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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提高混凝土桥梁的耐久性不仅仅是材料工程师的事，也是结构工程师的事，吉林等编著的《混凝土梁
桥抗裂与结构耐久性设计》旨在从结构工程师的角度出发，探讨混凝土桥梁的耐久性设计方法。
主要包括：绪论、混凝土桥梁结构耐久性设计框架、基于提升耐久性混凝土桥梁概念设计、合理成桥
状态及纵向预应力配筋设计、腹板抗裂验算及设计方法、预应力锚固区的配筋设计方法、墩顶横隔梁
的配筋设计方法、合龙束径向力效应分析与抗裂设计、抵御环境侵蚀的耐久性设计与施工方法。
其中，既包括国内外学者在耐久性问题上的新理念，也包含作者的一些研究成果。

《混凝土梁桥抗裂与结构耐久性设计》可为从事桥梁设计、施工和科研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参考，也
可供相关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师生教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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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直到1928年，法国工程师E.Freyssinet开始将高强度钢丝用于预应力混凝土。
这种钢丝极限强度达到了1725MPa，施加的预应力也约为1000MPa，在钢丝中产生的应变远大于混凝
土收缩徐变引起的应变损失，在混凝土中建立永存预应力。
1934年，德国工程师F.Dischinger获得了向结构施加体外预应力的技术专利，并于1936年在德国设计了
世界上第一座体外预应力桥梁，该桥使用体外预应力技术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当时的计算理论不成
熟，为以后对桥梁的补张拉提供可能。
1938年，德国人E.Hoyer首先将先张法应用于工程中，该桥是由4个33m简支孔组成的桥梁，也是第一座
在预应力钢束和混凝土之间完全有黏结的桥梁。
而预应力混凝土真正得以大规模付诸于实践，还是在发明出可靠的张拉方法与锚固措施之后。
1939年，E.Freyssinet又发明了端部锚固用的锥形锚具（F式锚）及张拉体系，提出了后张预应力混凝土
施工工艺，标志着预应力技术开始得到广泛的应用。
显然现代预应力技术的发展是以Freyssinet的后张体内预应力体系为代表的，同时各国工程师在预应力
技术的应用当中，也逐渐认识到了体内预应力体系的优势：在极限状态下有着比体外预应力体系更高
的使用效率，包括更大的偏心距和更高的钢束极限应力；钢束有周围混凝土的保护，在防止钢束腐蚀
方面有先天的优势。
而体外索的防护与防腐问题在当时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在随后的30多年中实际工程很少应用，体外
预应力技术基本处于停滞阶段。
甚至体外预应力结构的创始者F.Dischinger也于1949年转变成为体内有黏结预应力的支持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各国大量桥梁的修复和新建工作促进了现代斜拉桥的发展。
斜拉桥的复兴促使着预应力技术由体内向体外转变，使得制约体外预应力技术发展的最大瓶颈——防
腐蚀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体外预应力体系的广泛应用，为其后节段预制拼装桥
梁的大规模应用，提供了技术上的有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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