的一种方法，而且在不考虑替换钢束的情况下，这种预应力
技术在多跨长桥中是最简单和最经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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