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用在桥墩台上的作用及组合 

作用在桥墩台上的作用具体分为： 

 

注：组合式桥墩仍应考虑预加力， 

1. 作用的计算 

（1） 恒载和水的浮力 

桥梁上部结构荷载传至墩台的计算值，由桥梁支座反力计算确定。对于墩台在水下和土

中部分自重的计算方法，要根据地基土的性质加以考虑。 

水下土的浮力计算是一个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图的孔隙中能否传递静

水压力。在考虑水的浮力时，对不同的土质和不同的计算内容作了不同的规定： 



 

 

 

（2） 侧向土压力 

梁桥桥台的侧土压力，一般按主动土压力计算。当桥台刚度很大，不可能产生微量移动，

滑动土体不可能形成时，可按静止土压力计算。 

 

静土压力的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主动土压力计算采用库仑土压力公式。计算土压力时，可按下式计算： 



 

 

 

 

 

 



 

 

 
（3） 汽车荷载冲击力 

 

（4） 汽车荷载的制动力 

在计算梁式桥墩台时，制动力可移至支座中心（铰或滚轴中心）或滑动支座、橡胶支座、

摆动支座的底座面上。 

（5） 流水压力及冰压力 

流水压力 

 

 



 

 

冰压力 

冰压力有竖向和水平向作用力，主要是水平向作用力。水平向作用力包括因风和水流作

用于大面积冰层而产生的静压力、冰堆整体推移产生的静压力、河流流冰产生的动压力。 

（6） 船只或漂流物的撞击力 

 

（7） 地震力 

 

桥梁抗震设计计算和设防可参照《公路桥梁抗震设计细则》（JTG/T B02-02-2008）有关

规定进行。 

2. 作用效应组合 

最不利效应组合： 

（1）只对可能在墩台上同时出现的作用进行效应组合，并分别针对纵向、横向和竖向

的最不利作用效应进行组合。 

（2）当可变作用的出现对墩台的受力产生有利影响时，该作用不参与组合； 

（3）实际不可能同时出现的作用或同时参与组合的概率很小的作用，按表 2-7-2 规定

不考虑其作用效应的组合； 

（4）施工阶段作用效应的组合，应按照计算需要及墩台所处的具体条件而定，桥梁结

构上施工人员和施工机具设备作为临时荷载加以考虑； 

（5）多个偶然作用不同时参与组合。 

桥梁墩台的计算与验算 

一般重力式梁桥墩台的验算包括强度验算、偏心距验算和稳定性验算等；对于高度超过

20m 的重力式实体墩台、各种空心墩和桩，尤其是柱式轻型墩台，尚需要计算及验算墩台的

弹性位移。 

1.重力式墩台的验算 

（一）截面强度验算 



 

 

重力式墩台主要采用圬工材料建造，一般为偏心受压构件，根据《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

范》（JTG D61—2005），其设计过程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采用分项

系数表达式进行计算。在不利荷载组合作用下，验算墩台各控制截面作用效应的设计值（内

力）应小于或等于结构抗力效应的设计值，以方程式表示为： 

0 ( , )d dS R f a   

式中：S―作用效应组合设计值，按（JTGD60-2004）的规定计算； 

R(·) ―构件承载力设计值函数； 

df ―材料强度设计值； 

ad ―几何参数设计值，可采用几何参数标准值 ak，即设计文件规定值。 

墩台截面的强度验算包括以下各项内容： 

（1）选取验算截面 

1）通常选取墩台身的基础顶面与墩台身截面突变处。 

2）采用悬臂式墩台帽的墩身，除对墩台帽进行验算外，应对墩台帽交界处墩身截面进

行验算。 

3）当桥墩、桥台较高时，需沿墩台身每隔 2~3m 选取一个验算截面。 

（2）验算截面的内力计算 

按照各种组合，分别计算各验算界面的竖向力、水平力和弯矩，得到 N 、 H 及 M ，

并按下式计算各种组合的竖向力设计值： 

0j dN N   

式中： jN ——各种组合中最不利的设计荷载效应（竖向力）； 

dN ——各种组合中按不同荷载算得的竖向力设计值；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3）砌体构件受压承载力计算 

对砌体（包括砌体与混凝土组合）受压构件，根据《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

—2005），当构件受压偏心距在表 2-7-3 规定的限值范围内时，其承载力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j cdN Af   

式中： 

  

偏心受压构件承载力影响系数 φ，按下列公式计算： 



 

 

 

具体计算可按《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2005）第 4.0.6 条和 4.0.7 条计算。 

（4）混凝土构件受压承载力计算 

 

 

 

（5）截面偏心距验算 

桥墩承受偏心受压荷载时，各验算截面在各种组合的偏心距 e0 均不应超过表 4.0.9 中的

限值。如超过，可按下式确定构件承载力： 

单向偏心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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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墩台整体稳定验算 

（1）抗倾覆稳定验算 

扩大基础的墩台需以最不利组合，并考虑水的浮力验算，墩台的抗倾覆稳定性验算可按

下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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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1K ——抗倾覆稳定安全系数； 

M稳——稳定力矩，如图 2-7-16 所示，其稳定力矩： = iM s P稳
； 

s ——墩台基础底面重心至偏心方向外缘（A）的距离； 

M倾 ——倾覆力矩，当车辆荷载布置在后台破坏棱体时产生的最大倾覆力矩，则

= i i i iM Pe H h 倾
； 

ie ——各竖向力到底面重心的距离； 

ih ——各水平力到基础底面的力臂； 

iH ——作用在墩台上的水平力； 

01K ——抗倾覆稳定系数，具体取值见表 2-7-4。 



 

 

 

桥墩抗倾覆验算时，一般只考虑桥墩在顺桥方向的稳定性。 

（2）抗滑移稳定验算 

墩、台的抗滑移稳定验算，可按下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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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基础底面与地基土之间的摩擦系数，通过试验确定；当无实际材料时，参照

表 2-7-5； 

iP ——竖向力总和； 

iPH ——抗滑稳定水平力总和； 

inH ——滑动水平力总和； 

02K ——抗滑移稳定系数，具体取值见表 2-7-4。 

在墩台抗倾覆、抗滑移稳定性验算时，应分别按最高设计水位和最低设计水位的不同浮

力进行组合。 

3）墩台顶水平位移计算 

（1）水平位移的规定 

对于高度超过 20m 的重力式墩台及轻型墩台，应验算顶端水平方向的弹性位移，并使

其符合规定要求。墩台顶面水平位移的容许极限值为： 

 
（2）水平弹性位移的计算 

重力式墩台帽一般可不进行验算，支座垫石下的局部承压应力与支座计算的有关内容相



 

 

同。 

2.桩柱式墩台的计算 

1）盖梁计算 

（1）计算图式 

双柱式墩台，当盖梁与桩柱的线刚度之比大于 5 时，为简化计算可忽略节点不均衡弯矩

的分配及传递，对双柱式墩台盖梁可按简支梁计算，多柱式墩台盖梁可按连续梁计算；当线

刚度小于 5 时，或桥墩承受较大横向力时，盖梁应作为横向刚架的一部分予以验算。 

盖梁计算跨径与梁高之比 l/h，当对简支梁有 l/h≤2.0，对连续梁 l/h≤2.5 时，应按深梁

计算；当对简支梁有 2.0＜l/h≤5.0，对连续梁 2.5＜l/h≤5.0 时，应根据《公路钢筋混凝土及

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2004）中第 8.2 节计算；当对简支梁和连续梁 l/h＞

5.0 时，应根据《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2-2004）中第 5~7

章，按钢筋混凝土一般构件计算。 

（2）内力计算 

公路桥梁桩柱式墩台的盖梁通常采用双臂式，计算时控制截面选取在支点和跨中截面。

为了得到活载最不利横向布置，可先作出控制截面的内力影响线，活载通过上部结构的支点

间接传递至盖梁顶面，然后通过活载横向布置，就能得到活载最不利横向布置系数，并根据

最大活载支反力便能获得最不利活载内力。在盖梁内力计算时，可考虑桩柱支撑宽度对削减

负弯矩尖峰的影响。桥墩台沿纵向的水平力及当盖梁在沿桥纵向设置两排支座时，上部结构

活载的偏心力对盖梁将产生扭矩，应予以考虑。 

 
（3）配筋验算 

 

2）墩台桩柱的计算 

（2）内力计算 

 

（3）配筋验算 

在最不利的内力组合之后，按钢筋混凝土偏心受压构件，先配筋再作验算。 

3）墩台顶部位移计算 

详见课本。 

3.柔性墩的计算要点 

详见课本。 

4.空心墩的计算特点 

详见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