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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跨度悬索桥抗风》

内容概要

《大跨度悬索桥抗风》是作者近十年来在大跨度悬索桥抗风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总结，其中包括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课题二——“跨海特大跨径钢箱梁悬索桥抗风关键技术研究”的研究成果。全书
共分十二章，内容包括悬索桥跨径演变、悬索桥抗风设计概念、边界层风特性及其模拟、悬索桥风振
基本理论、桥梁断面气动选型数值方法、静风稳定性分析与评价、悬索桥结构动力特性、悬索桥颤振
稳定性能及其控制、悬索桥涡激共振性能及其控制、悬索桥抖振分析与风洞试验、桥面行车风环境及
其改善、悬索桥抗风极限跨径。
《大跨度悬索桥抗风》可供从事桥梁科研、设计及施工的人员使用，也可作为高等院校高年级本科生
及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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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跨度悬索桥抗风》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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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特性第五节 悬索桥结构阻尼比本章参考文献第八章 悬索桥颤振稳定性能及其控制第一节 二维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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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第五节 现场观察与实测本章参考文献第十章 悬索桥抖振分析与风洞试验第一节 桥梁风致抖振响应
分析第二节 桥梁断面气动导纳第三节 风速与气动力相关性第四节 抖振时域分析方法第五节 全桥气弹
模型风洞试验验证本章参考文献第十一章 桥面行车风环境及其改善第一节 桥面侧向风速⋯⋯第十二
章 悬索桥抗风极限跨径

Page 3



《大跨度悬索桥抗风》

章节摘录

　　二章悬索桥抗风设计概念第一节风与桥梁抗风　　风是地球表面的一种自然现象，人类社会能够
定量估算风致作用的历史始于“第一位土木工程师”施密顿（John Smeaton）于1759年所发表的关于平
均风荷载计算的著名论文；120年后的1879年，当时世界最长的84孔铁路桥梁——英国泰湾大桥
（Firthof Tay）被强风吹毁的事实，将风荷载的计算推进到了必须考虑脉动风荷载或阵风荷载的时代
；60多年后，1940年秋，美国华盛顿州建成才四个月的世界第二大跨度悬索桥——塔科玛大桥在8级大
风作用下发生强烈的振动而坍塌，彻底结束了人类单纯考虑风荷载静力作用的时代。现代风工程历史
是从对塔科玛大桥风毁事故的调查开始的，70多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形
成了桥梁与结构的抗风设计原则和规范。一、风特性我们人类是居住在被一层厚达1000km的大气所环
绕的地球上的，这一环绕地球的大气层从上到下可分为热层、中间层、平流层和对流层。其中，对流
层为地球表面以上约10km范围内的大气，人类活动主要在对流层中进行，例如航空飞行常常在近万米
的高空，地球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的高度为8844m。由于太阳辐射在地球表面分布的不均匀
性和地球表面水陆分布、高低分布的不均匀性以及地球的自转等因素而造成的太阳对地表加热的时空
不均匀性，使得对流层中大气温度分布存在时空的不均匀性，造成空气的竖向对流和水平流动，从而
产生了风。简单地讲，风是空气相对于地球表面的流动，主要是由于太阳对地球大气加热的时空不均
匀性所引起。当空气变冷时，它的质量就会增加、就往下沉；当空气变热时，质量减轻，就会往上升
。热空气上升的地方，冷空气就会从周围流过来填补其空缺，由此就形成了风。　　空气的流动产生
风，由于地球表面的地形起伏和各种障碍物的影响，使得靠近地面的风（简称近地风）的流动发生紊
乱。从风速仪的实测记录中已经发现，风速的时程曲线中包含有两种成分，一种是周期大于10min的
长周期平均风成分，一般按照随机变量来描述；另一种是周期仅几秒或更短的短周期脉动风成分，一
般按照随机过程来处理。平均风的大小通常按英国人蒲福（Beaufort）拟定的等级划分成0～12共13个
等级，它是按照陆上地物、海面和渔船等特征以及10m高度处的风速、海面浪高等进行划分的，详细
风力等级如表2.1-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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