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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墩身截面局部平面偏位及其加固处治对桥梁的影响!针对某连续刚构桥
N-

墩局

部偏位区段采用增大墩身壁厚的方法进行加固处治!并通过空间梁模型对该桥施工过程'成桥状

态及加固措施进行模拟分析$结果表明!

N-

墩局部偏位对主梁和其他桥墩影响很小!对
N-

墩偏

位区段影响较大!对
N-

墩的受压稳定性及抗扭承载力未造成明显不利影响!应力分布与设计状态

相比也未出现明显不利变化!但造成部分截面抗压'抗剪承载力安全储备比设计状态下降!偏位区

段局部截面下降尤为明显%采用增大局部偏位墩身壁厚的加固措施对
N-

墩受力产生了明显有利

影响!

N-

墩抗压'稳定性安全储备略有改善!抗剪'抗扭安全储备及应力水平改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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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某特大桥全长
"%*#1

$桥跨结构为
.L%#1_

梁
D

!

"#*D%L"'#D"#*

"

1

预应力砼连续刚构
D-

L%#1_

梁桥%主墩墩身由双肢薄壁空心墩组成$

每肢墩身为单箱三室截面$采用滑模法施工%其中

N-

墩为等截面墩身$高
"#*1

&厚
%1

$因施工期间

测量控制不到位$该墩靠黔西岸侧肢墩距墩底
%'

!

$)(-'1

区段产生局部平面偏位$与设计线形相比$

距墩底
!-(-'1

截面偏位最严重$纵桥向最大偏位

*%Y1

!偏向白蜡坎岸侧"$横桥向偏位
"!Y1

!偏向

左半幅桥$见图
"

"%对平面偏位区段墩身采取增大

墩身壁厚的方式进行加固处治%

#

"

结构计算分析

采用
R̂ S+;

,

K3[39

有限元软件建立空间梁模

图
!

"

0,

墩右肢与设计状态相比的偏移情况!单位'

1

"

型对该桥施工过程和成桥状态进行模拟分析%单元

类型全部为梁单元$共计
'-)

个节点&

'-.

个单元%

对桥墩偏位的模拟采用对节点坐标进行修正的方法

来实现$节点坐标修正值采用该截面上各点偏位的

平均值%图
*

为有限元模型%

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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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墩
;

构有限元模型外观对比

#"!

"

与设计状态内力差异分析

上部箱梁主要截面内力最大正偏差
#(.J

&最大

负差
,#("J

$

N%

!

N)

墩墩顶截面内力最大正偏差

#(*J

&最大负偏差
,#(*J

%

N-

墩截面内力偏差见

表
"

$偏差较大截面主要为偏位区段$可判断
N-

墩

局部偏位对上部箱梁及其他桥墩内力影响很小$对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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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墩内力变化情况
J

项目
最大正

偏差

最大

负偏差
项目

最大

正偏差

最大

负偏差

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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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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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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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弯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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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墩内力有不利影响%

#"#

"

0,

墩承载能力分析

N-

墩局部偏位对该墩内力有不利影响$故提取

N-

墩的内力$结合配筋情况$按照规范对其进行承

载力验算及裂缝宽度验算%计算结果如下'

N-

墩墩

身的抗压&抗剪&抗扭承载力及受压稳定性均满足要

求#墩身裂缝宽度最大为
#(#"$.11

$裂缝宽度限

制为
#(*#11

$裂缝宽度满足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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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墩应力计算分析

N-

墩
_

构最大悬臂施工阶段$短暂状况下的

墩身边缘砼的压应力需满足
"

<

YY

-

#I-

#

j

Yb

$墩身中性

轴处砼的主拉应力需满足
"

<

<

G

-

#

j

<b

%计算结果!见表

*

"表明'

N-

墩墩身边缘砼的压应力满足要求$中性

轴处砼的主拉应力满足要求%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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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墩墩身边缘砼应力验算结果

应力类别 最大值,
RN2

容许值,
RN2

验算结果

砼主压应力
,*(!-*" ,*!('*

满足要求

砼主拉应力
#(*#"% *($!

满足要求

"

注'拉应力为正$压应力为负%

&

"

0,

墩影响性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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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墩承载力安全储备影响

&(!(!

"

抗压承载力及受压稳定性

N-

墩抗压承载力设计状态/抗力,效应0计算值

为
"(#"!

!

$('$!

$现状/抗力,效应0计算值为
"(#"#

!

)(#%%

#桥墩/抗力,效应0计算值最不利变化发生

在黔西侧肢墩偏位区段距墩底
%-1

处截面$现状

该截面/抗力,效应0计算值为
*(-%'

$比设计状态相

对折减
*#(!'J

%局部偏位主要造成黔西侧肢墩部

分截面抗压承载力安全储备比设计状态下降$且偏

位区段局部截面下降明显%

N-

墩受压稳定性设计状态/抗力,效应0计算值

为
"()$!

!

%('"*

$现状/抗力,效应0计算值为
"()$$

!

%(--#

$/抗力,效应相对变化百分比0最大折减

.i#!J

$局部偏位对桥墩受压稳定性安全储备未造

成明显影响%

&(!(#

"

抗剪承载力

N-

墩抗剪承载力设计状态/抗力,效应0计算值

为
%(%!%

!

"%(*.-

$现状/抗力,效应0计算值为
!(#)#

!

"%(.)!

#桥墩/抗力,效应0计算值最不利变化发生

在黔西侧肢墩偏位区段距墩底
!'1

处截面$现状

该截面/抗力,效应0计算值为
!(#)#

$比设计状态相

对折减
.#()*J

%局部偏位主要造成黔西侧肢墩部

分截面抗剪承载力安全储备比设计状态下降$且偏

位区段局部截面下降明显%

&(!(&

"

抗扭承载力

N-

墩抗扭承载力设计状态/抗力,效应0计算值

为
*(**#

!

*($%"

$现状/抗力,效应0计算值为
*i#$%

!

*($.$

$/抗力,效应相对变化百分比0最大折减

)i'J

$局部偏位对桥墩抗扭承载力安全储备未造成

明显影响%

&"#

"

桥墩偏位区段应力影响

N-

墩偏位区段设计状态下
%

角点的应力值为

,$(.#

!

#('$RN2

$现状
%

角点的应力值为
,$($"

!

"(#.RN2

$偏位区段各截面的应力增量为
,#(-%

!

"($#RN2

!见表
.

"%与设计状态相比$现状
N-

墩

墩身应力未出现明显不利变化%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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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墩截面
'

角点应力设计状态与现状对比
RN2

状态类别 效应标准值组合
%

角点应力

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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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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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

!

D

.

D%

"

KU.

!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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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状态
最大压应力值

,$(.# ,!($$ ,!(#$ ,%(%"

最大拉应力值
, , #('$ #(*)

现状
最大压应力值

,$($" ,!('" ,!(%" ,%(!$

最大拉应力值
, , "(#. #(*-

应力增量
受压增量最大值

,#($- ,#()# ,#(-% ,#()'

受拉增量最大值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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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拉应力为正$压应力为负#受拉增量为正$受压增量为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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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墩平面偏位区段加固处治作用分析

对平面偏位区段采用增大墩身壁厚的方法进行

加固处治$对偏位区段墩柱在未加固&有加固状态下

的/抗力,效应0相对变化情况和截面应力最大变化

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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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截面应力与设计状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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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差由未加固时的
,%(!%

!

*(-%RN2

减小为有加

固时的
,#(-%

!

"($#RN2

$平面偏位区段/抗力,效

应0与设计状态的相对变化见图
.

%

图
&

"

有无加固措施时
0,

墩偏位区段)抗力'效应*与

""

设计状态的相对变化对比

分析结果表明加固措施增大了偏位区段墩身截

面$使墩身局部内力分布发生改变$对桥墩受力产生

明显有利影响$与未加固时相比$桥墩抗压和稳定性

安全储备略有改善$抗剪和抗扭安全储备及应力水

平改善明显%

(

"

结论

!

"

"

N-

墩局部平面偏位对主梁和其他桥墩影

响很小$对该墩偏位区段影响较大%其中
N-

墩受

压稳定性及抗扭承载力未产生明显不利影响$应力

分布与设计状态相比也未出现明显不利变化$但造

成部分截面抗压&抗剪承载力安全储备比设计状态

下降$偏位区段局部截面下降尤为明显%

!

*

"采用增大局部平面偏位墩身壁厚的加固措

施对
N-

墩受力产生了明显有利影响$与未加固时

相比$

N-

桥墩抗压和稳定性安全储备略有改善$抗

剪和抗扭安全储备及应力水平改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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