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志
(-J 9 5 3一。j 9 9 5)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史志编纂委员会
i

i≮，。，2 004 1年1 2月武汉

§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第一副主任：

常务副主任：

委 员：

顾 问：

周孟波

罗立生

李大民柳汉桥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吏林山 阳贤成 李大民 杨长明 余启新

陈诗平 罗立生 周孟波 胡汉舟柳汉桥

秦顺全黄林林黄铁生 章 献 曾 方

谭国顺

沈成章 燕文选 邵克华 林国雄

矿

《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志》编辑人员

第一任主编：李洪利

第二任主编：郭中机

第三任主编：王怀远余启新

总 纂：陈其乾

编 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晓彩 申天成

吴其珠邹立中

固葛毓文
版式、彩页设计：李昌亮

封‘面设计：于一

。

朱龙彪 李正仁 李昌亮

宋长富 陈其乾 周美珍

董明瑞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史志编纂委员会

主 任：

第一副主任：

常务副主任：

委 员：

顾 问：

周孟波

罗立生

李大民柳汉桥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吏林山 阳贤成 李大民 杨长明 余启新

陈诗平 罗立生 周孟波 胡汉舟柳汉桥

秦顺全黄林林黄铁生 章 献 曾 方

谭国顺

沈成章 燕文选 邵克华 林国雄

矿

《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志》编辑人员

第一任主编：李洪利

第二任主编：郭中机

第三任主编：王怀远余启新

总 纂：陈其乾

编 辑：(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晓彩 申天成

吴其珠邹立中

固葛毓文
版式、彩页设计：李昌亮

封‘面设计：于一

。

朱龙彪 李正仁 李昌亮

宋长富 陈其乾 周美珍

董明瑞



序

铁道部大桥工程局首部局志的出版，是大桥局的一件大事。’、 ‘，·

‘本志记述了大桥局从1953年建局到1995年共43年的历史。大桥局转战江

河，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业绩辉煌：武汉长江大桥的建设，国人瞩目，举世闻

名，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具代表性的建设成果，也是大桥局起步的里程碑；经历了

50年代的“建成学会‘’’，60年代建成的南京长江大桥，成为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的象征，同时也在大桥局的历史上树起了第二座里程碑；此后，又相继修建了

枝城、九江、芜湖等长江大桥，九江长江大桥的建成，既是大桥局自身发展的第三

个里程碑，也使中国建桥事业从此跻身世界先进行列。43年间，大桥局建桥280多

座，包括了铁路、公路、公铁两用等各式各类桥梁；足迹遍布长江、黄河等全国各大

水系；施工、设计、机械制造、科技进步等不少项目获得过国家和省(部)级的各种

奖励，企业整体实力空前提高。

业绩由人创造，大桥人的精神更是可歌可泣。这支建局初期由老红军、老八路

带领的队伍，从长江边起步，如今已遍布全国。一批获得过国家和省(部)级奖励的

科技精英、一批被评为国家和省(部)级劳模的施工才俊，活跃在祖国的四面八方，

没有谁真正像他们那样终生四海为家，抗台风涌潮，跨湍流险川，受蚊虫叮咬烈日

暴晒，遭风沙迷眼冰霜刺骨。任你苦脏累险难，流血流汗不流泪。千里驰援抢险，异

国他乡援外，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响。艰苦创业，奋发图强，已成为大桥

局的企业精神。

43年，大桥局为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为自身积累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辑之于志，传之于世。1992年铁道部首次召开全路史志工作会后，大桥局于

1994年6月成立史志编委会。1995年底至1998年6月，组织人员编写提纲和搜集

资料。由于时间跨度大，资料搜集困难，边搜资边研究进展缓慢。1999年4月，重组

人员制定新的局志框架，加大搜资编撰力度，至2001年底终告完成。其间，编委会

几经变迁，工作人员几经调整，前后跨几载寒暑，上下劳数百员工，一批长期从事

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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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生产和政治工作的同志，不畏难，不避险，阅馆藏案记，访故人旧忆，付出了大

量鲜为人知的辛勤劳动。

本志的编撰，坚持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坚

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较为全面、系统地记述了大桥局的历史和现状，

并反映了其发展规律，是一部完整的企业志。本志定能为大桥局起到存史、资政、

教化的作用。

大桥局首次修志，编撰人员经验不足，且受学识和水平限制，加上历史资料散

失较多，各门类的记述难免会有缺漏，编撰体例、撰述行文更会有诸多不足，这既

有待今后续编弥补，也望广大读者指正。

。 本志的编撰出版工作，在编委会领导下，自始自终得到了铁道部和中铁工程

总公司史志部门的指导。一批离退休老同志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局内各单位、各部

门更是尽其所能，通力合作，使这一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大桥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后得以问世。我们向每一位为此付出辛勤劳动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铁大桥局集粤有限公司史志编纂委员会主任： l习噩产≮＼
2001年12月



例

一、《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志》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

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实事求是、全面系统地记述大桥工程局集设计、施工、科研、制造四位一体

的历史和现状，着重反映全局改革开放以来两个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使本

志成为一部具有施工企业特点和时代特色的历史资料综合性著述。
。’

‘二、本志按突出重点、详近略远和生不立传、以事系人等原则记述。记述的年

代，上限从1953年4月建局起，下限断至1995年底(彩页图片不受此限制)；为记

述某项事物的完整性，个别章节中的内容适当上溯下延。1996年后有关经营、改革

等重要事项和科研、设计、施工方面的工程及机械制造获省部级以上的各种奖励，

下延至2000年，收录在附录中。
‘

三、本志采用分类编辑法编排，原则上按事物性质划分，体现门类合理，归属

得当，层次分明，排列有序。除概述、大事记外，均按篇、章、节、目编排。其中个别目

下增设子目。各篇设无题概述。大事记是纲，概述统领全书，志是主体，附录是其它

篇不能包容的重要文献、资料。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体裁，以志、述、记形式为主，图、表、照

片穿插其中。全志文体，除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为主与记事本末结合体外，一律采用

规范的语体文。

五、本志记实述事，原则上以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工程施工以公铁两用、铁路、

公路、国外、抢修桥梁和其它工程为序排列。桥梁工程中，除施工、设计分开记述的

外，其它以写施工为主，辅以设计。

六、单位名称在本志中第一次出现写全称，注明以后多次出现写简称。记述船

舶工程总公司(原名船管处)、勘设院(原名勘设处)、桥科院(原名桥研所)三个处

级单位史实时，单位名称更改前写原名，更改后写现名，以维护历史的真实性。

七、本志中的统计数字、计量单位，分别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

咩芗



民共和国计量法》的规定，以统计部门正式公布的统计数字和法定的计量单位为

准。专业术语按有关技术规范规定的用语表述。

八、本志采用的历史资料，绝大多数是以档案部门保存的档案资料为主，极少

数史实采用口碑资料。有关机构变更、人事任免、先进人物以及使用的数字，均以

局文和干部、组织、劳资、工会等部门提供的资料为依据。人物篇中记载的人物以

卒年或当选的先后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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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部结构施工⋯⋯⋯⋯⋯⋯⋯⋯⋯⋯⋯⋯⋯⋯⋯⋯⋯⋯⋯⋯⋯⋯⋯⋯⋯⋯⋯

三、上部结构混凝土梁制造·架设⋯⋯⋯⋯⋯⋯⋯⋯⋯⋯⋯⋯⋯⋯⋯⋯⋯⋯⋯⋯

第十二节孙口黄河大桥

一一钢桁梁首次采用整体节点新技术⋯⋯⋯⋯⋯⋯⋯⋯⋯⋯⋯⋯⋯⋯⋯⋯⋯

一、桥梁基础⋯⋯⋯⋯⋯⋯⋯⋯⋯⋯⋯⋯⋯⋯⋯⋯⋯⋯⋯⋯⋯⋯⋯⋯⋯⋯⋯⋯⋯

二、上部结构⋯⋯“⋯⋯⋯⋯⋯⋯⋯⋯⋯⋯⋯⋯⋯⋯⋯⋯⋯⋯⋯⋯⋯⋯⋯⋯⋯⋯·

，三、工程质量⋯⋯⋯⋯⋯⋯⋯⋯⋯⋯⋯⋯⋯⋯⋯⋯⋯⋯⋯．．．⋯⋯⋯⋯⋯⋯⋯⋯⋯

四、新技术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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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樟树赣江大桥

——主河槽基础均采用吊箱围堰施工⋯⋯⋯⋯⋯⋯⋯⋯⋯⋯⋯⋯⋯⋯⋯⋯⋯(119)

一、概况⋯⋯⋯⋯⋯⋯⋯⋯⋯⋯⋯⋯⋯⋯⋯⋯⋯⋯⋯⋯⋯⋯⋯⋯⋯⋯⋯⋯⋯⋯⋯(120)

， 二，吊箱围堰施工⋯⋯⋯⋯⋯⋯⋯⋯⋯⋯⋯⋯⋯⋯⋯⋯⋯⋯⋯⋯⋯⋯⋯⋯⋯⋯⋯(120)

第四章公路大桥⋯⋯⋯⋯⋯⋯⋯⋯⋯⋯⋯⋯⋯⋯⋯⋯⋯⋯⋯⋯⋯⋯⋯⋯⋯⋯⋯⋯⋯⋯⋯⋯⋯⋯⋯(121)

第一节天津海门大桥

——直升式公路开启桥⋯⋯⋯⋯⋯⋯⋯⋯⋯⋯⋯⋯⋯⋯⋯⋯⋯⋯⋯⋯⋯⋯⋯(121)

一、钢梁安装⋯⋯⋯⋯⋯⋯⋯⋯⋯⋯⋯⋯⋯⋯⋯⋯⋯⋯⋯⋯⋯⋯⋯⋯⋯⋯⋯⋯⋯(122)

二、塔楼安装⋯⋯⋯⋯⋯⋯⋯⋯⋯⋯⋯⋯⋯⋯⋯⋯⋯⋯⋯⋯⋯⋯⋯⋯⋯⋯⋯⋯⋯(122)

第二节天津永和斜拉桥 ．

——首次承建的斜拉桥⋯⋯⋯⋯⋯⋯⋯⋯⋯⋯⋯⋯⋯⋯⋯⋯⋯⋯⋯⋯⋯⋯⋯(123)

一、主梁安装最优施工法⋯⋯⋯⋯⋯⋯⋯⋯⋯⋯⋯⋯⋯⋯⋯⋯⋯⋯⋯⋯⋯⋯⋯⋯(123)

二、工地电算⋯⋯⋯⋯⋯⋯⋯⋯⋯⋯⋯⋯⋯⋯⋯⋯⋯⋯⋯⋯⋯⋯⋯⋯⋯⋯⋯⋯⋯(124)

三、测试配合⋯⋯⋯⋯⋯⋯⋯⋯⋯⋯⋯⋯⋯⋯I OI,el⋯⋯⋯⋯⋯⋯⋯⋯⋯⋯⋯⋯⋯(124)

四、质量·评价⋯⋯⋯⋯⋯⋯⋯⋯⋯⋯⋯⋯⋯⋯⋯⋯⋯⋯⋯⋯⋯⋯⋯⋯⋯⋯⋯⋯(124)

第三节桂林雉山漓江大桥

——新颖独特V型斜腿刚构桥⋯⋯⋯⋯⋯⋯⋯⋯⋯⋯⋯⋯⋯⋯⋯⋯⋯⋯⋯⋯(125)

一、上部结构⋯⋯⋯⋯⋯⋯⋯⋯⋯⋯⋯⋯⋯⋯⋯⋯⋯⋯⋯⋯⋯⋯⋯⋯⋯⋯⋯⋯⋯(126)

二、下部结构⋯⋯⋯⋯⋯⋯⋯⋯⋯⋯⋯⋯⋯⋯⋯⋯⋯⋯⋯⋯⋯⋯⋯⋯⋯⋯⋯⋯⋯(126)

第四节武汉长江二桥

——长江上第一座特大型预应力混凝土斜拉桥⋯⋯⋯⋯⋯⋯⋯⋯⋯⋯⋯⋯⋯(127)

一、正桥工程概况⋯⋯⋯⋯⋯⋯⋯⋯⋯⋯⋯⋯⋯⋯⋯⋯⋯⋯⋯小⋯⋯⋯⋯⋯．．．⋯(128)

二、正桥基础施工特点⋯⋯⋯⋯⋯⋯⋯⋯：⋯⋯⋯⋯⋯⋯⋯⋯⋯⋯⋯⋯⋯⋯⋯⋯”(128)
‘’ 三、正桥斜拉桥主梁施工特点⋯⋯⋯⋯⋯⋯⋯⋯⋯⋯⋯⋯⋯⋯⋯⋯⋯⋯⋯⋯⋯⋯(128)

四、正桥施工中的相关特长⋯⋯⋯⋯⋯⋯⋯⋯⋯⋯⋯⋯⋯⋯⋯⋯⋯⋯⋯⋯⋯⋯⋯(129)

五、现代化机械施工⋯⋯⋯⋯⋯⋯⋯⋯⋯⋯⋯⋯⋯⋯⋯⋯⋯⋯⋯⋯⋯⋯⋯⋯⋯⋯(129)

六、协调水上施工矛盾⋯⋯⋯⋯⋯⋯⋯⋯⋯⋯⋯⋯⋯⋯⋯⋯⋯⋯⋯⋯⋯⋯⋯⋯⋯(130)

第五节扬中长江大桥

——一个枯水期建成全桥主跨水中四个主墩⋯⋯⋯⋯⋯⋯⋯⋯⋯⋯⋯⋯⋯⋯(131)

一、概况⋯⋯⋯⋯⋯⋯⋯⋯⋯⋯⋯⋯⋯⋯⋯⋯⋯⋯⋯⋯⋯⋯⋯⋯⋯⋯⋯⋯⋯⋯⋯(131)

二、施工技术上的突破⋯⋯⋯⋯⋯⋯⋯⋯⋯⋯⋯⋯⋯⋯⋯⋯⋯⋯⋯⋯⋯⋯⋯⋯⋯(131)

第六节海口南大立交桥

——全线长7200m全功能三层互通式立交桥⋯⋯⋯⋯⋯⋯⋯⋯⋯⋯⋯⋯⋯⋯(132)

一、钻孔桩工程⋯⋯⋯”“⋯⋯⋯⋯⋯⋯⋯⋯⋯⋯⋯⋯⋯⋯⋯⋯⋯⋯⋯⋯⋯⋯⋯”(133)

二、板梁预制⋯⋯⋯⋯⋯一⋯⋯⋯⋯⋯⋯⋯⋯⋯⋯⋯⋯⋯⋯⋯⋯⋯⋯⋯⋯⋯⋯⋯(133)

三、现浇箱梁⋯⋯⋯⋯⋯⋯⋯⋯⋯⋯⋯⋯⋯⋯⋯⋯⋯⋯⋯⋯⋯⋯⋯⋯⋯⋯⋯⋯⋯(133)

四、引道⋯⋯⋯⋯⋯⋯⋯⋯⋯⋯⋯⋯⋯⋯：⋯⋯⋯⋯⋯⋯⋯⋯⋯⋯⋯⋯⋯⋯⋯⋯”(134)

第七节汕头海湾大桥

4

——国内第一座现代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悬索桥⋯⋯⋯⋯⋯⋯⋯⋯⋯⋯⋯⋯(134)

第八节西陵长江大桥

——誉为“神州第一跨”的单跨双铰式全焊钢箱加劲梁悬索桥⋯⋯⋯⋯⋯⋯⋯(137)

一、概况⋯⋯⋯⋯⋯⋯⋯⋯⋯⋯⋯⋯⋯⋯⋯⋯⋯⋯⋯⋯⋯⋯⋯⋯⋯⋯⋯⋯⋯⋯⋯(137)



二、工程特点⋯⋯⋯⋯⋯⋯⋯⋯⋯⋯⋯⋯⋯⋯⋯⋯⋯⋯⋯⋯⋯⋯⋯⋯⋯⋯⋯⋯⋯

三、施工技术上的突破．⋯⋯⋯．．⋯⋯⋯⋯⋯⋯⋯⋯⋯⋯⋯⋯⋯⋯⋯⋯⋯⋯⋯⋯⋯·

四、工程质量⋯⋯⋯⋯⋯⋯⋯⋯⋯⋯⋯⋯⋯⋯⋯⋯⋯⋯⋯⋯⋯⋯⋯⋯⋯⋯⋯⋯⋯

第九节黄柏河大桥

——净跨160m钢管混凝土上承式拱水平转体施工⋯⋯⋯⋯⋯⋯⋯⋯⋯⋯⋯

一、主拱概况⋯⋯⋯⋯⋯⋯⋯⋯⋯⋯⋯⋯⋯⋯⋯⋯⋯⋯⋯⋯⋯⋯⋯．．⋯⋯⋯⋯⋯·

二、钢管拱转体施工⋯⋯⋯⋯⋯⋯⋯⋯⋯⋯⋯⋯⋯⋯⋯⋯⋯⋯⋯⋯⋯⋯⋯⋯⋯⋯

三、转体施工中产生的障碍·采取的措施⋯⋯⋯⋯⋯⋯⋯⋯⋯⋯⋯⋯⋯⋯⋯⋯⋯

第十节三门峡黄河大桥

(138)

(138)

(139)

(139)

(139)

(140)

(141)

——桥址河段具有库区和河道双重特性⋯⋯⋯⋯⋯⋯⋯⋯⋯⋯⋯⋯⋯⋯⋯⋯(141)

一、概况⋯⋯⋯⋯⋯⋯⋯⋯⋯⋯⋯⋯⋯⋯⋯⋯⋯⋯⋯⋯⋯⋯⋯⋯⋯⋯⋯⋯⋯⋯⋯(142)

二、主要施工情况⋯”：：⋯⋯⋯“：⋯⋯⋯⋯⋯⋯⋯⋯⋯⋯⋯⋯⋯⋯⋯⋯⋯⋯⋯⋯”(142)

第五章国外工程⋯⋯⋯i⋯⋯?⋯⋯⋯⋯⋯⋯⋯⋯⋯⋯⋯⋯⋯⋯⋯⋯⋯⋯⋯⋯⋯⋯⋯⋯”⋯⋯⋯⋯·(143)

第一节坦赞铁路赞比亚境内两座桥梁抢修⋯⋯⋯⋯⋯⋯⋯⋯⋯⋯⋯⋯⋯⋯⋯⋯⋯⋯⋯⋯(143)

一、隆森费瓦桥⋯⋯．．．⋯⋯⋯⋯⋯⋯⋯⋯⋯⋯⋯⋯⋯⋯⋯⋯⋯⋯⋯⋯⋯⋯⋯⋯⋯(144)

二、迁比西桥⋯”．．．⋯⋯⋯二oo．-．．⋯⋯⋯⋯⋯⋯⋯⋯⋯⋯．．，⋯⋯⋯⋯⋯⋯⋯⋯⋯⋯·(144)

，第二节缅甸仰光——丁茵大桥⋯⋯⋯⋯⋯⋯⋯⋯⋯⋯⋯⋯⋯一⋯⋯⋯⋯⋯⋯⋯⋯⋯⋯(145)

一、概况⋯⋯⋯⋯⋯t⋯⋯⋯⋯⋯⋯⋯⋯⋯⋯⋯⋯⋯⋯⋯．．．吖⋯⋯⋯⋯⋯⋯⋯⋯～(145)

二、正桥基础施工⋯⋯⋯⋯⋯⋯⋯⋯“⋯⋯⋯⋯⋯⋯⋯⋯⋯⋯．．．⋯⋯⋯⋯⋯⋯⋯·(146)

三、海运事故处理⋯⋯⋯⋯⋯⋯⋯⋯⋯⋯⋯⋯⋯⋯⋯⋯⋯⋯⋯⋯⋯⋯．．．“L⋯⋯．．(147)

一，+¨四、工程质量⋯⋯⋯⋯一⋯⋯⋯⋯⋯⋯⋯⋯⋯⋯⋯⋯⋯⋯⋯⋯⋯⋯：山⋯⋯⋯⋯一(147)

第六章抢修工程⋯⋯⋯”“⋯⋯“⋯⋯⋯“⋯⋯．．⋯⋯⋯⋯“⋯⋯啊⋯⋯⋯，⋯⋯⋯⋯⋯⋯⋯⋯⋯⋯⋯(148)

第一节郑州黄河老桥抢修⋯⋯⋯⋯⋯⋯⋯⋯⋯⋯⋯⋯⋯⋯⋯⋯⋯⋯⋯⋯⋯⋯⋯⋯⋯⋯⋯(148)

第二节沈丹线本溪太子河桥抢修．．⋯⋯⋯⋯．．．⋯⋯⋯⋯⋯⋯⋯⋯⋯⋯⋯⋯⋯⋯⋯⋯⋯⋯·(149)

第三节福建南平闽江桥抢修“⋯⋯⋯⋯⋯⋯⋯⋯⋯⋯⋯⋯⋯⋯⋯⋯⋯⋯⋯⋯⋯⋯⋯⋯⋯·(149)

第四节唐山大地震蓟运河桥抢修⋯⋯⋯⋯⋯⋯⋯⋯⋯⋯⋯⋯⋯⋯⋯⋯⋯⋯⋯⋯⋯⋯⋯⋯(150)

第五节宝成线嘉陵江11号、9号两座大桥抢修⋯⋯⋯⋯⋯⋯⋯⋯⋯⋯⋯⋯⋯⋯⋯⋯⋯⋯(152)

第六节樟树特大桥(老桥)抢修⋯⋯⋯⋯⋯⋯⋯⋯⋯⋯⋯⋯⋯⋯⋯⋯⋯⋯⋯⋯⋯⋯⋯⋯⋯(152)

第七章其它工程⋯⋯⋯⋯⋯⋯⋯⋯⋯⋯⋯⋯⋯⋯⋯⋯⋯⋯⋯⋯⋯⋯⋯⋯⋯⋯⋯⋯⋯⋯⋯⋯⋯⋯⋯(153)

第一节芜裕火车第二轮渡码头续建⋯⋯⋯⋯⋯⋯⋯⋯⋯⋯⋯⋯⋯⋯⋯⋯⋯⋯⋯⋯⋯⋯⋯(153)

第二节连云港码头⋯⋯⋯⋯⋯⋯⋯⋯⋯⋯⋯⋯⋯⋯⋯⋯⋯⋯⋯⋯⋯⋯⋯⋯⋯⋯⋯⋯⋯⋯(154)

一、施工中技术上的特点⋯⋯⋯⋯⋯⋯⋯⋯⋯⋯⋯⋯⋯⋯⋯⋯⋯⋯⋯⋯⋯⋯⋯⋯(154)

二、对施工障碍采取的工艺⋯⋯⋯⋯⋯⋯⋯⋯⋯⋯⋯⋯⋯⋯⋯⋯⋯⋯⋯⋯⋯⋯⋯(154)

第三节天津港第一港埠公司码头改造工程⋯⋯⋯⋯⋯⋯⋯⋯⋯⋯⋯⋯⋯⋯⋯⋯⋯⋯⋯⋯(155)

一、工程范围⋯⋯⋯⋯⋯⋯⋯⋯⋯⋯⋯⋯⋯⋯⋯⋯⋯⋯⋯⋯⋯⋯⋯⋯⋯⋯⋯⋯⋯(155)

二、码头施工工艺⋯⋯⋯⋯⋯⋯⋯⋯⋯⋯⋯⋯⋯⋯⋯⋯⋯⋯⋯⋯⋯⋯⋯⋯⋯⋯⋯(155)

三、施工协调⋯⋯⋯⋯⋯⋯⋯⋯⋯⋯⋯⋯⋯⋯⋯⋯⋯⋯⋯⋯⋯⋯⋯⋯⋯⋯⋯⋯⋯(156)

第四节武汉世界贸易大厦基础工程：⋯⋯⋯⋯⋯⋯⋯⋯⋯⋯⋯⋯⋯⋯⋯⋯⋯⋯⋯⋯⋯⋯”(156)

一、钻孔桩施工⋯⋯”i⋯”一⋯．．．⋯⋯⋯⋯⋯⋯⋯⋯⋯⋯·：⋯⋯⋯⋯⋯⋯⋯⋯⋯·(156)
二、工程质量⋯⋯⋯⋯⋯⋯⋯⋯⋯⋯⋯⋯⋯一⋯⋯⋯⋯⋯⋯⋯⋯⋯⋯⋯⋯⋯⋯⋯(157)



第三篇勘测设计

第一章勘设机构⋯⋯⋯⋯⋯⋯⋯⋯⋯⋯⋯⋯⋯⋯⋯⋯⋯⋯⋯⋯⋯⋯⋯⋯⋯⋯⋯⋯⋯⋯⋯⋯⋯⋯⋯(195)

第二章桥址区工程勘测⋯⋯⋯⋯⋯⋯⋯⋯⋯⋯⋯⋯⋯⋯⋯⋯⋯⋯⋯⋯⋯⋯⋯⋯⋯⋯⋯⋯⋯⋯⋯⋯(197)

第一节桥址区测量⋯⋯⋯⋯⋯⋯⋯⋯⋯⋯⋯⋯⋯⋯⋯⋯⋯⋯⋯⋯⋯⋯⋯⋯⋯⋯⋯⋯⋯⋯(197)

第二节桥址区勘探⋯⋯⋯⋯⋯⋯⋯⋯⋯⋯⋯⋯⋯W BI—Ig 0．．．．．⋯⋯⋯⋯⋯⋯⋯⋯⋯⋯⋯(202)

一、工程地质测绘⋯⋯⋯⋯⋯⋯⋯⋯⋯⋯⋯⋯⋯⋯⋯⋯⋯⋯⋯⋯⋯⋯⋯⋯⋯⋯⋯(202)

二、工程物探O OI OI O．．．．．⋯⋯⋯⋯⋯⋯⋯⋯⋯⋯⋯⋯⋯⋯⋯⋯⋯⋯⋯⋯⋯⋯⋯⋯(203)

三、工程钻探⋯⋯⋯⋯⋯⋯⋯⋯⋯⋯⋯⋯⋯⋯⋯⋯⋯⋯⋯⋯⋯⋯⋯⋯⋯⋯⋯⋯⋯(207)

四、原位测试⋯⋯⋯⋯⋯⋯⋯⋯⋯⋯⋯⋯⋯⋯⋯⋯⋯⋯⋯⋯⋯⋯⋯⋯⋯⋯⋯⋯⋯(209)

五、岩土试验⋯⋯⋯⋯⋯⋯⋯⋯⋯⋯⋯⋯⋯⋯⋯⋯⋯⋯⋯⋯⋯⋯⋯⋯⋯⋯⋯⋯⋯(211)

第三章桥梁工程设计⋯⋯⋯⋯⋯⋯⋯⋯⋯⋯⋯⋯⋯⋯⋯⋯⋯⋯⋯⋯⋯⋯⋯⋯⋯⋯⋯⋯⋯⋯⋯⋯⋯(219)

第一节桥渡水文⋯⋯⋯⋯⋯⋯⋯⋯⋯⋯⋯⋯⋯⋯⋯⋯⋯⋯⋯⋯⋯⋯⋯⋯⋯⋯⋯⋯⋯⋯⋯(219)

第二节桥墩基础⋯⋯⋯⋯⋯⋯⋯⋯⋯⋯⋯⋯⋯⋯⋯⋯⋯⋯⋯⋯⋯⋯⋯⋯⋯⋯⋯⋯⋯⋯⋯(223)

第三节桥梁墩台⋯⋯⋯⋯⋯⋯⋯⋯⋯⋯⋯⋯⋯⋯⋯⋯⋯⋯⋯⋯⋯⋯⋯⋯⋯⋯⋯⋯⋯⋯⋯(231)

一、建筑各种类型桥墩时期⋯⋯⋯⋯⋯⋯⋯⋯⋯⋯⋯⋯⋯⋯⋯⋯⋯⋯⋯⋯⋯⋯⋯(231)

二、改进桥梁墩台几何形状时期⋯⋯⋯⋯⋯⋯⋯⋯⋯⋯⋯⋯⋯⋯⋯⋯⋯⋯⋯⋯⋯(232)

三、墩台形式向轻型化发展时期⋯⋯⋯⋯⋯⋯⋯⋯⋯⋯⋯⋯⋯⋯⋯⋯⋯⋯⋯⋯⋯(232)

第四节钢桥⋯⋯⋯⋯⋯⋯⋯⋯⋯⋯⋯⋯⋯⋯⋯⋯⋯⋯⋯⋯⋯⋯⋯⋯⋯⋯⋯⋯⋯⋯⋯⋯⋯(233)

第五节预应力混凝土桥梁⋯⋯⋯⋯⋯⋯⋯⋯⋯⋯⋯⋯⋯⋯⋯⋯⋯⋯⋯⋯⋯⋯⋯⋯⋯⋯⋯(239)

一、研究、改进试用阶段⋯⋯⋯⋯⋯⋯⋯⋯⋯⋯⋯⋯⋯⋯⋯⋯⋯⋯⋯⋯⋯⋯⋯⋯⋯(239)

二、应用改进阶段⋯⋯⋯⋯⋯⋯⋯⋯⋯⋯⋯⋯⋯⋯⋯⋯⋯⋯⋯⋯⋯⋯⋯⋯⋯⋯⋯(240)

三、迅速发展阶段⋯⋯⋯⋯⋯⋯⋯⋯⋯⋯⋯⋯⋯⋯⋯⋯⋯⋯⋯⋯⋯⋯⋯⋯⋯⋯⋯(241)

四、提高进步阶段⋯⋯⋯⋯⋯⋯⋯⋯⋯⋯⋯⋯⋯⋯⋯⋯⋯⋯⋯⋯⋯⋯⋯⋯⋯⋯⋯(243)

第六节悬索桥⋯⋯⋯⋯⋯⋯⋯⋯⋯⋯⋯⋯⋯⋯⋯⋯⋯⋯⋯⋯⋯⋯⋯⋯⋯⋯⋯⋯⋯⋯⋯⋯(244)

第七节斜拉桥⋯⋯⋯⋯⋯⋯⋯⋯⋯⋯⋯⋯⋯⋯⋯⋯⋯⋯⋯⋯⋯⋯⋯⋯⋯⋯⋯⋯⋯⋯⋯⋯(245)

第八节电子计算机应用⋯⋯⋯⋯⋯⋯⋯⋯⋯⋯⋯⋯⋯⋯⋯⋯⋯⋯⋯⋯⋯⋯⋯⋯⋯⋯⋯⋯(247)

第九节设计与施工相结合⋯⋯⋯⋯⋯⋯⋯⋯⋯⋯⋯⋯⋯⋯⋯⋯⋯⋯⋯⋯⋯⋯⋯⋯⋯⋯⋯(251)

第四章重点大桥·具有特色的桥的设计⋯⋯⋯⋯⋯⋯⋯⋯⋯⋯⋯⋯⋯⋯⋯⋯⋯⋯⋯⋯⋯⋯⋯⋯⋯(270)

第一节十二座特大桥⋯⋯⋯⋯⋯⋯⋯⋯⋯⋯⋯⋯⋯⋯⋯⋯⋯⋯⋯⋯⋯⋯⋯⋯⋯⋯⋯⋯⋯(270)

一、武汉长江大桥⋯⋯⋯⋯⋯⋯⋯⋯⋯⋯⋯⋯⋯⋯⋯⋯⋯⋯⋯⋯⋯⋯⋯⋯⋯⋯⋯(270)

二、南京长江大桥⋯⋯⋯⋯⋯⋯⋯⋯⋯⋯⋯⋯⋯⋯⋯⋯⋯⋯⋯⋯⋯⋯⋯⋯⋯⋯⋯(272)

三、九江长江大桥⋯⋯⋯⋯⋯⋯⋯⋯⋯⋯⋯⋯⋯⋯⋯⋯⋯⋯⋯⋯⋯⋯⋯⋯⋯⋯⋯(275)

四、杭州钱塘江二桥⋯⋯⋯⋯⋯⋯⋯⋯⋯⋯⋯⋯⋯⋯⋯⋯⋯．．．⋯⋯⋯⋯⋯⋯⋯⋯(278)

五、汕头海湾大桥⋯⋯⋯⋯⋯⋯⋯⋯⋯⋯⋯⋯⋯⋯⋯⋯⋯⋯⋯⋯⋯⋯⋯⋯⋯⋯⋯(281)

六、武汉长江二桥⋯⋯⋯⋯⋯⋯⋯⋯⋯⋯⋯⋯⋯⋯⋯⋯⋯⋯⋯⋯⋯⋯⋯⋯⋯⋯⋯(284)

七、西陵长江大桥⋯⋯⋯⋯⋯⋯⋯⋯⋯⋯⋯⋯⋯⋯⋯⋯⋯⋯⋯⋯⋯⋯⋯⋯⋯⋯⋯(286)

八、天津塘沽海门开启桥⋯⋯⋯⋯⋯⋯⋯⋯⋯⋯⋯⋯⋯⋯⋯⋯⋯⋯⋯⋯⋯⋯⋯⋯(289)

九、孙口黄河大桥⋯⋯⋯⋯⋯⋯⋯⋯⋯⋯⋯⋯⋯⋯⋯⋯⋯⋯⋯⋯⋯⋯⋯⋯⋯⋯⋯(291)

十、长东黄河大桥⋯⋯⋯⋯⋯⋯⋯⋯⋯⋯⋯⋯⋯⋯⋯⋯⋯⋯⋯⋯⋯⋯⋯⋯⋯⋯⋯(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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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广东肇庆西江大桥⋯⋯⋯⋯⋯⋯⋯⋯⋯⋯⋯⋯⋯⋯⋯⋯⋯⋯⋯⋯⋯⋯⋯⋯(297)

十二、桂林雉山漓江大桥⋯⋯⋯⋯⋯⋯⋯⋯⋯⋯⋯⋯⋯⋯⋯⋯⋯⋯⋯⋯⋯⋯⋯⋯(299)

第二节具有特色的其它类型桥梁·：，．．⋯二，⋯⋯。’““”!!”“⋯⋯⋯⋯⋯⋯⋯⋯⋯⋯⋯⋯⋯(301)

一、黎湛线贵县郁江桥

r建国后第一应采用气压沉箱基础的桥⋯⋯⋯⋯⋯⋯⋯⋯⋯⋯⋯⋯⋯⋯(301)
二、包兰线东岗镇黄河桥

——采用3孔53m钢筋混爰土空腹肋式上承拱桥⋯⋯⋯⋯⋯⋯⋯⋯⋯⋯⋯(301)

三、湘桂线公铁两用衡阳湘江桥

——利用旧基础改建的公铗两用桥⋯⋯⋯⋯⋯⋯．--⋯⋯⋯⋯⋯⋯⋯⋯⋯⋯(301)

四、南同蒲陇海联络线潼关黄河便桥

——采用高桩承台基础，半年建成的特大便桥⋯⋯⋯⋯⋯⋯⋯⋯⋯⋯⋯⋯(301)

五、京广线正定滹沱河下行线桥

——国内首次采用斜管桩基础的桥⋯⋯⋯⋯⋯⋯⋯⋯⋯⋯⋯⋯⋯⋯⋯⋯⋯(302)

六、包兰线三盛公黄河桥

——修建在流冰严重地段的桥梁⋯⋯⋯⋯⋯⋯⋯⋯⋯⋯⋯⋯⋯⋯⋯⋯⋯⋯(302)

七、内昆线宜宾岷江桥

——在大卵石层首先采用管柱钻孔桩基础的桥⋯⋯⋯⋯⋯⋯⋯⋯⋯⋯⋯⋯(303)

八、太焦线丹江桥

——当时国内最大跨度的钢筋混凝土上承拱桥⋯⋯⋯⋯⋯⋯⋯⋯⋯⋯⋯⋯(303)

九、京广线郑州黄河新桥

一在游荡河段采用管柱基础的桥⋯⋯⋯⋯·j⋯⋯⋯⋯⋯⋯⋯⋯⋯⋯⋯⋯·(303)
十、广三线珠江大桥

‘

——利用潮差浮运架设钢梁⋯⋯⋯⋯⋯⋯⋯⋯⋯⋯⋯⋯⋯⋯⋯⋯⋯⋯⋯⋯(304)

十一、川黔线乌江桥 ，7

——采用44m结合梁及石砌高墩⋯⋯⋯⋯⋯⋯⋯⋯⋯⋯⋯⋯⋯⋯⋯⋯⋯⋯(304)

十二、陇海线新沂河桥

，——在国内首次采用23．9rn道碴桥面预应力混凝土T粱⋯⋯⋯⋯⋯⋯⋯⋯(305)

十三、向九线南昌赣江桥

——采用直径5．8m管柱基础的公铁两用桥⋯⋯⋯⋯⋯⋯⋯⋯⋯⋯⋯⋯⋯(305)

十四、通让线大赉嫩江桥

——在平原蜿蜒性河流上压缩桥长建成的一河一桥⋯⋯⋯⋯⋯⋯⋯⋯⋯⋯(305)

十五、成昆线三堆子金沙江桥

——当时国内最大跨度的简支铆接钢桁梁⋯⋯⋯⋯⋯⋯⋯⋯⋯⋯⋯⋯⋯⋯(305)

十六、南同蒲陇海联络线潼关黄河桥

’——采用拆装式钢桁梁的永久式桥梁⋯⋯⋯⋯⋯⋯⋯⋯⋯⋯⋯⋯⋯⋯⋯⋯(306)

十七、沈山线巨流河辽河新桥

——最早采用钻孔灌注桩基础的铁路特大桥⋯⋯⋯⋯⋯⋯⋯⋯⋯⋯⋯⋯⋯(306)

十八、焦枝线连地黄河桥‘

——七个同建成的黄河特大桥⋯⋯⋯⋯⋯⋯⋯⋯⋯⋯⋯⋯⋯⋯⋯⋯⋯⋯⋯(307)

十九、焦枝线枝城长江大桥

’——采用高低刃l脚圆形浮式沉井及斜拉索伸臂架梁的特大桥⋯⋯⋯⋯⋯⋯(307)

二十、襄渝线紫阳汉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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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当时最高桥墩的桥⋯⋯⋯“⋯⋯⋯．．．⋯⋯⋯⋯⋯⋯⋯⋯⋯⋯⋯⋯‘(308)
^‘

二十一、京沪线蚌埠淮河新桥

——最早采用跨度39．6m无碴有枕鱼腹式预应力混凝土梁的桥⋯⋯⋯⋯⋯(309)

二十二、京沪线济南黄河新桥

——跨越黄河'蒂洪展宽区的长大桥梁⋯⋯⋯⋯⋯⋯⋯⋯⋯⋯⋯⋯⋯⋯⋯⋯(309)

二十三、金山支线上海黄浦江桥

——采用直径1．2m钢管柱吊箱围堰尚桩承台基础⋯⋯⋯⋯⋯⋯⋯⋯⋯⋯(309)

二十四、焦枝线洛阳黄河桥

——国内首次采用50m跨度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的铁路桥⋯⋯⋯⋯⋯⋯⋯(310)

二十五、南防线广西防城茅岭江铁路桥

——国内首次采用主跨48+80+48m预应力混凝土箱型连续梁⋯⋯⋯⋯⋯(310)

二十六、武汉江汉二桥

——采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T构的公路桥⋯⋯⋯⋯⋯⋯⋯⋯⋯⋯⋯⋯⋯⋯(311)

二十七、潮州韩江大桥

——一中等跨径整孔预制拼装、变高度T形截面预应力连续梁公路桥⋯⋯⋯(311)

二十八、缅甸仰光⋯丁茵大桥

——迄今中国援外建成的最大桥梁⋯⋯⋯⋯⋯⋯⋯⋯⋯⋯⋯⋯⋯⋯⋯⋯⋯(312)

二十九、禹门口黄河公路桥

——1首次设计的悬索桥⋯⋯⋯⋯⋯⋯⋯⋯⋯⋯⋯⋯⋯⋯⋯⋯⋯⋯⋯⋯⋯⋯(312)

三十、浙赣复线弋阳葛水河桥

——我国第一应三向预应力连续槽形粟铁路桥⋯⋯⋯⋯⋯⋯⋯⋯⋯⋯⋯⋯(312)

三十一、攀枝花钢铁公司薄板厂连络线金沙江桥

．——当时我国跨度最大的单线铁路PC连续刚构桥⋯⋯⋯⋯⋯“⋯⋯⋯⋯’(313)

第五章勘测设计管理⋯⋯⋯⋯⋯⋯⋯⋯⋯⋯⋯⋯⋯⋯⋯⋯⋯⋯⋯⋯⋯⋯⋯⋯⋯⋯⋯⋯⋯⋯⋯⋯⋯(314)、

第一节全面质量管理⋯⋯⋯⋯⋯⋯⋯⋯⋯⋯⋯⋯⋯⋯⋯⋯⋯⋯⋯⋯⋯⋯⋯⋯⋯⋯⋯⋯⋯(314)

一、方针目标管理⋯⋯⋯⋯⋯⋯⋯⋯⋯⋯⋯⋯⋯⋯⋯⋯⋯⋯⋯⋯⋯⋯⋯⋯⋯⋯⋯(314)

二、质量管理小组⋯⋯⋯⋯⋯⋯⋯⋯⋯⋯⋯⋯⋯⋯⋯⋯⋯⋯⋯⋯⋯⋯⋯⋯⋯⋯⋯(314)

三、工序管理⋯⋯⋯⋯⋯⋯⋯⋯⋯⋯⋯⋯⋯⋯⋯⋯⋯⋯⋯⋯⋯⋯⋯⋯⋯⋯⋯⋯⋯(315)

四、标准化工作⋯⋯⋯⋯⋯⋯⋯⋯⋯⋯⋯⋯⋯⋯⋯⋯⋯⋯⋯⋯⋯⋯⋯⋯⋯⋯⋯⋯(315)

五、质量体系⋯⋯⋯⋯⋯⋯⋯⋯⋯⋯⋯⋯⋯⋯⋯：⋯⋯⋯⋯⋯⋯⋯⋯⋯⋯⋯⋯⋯“(315)

第二节参与编制和修订勘测设计法规⋯⋯⋯·丫⋯⋯⋯⋯⋯⋯⋯⋯⋯⋯⋯⋯⋯⋯⋯⋯⋯⋯(316)

第三节科技信息·情报⋯⋯⋯⋯⋯⋯⋯⋯⋯⋯⋯⋯⋯⋯⋯⋯⋯⋯⋯⋯⋯⋯⋯⋯⋯⋯⋯⋯(316)

一、管理机构⋯⋯⋯⋯⋯⋯⋯⋯⋯⋯⋯⋯⋯⋯⋯⋯⋯⋯⋯⋯⋯⋯⋯⋯⋯⋯⋯⋯⋯(316)

二、人员·设备·管理制度⋯⋯⋯⋯⋯⋯⋯⋯⋯⋯⋯⋯⋯⋯⋯⋯⋯⋯⋯⋯⋯⋯⋯(317)

三、科技信息·情报⋯⋯⋯⋯小⋯⋯⋯⋯⋯⋯⋯⋯⋯⋯⋯⋯⋯⋯⋯⋯⋯⋯⋯⋯⋯(317)

第四篇科学技术

第一章科研机构·设备⋯⋯⋯⋯⋯⋯⋯⋯⋯⋯⋯⋯⋯⋯⋯⋯⋯⋯⋯⋯⋯⋯⋯⋯⋯⋯⋯⋯⋯⋯⋯⋯(322)

第一节科研机构⋯⋯⋯⋯⋯⋯⋯⋯⋯⋯⋯⋯⋯⋯⋯⋯⋯⋯⋯⋯⋯⋯⋯⋯⋯⋯⋯⋯⋯⋯⋯(322)

第二节中心试验室⋯⋯⋯⋯⋯⋯⋯⋯⋯⋯⋯⋯⋯⋯⋯⋯⋯⋯⋯⋯⋯⋯⋯⋯⋯⋯⋯⋯⋯⋯(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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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科研设备⋯⋯⋯⋯⋯⋯⋯⋯⋯⋯⋯⋯⋯⋯⋯⋯⋯⋯⋯⋯⋯⋯⋯⋯⋯⋯⋯⋯⋯⋯⋯(324)

一、设备配置⋯⋯⋯⋯⋯⋯⋯⋯⋯⋯⋯⋯⋯⋯⋯⋯⋯⋯⋯⋯⋯⋯⋯⋯⋯⋯⋯⋯⋯(324)

二、设备研制·应用⋯⋯⋯⋯⋯⋯⋯⋯⋯⋯⋯⋯⋯⋯⋯⋯⋯⋯⋯⋯⋯⋯⋯⋯⋯⋯(328)

第二章桥梁基础试验研究⋯⋯⋯⋯⋯⋯⋯⋯⋯⋯⋯⋯⋯⋯⋯⋯⋯⋯⋯⋯⋯⋯⋯⋯⋯⋯⋯⋯⋯⋯⋯(329)

第一节管柱基础⋯⋯⋯⋯⋯⋯⋯⋯⋯⋯⋯⋯⋯⋯⋯⋯⋯⋯⋯⋯⋯⋯⋯⋯⋯⋯⋯⋯⋯⋯⋯(329)

一、关于振沉规律的试验研究⋯⋯⋯⋯⋯⋯⋯⋯⋯⋯⋯。⋯⋯⋯⋯⋯⋯⋯⋯⋯⋯·(330)

二、管柱振动时应力测定及振动冲击系数研究⋯⋯⋯⋯⋯⋯⋯⋯⋯⋯⋯⋯⋯⋯⋯(330)

三、管柱钻孔岩石承载力试验研究⋯⋯⋯⋯⋯⋯⋯⋯⋯⋯⋯⋯⋯⋯⋯⋯⋯⋯⋯⋯(330)

第二节桩基础⋯⋯⋯⋯⋯⋯⋯⋯⋯⋯⋯⋯⋯⋯⋯⋯⋯⋯⋯⋯⋯⋯⋯⋯⋯⋯⋯⋯⋯⋯⋯⋯(331)

一、打入桩⋯⋯⋯⋯⋯⋯⋯⋯⋯⋯⋯⋯⋯⋯⋯⋯⋯⋯⋯⋯⋯⋯⋯⋯⋯⋯⋯⋯⋯⋯(331)

二、钻孔灌注桩⋯⋯⋯⋯⋯⋯⋯⋯⋯⋯⋯⋯⋯⋯⋯⋯⋯⋯⋯⋯⋯⋯⋯⋯⋯⋯⋯⋯(331)

第三节沉井基础⋯⋯⋯⋯⋯⋯⋯⋯⋯⋯⋯⋯⋯⋯⋯⋯⋯⋯⋯⋯⋯⋯⋯⋯⋯⋯⋯⋯⋯⋯⋯(332)

一、重型沉井下沉工艺和下沉方法的试验研究⋯⋯⋯⋯⋯⋯⋯⋯⋯⋯⋯⋯⋯⋯⋯(332)

二、触变泥浆套沉井下沉试验研究⋯⋯⋯⋯⋯⋯⋯⋯⋯⋯⋯⋯⋯⋯⋯⋯⋯⋯⋯⋯(332)

三、空气幕沉井下沉试验研究⋯⋯⋯⋯⋯⋯⋯⋯⋯⋯⋯⋯⋯⋯⋯I aI O·A Q．．．．．gOOIOO⋯(333)

第三章钢结构试验研究⋯⋯⋯⋯⋯⋯⋯⋯⋯⋯⋯⋯⋯⋯⋯⋯⋯⋯⋯⋯⋯⋯⋯⋯⋯⋯⋯⋯⋯⋯⋯⋯(333)

第一节钢桥整体受力状况与特殊部位受力状况试验研究⋯⋯⋯⋯⋯⋯⋯⋯⋯⋯⋯⋯⋯⋯(333)

。 一、金沙江桥钢梁模型试验⋯⋯⋯⋯⋯⋯⋯⋯⋯⋯⋯⋯⋯⋯⋯⋯⋯⋯⋯⋯⋯⋯⋯，(334)

‘二、正交异性板与桁粱组合钢桥模型试验及理论分析⋯⋯⋯⋯⋯⋯⋯⋯⋯⋯⋯⋯(334)

兰、202产品模型结构试验⋯⋯⋯⋯⋯⋯⋯⋯⋯⋯⋯⋯⋯⋯⋯⋯⋯⋯⋯⋯⋯⋯⋯(334)

四、九江长江大桥钢梁拱桁整体模型试验⋯⋯⋯⋯⋯⋯⋯⋯⋯⋯⋯⋯⋯⋯⋯⋯⋯(335)

五、孙口黄河大桥整体节点模型节点板应力分布试验⋯⋯⋯⋯⋯⋯⋯⋯⋯⋯⋯⋯(335)
‘

六、汕头者石大桥钢箱梁和混凝土箱梁连接部位模型试验⋯⋯⋯⋯⋯⋯⋯⋯⋯⋯(336)

第二节钢梁连接技术研究⋯⋯⋯⋯⋯⋯⋯⋯⋯⋯⋯⋯⋯⋯⋯⋯⋯⋯⋯⋯⋯⋯⋯⋯⋯⋯⋯(336)

一、摩擦型长列高强度螺栓接头研究⋯⋯⋯⋯⋯⋯⋯⋯⋯⋯⋯⋯⋯⋯⋯⋯⋯⋯⋯(337)

二，板厚公差对高强度螺栓连接疲劳强度影响的试验研究⋯⋯⋯⋯⋯⋯⋯⋯⋯⋯(337)

三、九江大桥高强度螺栓应力腐蚀延迟断裂试验⋯⋯⋯⋯⋯⋯⋯⋯⋯⋯⋯⋯⋯⋯(337)

四、高强度螺栓轴力声弹性方法工程检测技术⋯⋯⋯⋯⋯⋯⋯⋯⋯⋯⋯⋯⋯⋯⋯(338)

五、孙口黄河大桥钢梁十字角焊接头疲劳强度研究⋯⋯⋯⋯⋯⋯⋯⋯⋯⋯⋯．．．⋯(339)

第三节钢结构疲劳与稳定研究⋯⋯⋯⋯⋯⋯⋯⋯⋯⋯⋯⋯⋯⋯⋯⋯⋯⋯⋯⋯⋯⋯⋯⋯⋯(339)

． 一、横向加劲板梁极限承载力研究——板梁腹板稳定性研究⋯⋯⋯⋯⋯⋯⋯⋯⋯(339)

二、纵向加劲板梁极限承载力研究——板梁腹板稳定性研究．⋯⋯⋯⋯⋯⋯⋯⋯⋯(340)

三、钱塘江二桥直径32mm高强度低合金冷轧螺纹粗筋接头疲劳研究⋯⋯⋯⋯⋯(340)

第四节减振技术⋯⋯⋯⋯⋯⋯⋯⋯⋯⋯⋯⋯⋯⋯⋯⋯⋯⋯⋯⋯⋯⋯⋯⋯⋯⋯⋯⋯⋯：⋯”(341)

一，TMD减振装置在九江长江大桥三大拱吊杆抑制涡激振动中的应用⋯⋯⋯⋯⋯(341)

二、深圳世界之窗公园仿埃菲尔铁塔模型抑振研究⋯⋯⋯⋯⋯⋯⋯⋯⋯⋯⋯⋯⋯(342)

’‘三、新型冲击阻尼器(ID)⋯⋯⋯⋯⋯⋯⋯⋯⋯⋯⋯⋯⋯⋯⋯⋯⋯⋯⋯⋯⋯⋯⋯⋯(342)

第四章预应力结构试验研究⋯⋯⋯⋯⋯⋯⋯⋯⋯⋯⋯⋯⋯⋯⋯⋯⋯⋯⋯⋯⋯⋯⋯⋯⋯⋯⋯⋯⋯⋯(343)

第一节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粱研究⋯⋯⋯⋯⋯⋯⋯⋯⋯⋯⋯⋯⋯⋯⋯⋯⋯⋯⋯⋯⋯⋯⋯⋯(343)

第二节预应力混凝土桥的受力情况研究⋯⋯⋯⋯⋯⋯⋯⋯⋯⋯⋯⋯⋯⋯⋯⋯⋯⋯⋯⋯⋯(344)

一、钱塘江二桥公路桥箱梁剪滞模型试验⋯⋯⋯⋯⋯⋯⋯⋯⋯⋯⋯⋯⋯⋯⋯⋯⋯(344)

二、钱塘江二桥铁路桥箱梁扭转模型试验⋯⋯⋯⋯⋯⋯⋯⋯⋯⋯⋯⋯⋯⋯⋯⋯⋯(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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