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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总则

1.0.1为 使 公 路 桥 涵 设 计 符 合 安 全 可 靠 、适 用 耐 久 、技 术 先 进 、经 济 合 理 、环 保 节 能

的要 求 ，制 订 本 规 范 。

1.住2本规范适用于公路桥涵的
一
般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构件 的设计 ，不

适用于轻集料混凝土及其他特种混凝土桥涵结构构件的设计 。

1.住3本 规 范 按 照 国 家 标 准 《公 路 工 程 结 构 可 靠 性 设 计 统
一
标 准 》 (G B/ T50283、规 定

的 设 计 原 则 编 制 。基 本 术 语 、符 号 按 照 国 家 标 准 《工 程 结 构 设 计 基 本 术 语 和 通 用 符 号 》

___咬嵘子旦J_1_叹 )__和 《道 路 工 程 术 语 标 准 》___女〔i旦J__1_2妇 ___的 规 定 采 用 。

1.住4本规范采用 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按分项系数的设计表达式

进行设计

1.让5公路桥涵应进行 以下两类极限状态设计 :

1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对应于桥涵及其构件达到最大承载能力或出现不适于继续

承载的变形或变位的状态 。

2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对应于桥涵及其构件达到正常使用或耐久性的某项限值 的

状态 。

1.住6公路桥涵应考虑 以下四种设计状况及其相应的极限状态设计 :

1持久状况:桥涵建成后承受 自重、汽车荷载等持续时间很 长的结构使用时的正

常情况 。该状况下的桥涵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

2短暂状况:桥涵施工过程 中承受临时性作用及维修时的情况等 。该状况下的桥

涵应作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必要时才作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 。

3偶然状况:在桥涵使用过程 中可能偶然 出现的如撞击等情况 。该状况下的桥涵

仅作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 。

4地震状况:在桥涵使用过程 中遭受地震时的情况 ，在抗震设防地 区必须考虑地

震状况 。

注:地震状况下结构及结构构件设计应符合 《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仃TJ 004)的规定。



公路钢 筋混凝 土及 预应 力混 凝土桥涵 设计规范 (JTGD62)征求 意 见稿

L0.7公路桥 涵 结构 的设计 使用 年 限应 按表 1.0.7采 用 。(新增 条文 )

表 L0.7 公路桥涵结构的设计使用年 限

类 别 设计 使用年 限 (年 ) 示例

l 30 小桥 、涵洞

2 50 中桥 、重 要 小桥

3 100 特大 桥 、大桥 、重要 中桥

注 :本表所列特大、大、中、小桥和涵洞系按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D60) 表 LO.14 中

的单孔跨径确定，对于多跨不等跨桥梁 ，以其中最大跨径为准 ;本表冠 以
“重要

”
的中桥和小

桥，系指高速公路和
一级公路上、国防公路上及城市附近交通繁忙公路上的桥梁。对有特殊

要求结构的设计使用年限，可在上述规定基础上经技术经济论证后予 以调整 。

10名桥梁结构的设计和施工质量应分阶段实行严格管理和控制 :桥梁的使用应符合

设计给 定 的使 用条件 ，禁 比超 限车辆 通 行 :使 用过程 中必须进 行 定期检查和 维护 。

1住9材料 和工程 质量应 符合 《公路工程质 量检验 评 定标 准 》(竺红6 〔吕皿」卫因且)和 《公

路 桥 涵 施 工 技 术 规 范 》 口TG/TF50一2011)的 要 求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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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和符号

2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说 明:新增和 修 订 的术语基 本参 照 《公路 桥涵 设计通 用规 范 》(JTGD6O)。

2.1.1极 限 状 态 lim itstates

整个结构或结构的
一
部分超过某

一
特定状态就不能满足设计规定的某

一
功能要求 ，

此特定状态为该功能的极限状态 。

2.12 可 靠 度 degreeofreliability

结构在 规 定 的时 间 内，在 规 定 的条件 下 ，完成预 定功 能 的概 率 。

2.1.3 设 计 状 况 design situ ation

结 构 从 施 工 到使 用 的全 过 程 中 ，代 表
一
定 时 段 内实 际情 况 的

一
组 设 计 条 件 ，设 计

应做到在该组条件下结构不超越有关的极限状态 。

2.1.4材 料 强 度 标 准 值 characteristicvalueofmaterialstrength

设 计 结 构 或 构 件 时 采 用 的 材 料 强 度 的 基 本 代 表 值 。 该 值 可 根 据 符 合 规 定 标 准 的 材

料 ， 其 强 度 概 率 分 布 的 住05 分 位 值 确 定 。

2.1.5 材 料 强 度 设 计 值 design valueofm aterialstrength

材料强度标准值除以材料强度分项系数后的值

2.1.6作 用 action

施 加 在 结 构 上 的集 中力 或 分 布 力 ，如 汽 车 、结 构 自重 等 ，或 引起 结 构 外 加 变 形 或

约 束 变 形 的原 因 ，如 地 震 、基 础 不 均 匀沉 降 、温 度 变 化 等 ，统 称 为 作 用 。前 者 为 直 接

作 用 ，也 可 称 为荷 载 :后 者 为 间接 作 用 (不 宜称 为荷 载 )。

2.1.7 作 用 效 应 effe ctsofactions

由作用 引起的结构或结构构件 的反应 ，如 由作用产生的结构或构件 的轴 向力、弯

矩 、 剪 力 、 应 力 、 裂 缝 、 变 形 等 ， 称 为 作 用 效 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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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名 作 用 的 标 准 值 characteristicvalueofan action

作 用 的主要代表 值 ，可根据对 观测 数据 的统计 、作 用 的 自然 界 限或工程经 验确 定 。

2.1.9 作 用 的 i一乏计值 designvalueofanaction

作用的标准值乘 以作用分项系数后的值 。

2.1.10可 变 作 用 的组 合 值 combinationva1ueofavariableaction (新 增 条 文 )

使 组 合 后 的作 用 效 应 的超 越 概 率 与 该作 用 单独 出现 时其 标 准 值 作 用 效应 的超 越 概

率 趋 于
一
致 的作 用 值 ;或 组 合 后 使 结 构 具有 规 定 可 靠 指标 的作 用 值 。可 通 过 组 合 值 系

数 对 作 用 标 准值 效应 的折 减 来 表 示 。

2.1.11可 变 作 用 的频 遇 值 斤equentValueofavari的leaction 螃近增 务 扛互

在 设 计 基 准 期 内被 超 越 的总 时 间 占设 计 基 准 期 的 比率 较 小 的作 用 值 ;或 被 超 越 的

频 率 限制 在 规 定频 率 内的作 用 值 。可 通 过 频 遇 值 系 数 对 作 用 标 准 值 的折 减 来 表 示 。

2.1.12可 变 作 用 的 准 永 久 值 quasi
一
perm anentvalueofavariableaction 一奎丘蟾哇垂 扛!

在 设 计 基 准 期 内被 超 越 的 总 时 间 占设 计 基 准 期 的 比率 较 大 的作 用 值 。可 通 过 准 永

久 值 系 数 对 作 用 标 准 值 的折 减 来 表 示 。

2.1.13 作 用 效 应 组 合 com bination fo raction effe cts

结构上几种作用分别产生的效应的随机叠加 。

2.1.14安 全 等 级 safetyclass

为使 桥 涵 具 有 合 理 的安 全 性 ，根 据 桥 涵 结 构破 坏 所 产 生 后 果 的严 重 程 度 而 划 分 的

设 计 等 级

2.1.15 结 构 重 要 性 系 数 coeffi cientfo rim portanceofastru cture

对不同安全等级的结构，为使其具有规定的可靠度而采用的作用效应附加的分项

系数。

2.1.16几 何 参 数 标 准 值 nominalvalueofgeometricalparameter

设 计 结 构 或 构 件 时 采 用 的 几 何 参 数 的 基 本 代 表 值 ，其 值 可 按 设 计 文 件 规 定 值 确 定 。

2.1.17 承 载 力 设 计 值 design valueofultim atebear ing capacity

结构或构件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设计时，用材料强度设计值计算的结构或构件极

一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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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承 载 能 力 。

2.1.18 作 用 效 应 组 合 设 计 值 design valueofcom bination fo raction effe cts

设计 结构 或构件 时 ， 由作用 设计值 分 别 引起效应 的组合 。

2.1.19作 用 效 应 基 本 组 合 fundarnentalcombinationforactioneffe cts (新 增 条 文 )

承 载 能 力 极 限 状 态 设 计 时 ， 永 久 作 用 设 计 值 效 应 与 可 变 作 用 设 计 值 效 应 的 组 合 。

2.1.20 作 用 效 应 标 准 组 合 combinationfo rcombineactioneffe cts (新 增 条 文 )

永久作用标准值效应与主导可变作用标准值效应、伴随可变作用组合值效应的组

2.121作用 效 应频遇组食 _卯 妇少 噢 坦旦(切 丘明1嵋〔!月g红鲤 ，坎 嚷

正常使用 极 限状 态设计 时 ，永 久作用 标准值 效应 与主 导可变作用 频遇值 效应 、伴

随可变 作用准 永久值 效应 的组合 。

条 文说 明:对 应 04 版 规 范 中
“
作 用短 期效应 组合

”
。

2.122 作 用 效 应 准 永 久 组 合 com bination fo rauasi一。erm anentaction effe cts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时，永久作用标准值效应与可变作用准永久值效应 的组合。

条 文 说 明 :对 应 04 版 规 范 中
“
作 用 长 期 效 应 组 合

”
。

2.1.23开 裂 弯 矩 crackingmoment

构 件 出 现 裂 缝 时 的 理 论 临 界 弯 矩 。

2.124分 项 系 数 partialsafety factor

为 保 证 所 设 计 的结 构 或 构 件 具 有 规 定 的可 靠 度 ，在 结 构 极 限状 态 设 计 表 达 式 中采

用 的系 数 ;分 为作 用 分 项 系 数 和 材 料 分 项 系 数 等 。

2.125施 工 荷 载 siteload

按 短 暂状 况 设 计 时 ，施 工 阶段 施 加 在 结 构 或 构 件 上 的临 时 荷 载 ，包 括 结 构 自重 、

附着 在 结 构 和 构 件 上 的模 板 、材 料 机 具等 荷 载 。

2.1.26设 计 使 用 年 限 designworkinglife (新 增 条 文 )

设计规定的结构或结构构件不需进行大修即可按预定 目的使用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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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耐 久 性 设 计 durability design (新 增 条 文 )

按照结构或结构构件的设计使用年限开展的相关防护、防腐、管养等设计

2.1.28应 力 扰 动 区 (D 区 ) disturb edregion(D
一region) (新 增 条 文 )

混凝土结构中截面应变分布不符合平截面假定的区域

2.2符 号

22.1材 料 性 能有 关 符 号

C3 O— 表 示 立 方体 强 度标 准 值 为 30 MPa的混 凝 土 强 度 等 级 ;

无，— 边 长 为 150 mm 的混 凝 土 立 方 体 抗 压 强 度 ;

— 边 长 为 150 mm 的施 工 阶 段 混 凝 土 立 方 体 抗 压 强 度 ;

— 边
一
长为 150 mm 的 混 凝 士 立 方 体 抗 压 强 度 标 准 值 ;

几

赫

关d— 混 凝 土 轴 心抗 压 强度 标 准 值 、设 计 值 ;

— 混 凝 土 轴 心 抗 拉 强 度 标 准 值 、设 计 值 ;

— 短 暂状 况 施 工 阶 段 的混 凝 土 轴 心抗 压 、抗 拉 强度 标 准 值 ;

厂

大

关d— 普 通 钢 筋抗 拉 强度 标 准 值 、设 计 值 ;

瓜

众

瓜

瓜

几k、儿d
— 预 应 力钢 筋 抗 拉 强度 标 准 值 、设 计 值 ;

几 、乱
— 普 通 钢 筋 、预应 力 钢 筋抗 压 强度 设 计 值 ;

众 ，d—
“
拉 压 杆 模 型

”
中压 杆 混 凝 土 的有 效 抗 压 强 度 设 计 值 :

E — 混 凝 土 弹 性 模 量 ;

G。
— 混 凝 土 剪 变 模 量 ;

双、乓
— 普 通 钢 筋 、预应 力 钢 筋 的弹 性模 量 。

2一22 作 用 和 作 用 效 应 有 关 符 号

仪k— 使上部结构倾覆 的汽车荷载 (含冲击作用 )标准值效应;(新增符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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