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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落梁装置及其在宿新高速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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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提高桥梁在地震中的抗震、安全性一直以来是个研究重点，本文介绍了防落梁装置的作用原理 

及特点，以及通过其在某工程中的应用说明了其应用性，作为桥梁的二次防护系统，加大其应用对国内桥 

梁的安全性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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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桥梁构造在强震作用下，多在上、下部构造 

间产生较大的相对位移，当位移量超过桥梁的实 

际防止落梁长度或极限时，就会发生落梁【】J，导 

致交通的中断，给救灾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造成 

巨大的损失。因此地震中如何保证桥梁不发生落 

梁 ，是桥梁抗震中的重点工作。而我国桥梁目前 

主要采用锚栓、挡块、钢托架等抗震设施，基本 

上没有设置防止桥梁震动时掉落的二次防落梁装 

置。防止落梁装置是在地震发生时，防止桥梁坍 

塌的一种有效的减、抗震系统，是重要桥梁或高 

危桥梁进行二次防护的必要装置，可提高桥梁的 

安全胜，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2防落梁装置的作用原理及结构特点 

防止落梁装置是防止桥梁上部结构在地震作 

用下产生不可预想的大变位 ，从而从下部结构顶 

部脱落下来的一种防护系统，即在正常工作状态 

下或小震时，防落梁装置应不发挥作用，使上部 

结构可自由伸缩或振动，而大震到来时，防落梁 

装置开始发挥作用，限制上部结构的振动，使其 

变位不致过大。防落梁装置的主要作用为： 

(1)具有较好的柔性，以满足隔震桥梁大 

震时上部结构的大变位，使桥梁结构的振动长周 

期化 ，减小振动响应 ； 

(2)限制隔离桥梁上部结构与桥墩顶部的 

相对位移不致过大，即防止落梁 J。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研制开发的 

“DJ型钢绞线拉索防止落梁装置”主要由连接 

索、弹簧、偏向器 (可选 )、缓冲器、螺母、止 

挡板、保护罩、螺钉等组成，具有安装简便、安 

全性高等特点，可广泛应用于桥梁简支梁的连 

接，其主要部件的构造及特点如下： 

连接索： (1)根据不同的吨位，采用相应 

的多根钢绞线，属于柔性索； (2)钢绞线外涂 

防锈油脂，单根包聚乙烯后，整束再用聚乙烯管 

包裹，为三层防锈型锚索； (3)钢绞线两端采用 

锚固套将其整束压制锚固，之后在锚固套上开外 

螺纹，用螺母锁紧，使锚索弹性好、安全l生高。 

弹簧： (1)使用圆锥形弹簧，可承受地震 

时造成的大移动量； (2)钢绞线的松弛可由弹 

簧吸收。 

偏向器 ： (1)对于地震造成的多方 向弯 

曲，具有导向作用； (2)缓和发生在连接索的 

局部弯曲应力； (3)使锚固部位不产生弯应力 

和剪应力。 

缓冲器：缓和冲击力，具有良好的吸收能 

量、弹性复位及承载能力。 

图1为防落梁装置的示意图。 

3防落梁装置在宿新高速工程中的应用情况 

3．1工程概况 

宿迁至新沂高速公路起点接宁宿徐高速公路 

宿迁南枢纽，经宿迁宿城区、宿豫区和徐州新沂 

市，终点接京沪高速公路，路线全长约68公里。 

其建设对加强宿迁与连云港地区的联系，增强宿 

迁和新沂的南北向交通区位优势，完善南北向运 

输通道在区域内的路网布局结构，分流京沪高速 

公路南下交通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宿新高速公路全线采用四车道高速公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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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护罩 (可选 ) 2．螺母 3+止挡板 4．弹簧 5．张拉端缓冲器 6．偏向器 

7．连接索 8．固定端缓冲器 9．紧定螺钉 10．固定端保护罩 (可选 ) 

注：1、设计时应考虑a为螺母厚度 ±20mm； 

2、b值为设计移动量 

图1 防落梁装置构造 

准，路基宽度28．0米，设计速度120公里／／J、时， 

桥梁设计汽车荷载采用公路 一I级。全线设置宿 

迁南枢纽、陆集互通、宿迁东互通、宿迁北互 

通、马陵山互通、北沟互通、北沟枢纽和段宅枢 

纽共8处互通式立交，设置服务区、停车区各1 

处。主线设置桥梁21座，其中特大、大桥l0座。 

宿新高速公路工程共用了近百套欧维姆公司 

的DJ型防落梁装置。 

3．2安装防落梁装置前的准备 

安装防落梁装置前，需要在两片梁之间预留 

孔道以便连接索穿过，若无条件预留孔道的，可 

考虑在梁外侧设置托座等定位、荷载传递支架。 

对预埋管的要求是两片梁之间的孔位要对中，尽 

量减少位置偏差，否则防落梁的连接索可能无法 

顺利穿过。减少预埋管偏移的方法最好是两片梁 

连接处安装防落梁装置的位置采用现浇梁的方 

式，相比预制梁预留孔位的方式，现浇方式减少 

了预制梁吊装时因现场地形及人为因素引起的位 

移误差。此外，在预留孔道时还可以加大预埋管 

的内径以利于连接索的通过，在对中性稍差时有 

更大的余量来穿索。图2、3为宿新高速工程某处 

预埋管的外部情况： 

3．3防落梁装置的安装步骤 

3．3．1穿索 

将连接索从预埋管穿过，注意不要碰伤索体 

两端螺纹，然后按照移动端和固定端的工程要求 

调整索体外露量，实际施工情况如图4～7所示。 

m 

3．3．2安装固定端的缓冲器和螺母 

先将固定端缓冲器穿过连接索，以橡胶面紧 

贴着混凝土受力面，再将螺母按设计要求旋紧固 

定，实际施工情况如图8、9所示。 

图2 箱梁预埋管口 

图3 现浇梁预埋管口 







力梁的抗弯加固仿真分析是可行并且可靠的，可 

以在实际工程和研究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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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l7 移动端外部情况 

图18 同定端外部情况 

3．4工程应用经验小结 

在宿新高速工程中安装使用了较多防落梁装 

置，从使用情况来看 ，可以得出如下经验： 

(1)防落梁装置的连接索需要穿过两梁的 

预埋管，为了保证受力均匀，施工前在预埋管道 

时要保证两梁的预埋管有较好的对中性，若采用 

预制梁的方式预留预埋管，其在吊装时不可避免 

地会产生一定位移误差，若采用现浇方式预留预 

埋管偏差会小一点，为了最大限度减少位移偏差 

给安装时带来的不便，将预埋管的内径适当加大 

彭晖，尚守平 ，王海东 等．预应力碳纤维布加固受弯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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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列平，庄江波，曾攀 等．预应力碳纤维布加固钢筋混 

凝iT型梁的试验研究 工业建筑，2005，35(8)：7—12． 

亓路宽，杨友林 ，张治华 等．部分粘贴CFRP~fl固钢筋混 

凝土梁的试验研究[J]．公路，2007(10)：21—26 

尚守平，彭晖 ，童桦 等．预应力碳纤维布材加固混凝土 

受弯构件的抗弯性能研究【J1．建筑结构学报，2003，24 

f5)：24—30． 

张轲，叶列平，岳清瑞 等．预应力碳纤维布加固混凝土梁 

弯曲疲劳性能试验研究叨．工业建筑，2005，35(81：13—19． 

是个有效的方法，加大后穿过连接索时的调节余 

量增大，即使预埋管对中性稍差也可保证连接索 

与受力面保持垂直 ，同时由于缓冲垫的面积较 

大，即使加大预埋管内径也不会影响防落梁装置 

的受力情况，不会产生承压面局部受力过大的现 

象，因此对安全性也无影响。 

(2)安装保护罩时，有条件的可预留普通螺 

钉的螺钉孔，不方便预留的可采用手电钻现场钻孔 

后打 人膨胀螺栓、化学锚栓的方式来固定保护罩。 

保护罩可每隔一定时间拆下检查结构表面隋况。 

4结语 

防落梁装置能有效地预防桥梁在震动时发生 

坍塌，是桥梁安全保证的一个 “保险”，而从防 

落梁装置在宿新高速工程中的应用情况来看，其 

安装简便，外表美观，具有很高的应用价值。目 

前国内的防落梁装置还属于初步应用阶段，随着 

桥梁安全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其将得到更高的重 

视和更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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