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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配式钢桥架设方法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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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装配式钢桥常用的架设方法，在此基础上，利用了ＡＮＳＹＳ通用有限元软件，以某型刚桥为工程对象，建立了桥
梁的空间有限元分析模型，对２种架设方法的结构应力与应变进行了求解，比较了２种架设方法间的差异。并分析了差异
产生的原因，为装配式钢桥架设方法的优选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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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配式钢桥是一种可分解的、能快速架设的桥梁。由于其
具有结构简单轻巧、预制、拼装简便、互换性好、地形适应能力强

等优点，深受广大用户的欢迎，并在国防交通应急保障、抢险救

灾和桥梁施工保障等方面得到了广泛应用［１－２］。装配式钢桥的

架设方法不但关系到钢桥的结构形式，而且直接影响钢桥的架

设速度与承载能力。因此，架设方法的选择是装配式钢桥研究

中的重难点问题之一。本文以某大跨度钢桥为研究对象，对常

用的“跨骑式”和“悬挂式”两种架设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为装

配式钢桥架设方法的优选提供了参考。

１　装配式钢桥架设方法

当前，装配式钢桥的架设方式主要有 “跨骑式”和“悬挂

式”［３］。

１．１　“跨骑式”架设方式
“跨骑式”架设方法是桥梁架设时首先将导梁在架桥机构上

逐节连接并推送到对岸，然后将桥跨逐节连接好后，再将桥跨沿

导梁推送到对岸，完成架设。该架设方法的特点是桥梁架设完

成后导梁不撤收，即导梁与桥跨一一对应，因此其架设和撤收桥

跨的速度比较快。但由于跨骑式架设的导梁上下摆动空间比较

少，因此桥梁架设时高差适应能力相对较差。有代表性的是德

国的ＦＦＢ桥、瑞典的 ＦＢ４８桥均采用了该架设方法，其架设示意
图如图１所示。

图１　“跨骑式”架设方法示意图

１．２　“悬挂式”架设方式

“悬挂式”架设方式是桥梁架设时首先将高悬在架设桥梁上

方的导梁逐节连接并推送到对岸，通过滑轮组和滑车，将首个桥

节模块吊在导梁下面，并依次连接桥节，再由滑车沿导梁向对岸

推送，桥跨就位后，导梁必须撤收并可用于其他桥梁的架设。该

架设方法的特点是桥梁架设完成后导梁必须撤收，因此，一套导

梁可以架设多座桥梁。但由于需要撤收导梁，且作业平面较高、

人工参与较多，其架设和撤收的时间不容易控制且比较长。有

代表性的是英国的ＡＦＢ桥、ＢＲ９０桥 、美国的ＨＤＳＢ桥均采用此

种架设方式，其架设示意图如图２所示。

图２　“悬挂式”架设方法示意图

２　两种架设方法的比较分析

２．１　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对象为某型装配式钢桥，结构形式如图 ３所示。

其桥跨为两个倒三角桁架，导梁为一个正三角桁架。主要尺寸

参数包括桁高、节间长度、斜杆倾度等，这些参数对刚桥的技术

经济指标有着重大的影响［４－５］。



图３　某型装配式钢桥主要组成部分结构示意图

２．２　有限元模型的构建
有限元模型采用 ＡＮＳＹＳ通用有限元软件构建。桥体和导

梁各桁架杆件均选用 ＢＥＡＭ１８８空间梁单元，为简化计算，建模
过程中不考虑桥面板，得到的“跨骑式”有限元模型如图４所示，
“悬挂式”有限元模型如图５所示。

图４　“跨骑式”有限元模型

图５　“悬挂式”有限元模型

２．３　计算结果与分析
计算模型的网格划分均采用线网格元素为１的网格。“悬

挂式”计算模型的约束条件仅需要对桥体两端各２ｍ处的节点上
作ＵＸ、ＵＹ、ＵＺ方向的简支约束；而对“跨骑式”计算模型的约束
条件还需要对导梁与桥体接触节点处进行ＵＸ、ＵＹ方向的约束。
加载方式为中心加载，即荷载加载位置在桥跨中部，如图６所
示。加载过程为４０ｔ→５０ｔ→６０ｔ。

图６　加载方式示意图

　　图７给出了６０ｔ加载条件下２种架设方法的应变云图。

图７　６０ｔ加载下２种架设方法的应变云图

　　图８给出了不同荷载加载下两种架设方法的桥梁应变。

图８　不同荷载作用下２种架设方式的全桥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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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９给出了不同荷载作用下 ２种架设方法的最大单元
应力。

图９　不同荷载作用下２种架设方式的最大单元应力

　　由图７、图８、图９可以看出：
１）２种架设方法的应变都是跨中最大，并由跨中向桥梁两

端逐渐减小，且成对称分布；而桥梁应变均随荷载吨位的增加逐

渐增大。这些都与理论认识是一致的，从一定程度上验证本文

计算方法的可信性。

２）在相同荷载工况条件下，“跨骑式”的桥梁应变与应力均
比“悬挂式”的小，分析原因主要是“跨骑式”架设导梁不撤收，

在成桥通载阶段，主梁与导梁共同承受外荷载。由于导梁的因

素，使得全桥截面刚度增加，抗剪抗拉、压性能都得到增强，导梁

同时可以分配外荷载带来的部分应力，减小了主梁应力，提高主

梁工作的安全性能。因此，在通载阶段，跨骑式架设方式在提高

桥跨承载力与减小主梁变形有比较大的优势。

３）不同荷载作用下，“跨骑式”的桥梁应变与应力的变化幅
值也均比“悬挂式”的小，究其原因，也是由于导梁的存在引

起的。

综上所述，“跨骑式”架设方法在通载过程中比“悬挂式”架

设方法更具竞争力，因此，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应优先选用。

３　结束语

装配式钢桥的架设方法是其设计与使用过程中的关键环节

之一。本文采用有限元方法对常用的两种架设方法进行了比较

分析，为钢桥设计与使用提供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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