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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于有限元建模中存在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大跨度拱桥初始设计模型的理论

分析结果与现场测试数据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

为了消除模型校验技术中的认知不确定性和

随机不确定性#从而更好地进行结构识别#本文以来华大桥和巴溪洲大桥为例#对其中若干

关键问题进行了讨论
;

通过合理地现场勘察与精确的有限元模拟相结合#基于灵敏度分析方

法进行不确定性参数筛选#并最终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优化#实现了可靠的结构工作状

况评估与响应预测
;

研究包括现场静动力试验$有限元模拟$模型校验$响应预测和校验合理

性评估等
;

基于精确建模和模态参数的校验技术可以有效地减小有限元模型与现场静动力

试验结果之间的误差#使用未经试验结果校验的设计模型#进行两座桥梁校验系数的评估#

分别存在着
#%N

和
#DN

的误差
;

关键词!模型校验%大跨度拱桥%静动力试验%工作模态分析%结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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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跨度桥梁结构中#拱桥具有跨越能力大&自重

轻&外形美观等优点'

%

(

;

然而#由于拱桥是以推力为主

的结构#其施工质量难以控制#且构件的性能变化难以

观测'

#

(

;

大跨度拱桥的构件参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对其进行状态评估的难度较大
;

通过结构识别技术确

定其真实工作状况#对桥梁的使用&维护&评估以及决

策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

随着结构识别理论在工程领域

应用的进展#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大跨度拱桥的静动力

试验和结构识别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
;

%@@&

年#

7,KQ

6

等'

D

(探讨了不同设计参数下

钢拱桥结构性能的变化#分析参数变化对拱桥的强

度和稳定性的影响#并提出了拱桥的结构设计优化

建议
;#$$!

年#

3̀+

等'

!

(对田纳西河桥进行了环境

振动测试#并分别使用峰值提取法!

PP

"和随机子空

间识别法!

88C

"进行了参数识别
;#$$>

年#

Y1(2,++,

等'

"

(对比进行了
<`[OJ*1H

U

3+(;D$%!

使用碳纤

维复合材料加固前后的模态测试#在工作模态分析

的基础上通过模型修正对结构工作状况进行了评

估
;#$$M

年#

]1-1

S

3

'

>

(研究了一种)多通道动态监测

系统*#该系统能够实现桥梁的固有频率与频率域分

解方法的在线自动识别
;#$$M

年#

8(+

U

等'

&

(使用密

布的无线传感器完成了厦门五缘大桥的模态试验和

工作模态分析
;#$%%

年#

[31

等'

M

(对一座
"

跨连续

拱桥进行了环境振动测试#结合车桥耦合振动试验

以及静载测试的结果#对桥梁的健康状况进行了评

估
;#$%%

年#

b1+

等'

@

(研究了结构识别中各种不确

定性因素的来源#并且通过对
/3+*

6

/)H4(+

桥的

结构识别和模型校验实例说明了如何减小不确定性

因素对识别结果的影响
;#$%D

年#李晰等'

%$

(利用设

置在一座钢管混凝土拱桥上的健康监测系统#对实

际结构的工作模态进行识别并采用零阶近似法对初

始有限元模型进行了修正
;#$%!

年#胡志坚等'

%%

(针

对九江长江大桥主桥三联拱桥部分开展大缩尺比的

静动力模型试验研究#通过各类构件不同的损伤模

拟方法研究了结构动力特性的变化
;#$%!

年#

Z(45,

等'

%#

(对比了路易斯一世桥加固前后随机振动试验

的模态分析结果
;

结合有限元模型结构识别#论证了

桥梁刚度&模态参数和边界条件之间的关系
;#$%!

年#陈清军等'

%D

(以一座经历地震后的框架结构为研

究对象#通过环境振动测试#采用小波变换的方法进

行了损伤识别研究
;#$%"

年#周云等'

%!

(通过对一块

钢 混凝土组合板进行静动力试验#基于脉冲锤击测

试的模态柔度理论进行了结构损伤的识别
;

基于灵敏度分析的模型校验是依据有限元模型

解析解和实验数据之间差异建立目标函数#通过目

标函数的优化实现参数识别
;

由于不确定性参数和

模态参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参数修正通常采用迭

代算法#识别结果可以保证模型单元的连续性和系

统矩阵的物理意义'

%"a%>

(

;

本文以两座新建的大跨度拱桥为研究对象#依

据工作模态分析测试结果和有限元计算模态分析结

果建立目标函数
;

通过模型校验技术#最终得到能够

真实准确地反映结构状况的有限元校验模型
;

静载

试验结果和校验系数表明#经过现场观测&环境振动

试验和模型校验#校验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模拟实际

结构#其响应预测结果更加准确可靠
;

.

!

桥梁结构识别

结构识别理论的提出始于
#$

世纪
>$

年代末
;

结构识别的范式最早于
%@&&

年被
/,*5

和
X,(

'

%&

(

提出
;

自
%@&M

年#

T1)

和
X,(

'

%M

(将其引入到土木工

程领域后#结构识别成为了工程力学界和土木工程

界的一个富有活力的研究方向
;#$$"

年#结构识别

的概 念 被
O8ZR 85?CH(.Z(+45*)953H 8

6

453Q4

Z(QQ15533

所接受#其范式被描述为)理论
a

试验
a

决策*的
>

步综合圆'

%@

(

#如图
%

所示
;

为保证研究工作的缜密和完善#本文的大跨度

桥梁结构识别严格按照
>

步圆的顺序开展
;

具体工

作内容划分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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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图
%

!

结构识别
>

步圆

]1

U

;%

!

81I453

S

4(.45*)95)*,-1H3+51.19,51(+91*9-3

%

"观察和概念
;

详细查阅结构的图纸记录#并结

合现场观测结果确定结构的建筑材料&结构形式等#

明确结构当前状况和可能出现的损伤
;

#

"先验模型
;

基于已知信息建立初始的有限元

模型
;

先验模型相对于实际结构的准确程度可以通

过对比其预测结果和现场测试数据来判定
;

通常可

取用设计单位出具的设计模型作为先验模型
;

D

"控制试验
;

根据校验目标选定合适的测试方

案
;

对于初始建成的大跨度拱桥#在通车之前对其进

行静载试验和随机振动模态试验是有效评定其工作

状况的方法之一
;

静载卡车试验按照预先设定的加

载工况使用卡车施加荷载#待加载稳定#观测桥面和

拱肋控制截面的应力与变形来判断桥梁结构的受力

性能是否满足要求
;

随机振动试验以环境振动作为

激励#通过安放于结构上的单轴加速度传感器拾取

结构振动的时域信号
;

试验测点分为参考点与移动

测点#并假定参考点输入信号为高斯白噪声
;

!

"数据分析与阐述
;

静载试验'

%M

(主要测试桥梁

控制截面的应变&应力和挠度#通过结构在外荷载作

用下的反应来评估结构能否达到正常使用的要求
;

模态试验中#根据各测点的加速度时程信号#经由快

速傅里叶变换转换为频域信号
;

分别计算参考点的

自功率谱以及参考点关于各移动测点的互功率谱#

最终由
P(-

6

<,I

方法求解结构的模态频率&阻尼与

振型
;

"

"模型校验与参数识别#也称模型 试验匹配
;

在结构识别的第
"

步模型校验前#首先要判断有限

元模型的准确性#在精确建模并消除有限元模型不

合理的模拟方式引入的误差的基础上进行参数识

别'

#$

(

;

基于灵敏度分析的参数校验有助于明确对结

构响应较为敏感的建模不确定参数并通过目标函数

迭代寻优的方法实现参数校验'

#%

(

;

其中#目标函数

和不确定参数的选取决定了修正的方向#本文选取

了基于模态频率误差的目标函数%

!

!

"

#

#

"

$

#

%

#

$

%

&,1

!

"

"

'

&31

!

"

"

&,1

!

"

"

(

%$$N

!

%

"

式中%

&,1

为有限元模型计算所得到的模态频率$

&31

为实际测试分析得到的模态频率$

"

为有限元模型

中的建模不确定参数$

#

为所选取的参与目标函数

的第
#

阶模态
;

其中#试验模态分析与理论模态分析通过模态

置信准则!

<OZ

"匹配!如式!

#

"所示"

;<OZ

值接近

于
%

说明两种振型匹配良好
;

<OZ

#

$

!

!

c

,1

!

)

31

"

#

!

!

c

,1

!

,1

"!

!

c

31

!

31

"

!

#

"

式中%

!

,1

和
!

31

分别表示有限元理论模态分析和环境

振动测试工作模态分析得到的振型向量$

#

为进行

分析的第
#

阶模态
;

>

"结构响应预测
;

在结构识别第
>

步#校验系数

!

'

##

(是评定结构工作状态和变形性能的一个重要指

标#可以由其判定有限元模型的准确程度
;

!

由静载

试验数据!应力&挠度"与有限元模型预测结果!应

力&挠度"的比值得到#如式!

D

"所示
;

!

$

*

3

*

*

!

D

"

式中%

*

3

#

*

*

分别表示有限元模型预测的理论挠度

与实际结构现场测试挠度
;

通常#

!

$

%

说明有限元

计算结果偏于安全#实际结构工作状况良好并有一

定的安全储备
;

!

d%

则说明有限元计算结果与试验

结果十分接近#模型较为准确地模拟了真实结构
;

/

!

来华大桥结构识别的研究

/;.

!

桥梁概况

广西来华大桥位于广西省来宾市#是一座中承

式钢管混凝土拱桥
;

大桥全长
!>"Q

#桥面宽
D>Q

#

主跨拱肋为双肋悬链线无铰拱#计算跨径为
##$Q

#

计算拱高
>$Q

#矢跨比为
%

+

D;";

每片拱肋由
!

根直

径
&"$QQ

#厚度为
#$QQ

的
bD!"Z

钢管组成#内

部灌注
Z"$

微膨胀混凝土
;

拱肋之间由水平联通钢

管和斜腹钢管连接#整体结构形成桁架式拱肋
;

桥面

板与钢管混凝土拱由立柱和吊杆连接#桥面上下游

方向各有
M

根立柱#

#%

根吊杆#实际结构照片见图

#;

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结构健康监测研究团队

!

^̂ ^;G+)5345;9(Q

"于
#$%D

年
>

月对该桥进行了

系统的静动力试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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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来华大桥照片

]1

U

;#

!

P195)*3(.T,1G),V*1H

U

3

/;/

!

静载试验

在各种不同的荷载组合作用下#钢管混凝土拱

和主跨桥面竖向变形及应变是本次静载试验的主要

内容
;

加载的位置主要集中在主跨
%

+

#

位置和主跨

%

+

!

位置
;

按照不同的车辆数分别设置沿桥梁纵轴

对称加载和偏心加载的两种加载形式#每台加载车

辆的重量均为
D$$F7;

来华大桥静载试验共预设了

#$

个加载工况#其中主跨
%

+

!

位置加载
%$

台车的

工况如图
D

所示
;

图
D

!

静载试验加载布置图

]1

U

;D

!

B23*213̂ (.45,519-(,H1+

U

5345

桥面测点布置在沿桥面均匀分布的
M

等分点

上#位于桥面防撞护栏内侧平坦处
;

测试过程采用电

子水准仪和光学人工水准仪分别进行测量读数#并

相互校核测试结果
;

在进行钢管拱的静载卡车试验

前#预先将全站仪棱镜安放在钢管拱上各个
M

等分

点位置#分别在上下游河滩安置全站仪测量各个测

点的位移结果
;

/;0

!

模态试验

本文使用
T<8Z,H,I?M

系统进行数据采集#

D

个参考点!第
!

"

#

%%

"和
%>

"测点#可见图
!

的传感

器固定布置#每次测试移动其余
"

个传感器所测试

的位置
;

测试过程%首先将传感器竖直放置#拾取竖

向的加速度时程响应#然后将传感器水平放置#完成

桥梁横向振动测试
;

数据采集时间为
%$

#

#$Q1+

#

采样频率为
"%#/K;

由随机子空间识别法获得的桥

面竖向振动稳态图见图
";

图
!

!

来华大桥模态测试测点布置图

]1

U

;!

!

T,

6

()5(.43+4(*41+5G3,QJ13+521J*,51(+5345

频率+
/K

图
"

!

基于
88C

方法获得的桥面振动的稳态图

]1

U

;"

!

88C45,J1-1K,51(+H1,

U

*,Q.(*5G3H39F

/;1

!

有限元建模及分析

根据来华大桥在设计和成桥试验的两个阶段的

研究目的#笔者分别使用有限元软件
<1H,4Z121-

和

85*,+H&

建立了来华大桥的空间有限元模型!后文

分别以设计模型和校验模型指代"#从模型校验前后

所得到的不同结果可以预测实际结构和计算模型在

性能方面的差异
;

来华大桥设计模型通过
<1H,4

建立!图
>

"#根

据其进行全桥施工过程控制#各个施工阶段的线型

和应力都在合理的范围内
;

主要控制参数能直观地

反映实际工作状况#相应的有限元计算结果可以作

为成桥静动力试验的有力参考
;

在完成静载控制试验和模态测试后#笔者使用

85*,+H&

建立了来华大桥校验模型!图
&

"

;

所有单元

的几何特征和物理参数都详细按照现场勘测结果确

定
;

拱肋&纵梁和横梁&

\

型横撑&立柱等均使用两节

点的
J3,Q

单元模拟$拉索的模拟使用仅承受拉力

的三维
9,J-3

单元$桥面板&人行道板和人行道扶手

由
S

-,53

单元模拟
;

桥面板两端与引桥部分通过伸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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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缝隔开#其边界条件在有限元模型中被模拟为理

想铰支座!限制相应节点的纵&横向和竖向平动位

移"

;

钢拱的两端边界条件假定为固定约束!限制相

应位置节点的全部平动及转动位移"

;

图
>

!

初始设计模型

]1

U

;>

!

C+151,-H341

U

+Q(H3-

图
&

!

经过校验的有限元模型

]1

U

;&

!

Z,-1J*,53H.1+1533-3Q3+5Q(H3-

灵敏度分析反映模型输出的分析结果对各建模

参数的敏感程度
;

通常#在有限元模型中选取主要单

元的弹性模量&几何尺寸以及边界条件为不确定性

参数
;

不确定参数是模型校验中的自变量#校验结果

通过改变参数的数值实现#每个不确定性参数的上

下限定义了修正参数的变化范围#即模型校验的约

束条件
;

校验结果在缩小模型与真实结构之间误差

的前提下#首先应保证校验后的不确定性参数具备

现实物理意义'

#D

(

;

另外参数变化范围也根据工程经

验&施工工艺和相关参考文献的常用取值范围选

取'

#!

(

#本文对每个不确定性参数选取的合理约束界

限统计见表
%;

来华大桥部分不确定性参数的基于

模态参数的灵敏度分析结果见图
M;

其中#横轴为不

确定性参数的标准化弹性模量#竖轴为基于
&

阶模

态频率的目标函数值#见式!

#

"

;

根据灵敏度分析结

果#选取
!

个对模态分析结果有显著影响的关键不

确定性参数为目标函数中待修正的自变量#将工作

模态分析结果最可靠的前
&

阶模态频率选为修正参

数!即
%d&

"#通过调整不确定参数的取值寻找有限

元模态分析结果与工作模态分析结果前
&

阶频率相

对误差的迭代寻优
;

目标函数迭代优化过程中#通过

式!

D

"实现有限元计算模态与试验模态振型的匹配#

并定义自变量的约束条件为%

+

J

$

"

$

,

J

!

!

"

式中%

"

#

+

J

#

,

J

分别表示不确定参数&变量下限和变

量上限
;

本文采用有限元软件
85*,+H&

的
OPC

模块

实现其与
<,5-,J

的交互访问#并使用最小二乘迭代

优化算法
-4

_

+(+-1+

进行校验#收敛准则为%

,J4

!

&#

-

%

'

&#

"

$

%.$

(

%$

'

D 或
153*

%

"$

!

"

"

,J4

!

&#e%

a

&#

"与
153*

分别表示相邻两次迭代运

算目标函数的差值和当前迭代次数#所有参数的校

验结果统计见表
%;

标准化弹性模量

图
M

!

灵敏度分析曲线图

]1

U

;M

!

83+4151215

6

,+,-

6

414(.Q(H)-)4

表
.

!

基于模态频率的灵敏度分析

所选取参数及其校验结果

2&"3.

!

4)5#6$676$

*

&5&8

*

#6#&5-

9

&%&:)$)%#

#)8)'$6,5#"&#)-,5:,-&8;%)

<

=)5'

*

参数
设计

参数+
%$

!

变量

下界

变量

上界

校验

结果+
%$

!

混凝土拱弹性模量+
<P, !;!$ $;>$/

%

%."$/

%

D;$>

钢拱弹性模量+
<P, #$;> $;>$/

#

%."$/

#

#$;>

人行道板密度+!

F

U

,

Q

aD

"

$;#!

%;M$f%$

D

#;M$f%$

D

$;#!

支座竖向刚度+!

7

,

QQ

a%

"

e

g

%$

!

e

g

%$

%#

/;>

!

校验结果合理性评估

本文选取加载挠曲变形最大的主跨
%

+

!

位置加

载
%$

台车的工况#对现场试验结果&设计模型和校

验模型预测的结果进行对比
;

桥梁钢拱和桥面板的

竖向变形见图
@

#图
%$;

从静载变形曲线可以看出#两种模型均能正确

反映大跨度拱桥在荷载作用下的变形状况#对比于

设计模型#校验模型的变形结果与试验测试数据更

为一致
;

设计模型中各个测点的校验系数值较小#说

明由其模拟的桥梁结构具有较高的安全储备
;

校验

!%



第
"

期 周云等%大跨度拱桥静动力试验与结构识别的实践

模型的结果则分布集中#所有校验系数都稳定于
$;@

#

%;$

之间#模型评估结果较为准确&可靠!见表
#

"

;

此外#来华大桥的工作模态分析和计算模态分析结

果列于表
D;

对比两种模型的模态分析结果#来华大

桥校验模型的理论模态分析与现场试验工作模态分

析的频率误差相较于设计模型大幅减小
;

测点沿桥纵向坐标+
Q

图
@

!

%

"

!

跨加载
%$

台车作用下的钢拱变形

]1

U

;@

!

A14

S

-,93Q3+54G,

S

3(.4533-

,*9G)+H3*%$9,*4-(,H3H(+5G3%

"

!4

S

,+

测点沿桥纵向坐标+
Q

图
%$

!

%

"

!

跨加载
%$

台车作用下的桥面变形

]1

U

;%$

!

A14

S

-,93Q3+54G,

S

3(.H39F

)+H3*%$9,*4-(,H3H(+5G3%

"

!4

S

,+

表
/

!

挠度校验系数对比

2&"3/

!

?,:

9

&%6#,5,;-);8)'$6,5'&86"%&$6,5',);;6'6)5$

位置
拱肋 桥面

主跨
%

+

!

主跨
D

+

!

主跨
%

+

!

主跨
D

+

!

实测挠度+
QQ #$;$$ a#&;$$ #$;$$ a"%;$$

设计模型挠度+
QQ #&;$$ aDM;$$ #>;$$ a"";$$

校验模型挠度+
QQ ##;$$ aD$;$$ #$;$$ a"D;$$

校验前
!

$;&! $;&% $;&& $;@#

校验后
!

$;@% $;@$ %;$$ $;@>

表
0

!

前三阶有限元软件计算模态振型与实测结果对比

2&"30

!

?,:

9

&%6#,5,;:,-&8&5&8

*

#6#")$+))5&:"6)5$76"%&$6,5$)#$65

@

&5-0ABC:,-)8

<(H3% <(H3# <(H3D

实
测
模
态

&%

d$;>@/K

&#

d%;$!/K

&D

d%;"D/K

设
计
模
型
模
态

&&&&&&&&&&&&&&&&&&&&&&&&&&&&&&&&&&&&&&&&&&&&&&&&&

&%

d$;!>/K

&#

d$;@D/K

&D

d%;#M/K

校
验
模
型
模
态

&&&&&&&&&&&&&&&&&&&&&&&&&&&&&&&&&&&&&&&&&&&&&&&&&

&%

d$;&$/K

&#

d%;$&/K

&D

d%;!#/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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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溪州大桥结构识别的研究

0;.

!

桥梁概述

巴溪洲景观桥位于长沙市坪塘#全桥长
#M$Q

#

主跨部分为
%M$Q;

拱肋结构为全焊提篮式钢箱拱#

钢拱肋的拱轴线在空间上为悬链线形式#拱轴系数

%;M

#跨径
%!#Q

#矢高
#!;M@Q

#拱肋截面内倾角为

Mh;

箱型截面尺寸为
%;$Qf%;MQ

#两片拱肋通过
"

道钢箱横撑连为整体
;

拱肋沿纵向分
D

种节段类型%

钢筋混凝土结合段&钢拱肋
O

段和钢拱肋
V

段
;

吊

索直接承受来自桥面主梁的荷载#间距为
>;#"Q

#

沿桥梁纵向布设#全桥共设
#D

对#桥梁照片见图

%%;

图
%%

!

巴溪洲桥照片

]1

U

;%%

!

P195)*3(.V,i1WG()V*1H

U

3

0;/

!

静载试验

静载试验记录了巴溪洲桥在载重卡车荷载作用

下各个控制截面的应力&应变等数据#全面反映了结

构的工作状况
;

试验共设置
%!

个工况#分为桥梁纵

向
%

+

#

位置和
%

+

!

位置加载
;

加载车辆平均重量为

#&$F7

#加载稳定后通过全站仪读取桥面和钢拱的

变形
;

在后续的校验模型评估阶段#本文选取了桥面

挠曲变形最大的
%

+

#

位置加载
!

台车工况#如图
%#

所示
;

图
%#

!

静载试验加载布置图

]1

U

;%#

!

B23*213̂ (.45,519-(,H1+

U

5345

0;0

!

模态试验

为准确模拟桥梁实际工作状况#巴溪洲桥模态

测试通过环境振动!风&水波冲击&行人荷载和地脉

动等"激励结构的响应
;

工作模态分析结果通过随机

子空间识别法提取#测点布设如图
%D

所示
;

图
%D

!

模态测试测点布置图

]1

U

;%D

!

C+45*)Q3+5,51(+-,

6

()51+Q(H,-5345

其中#第
%%

"点和
!!

"点被设为参考点#其余为

移动测点#数据采集工作由
T<8Z,H,I?M

系统完

成
;

测试过程先后测取桥梁的竖向模态以及横向弯

曲模态#每次采集时间为
%"Q1+

#采样频率为
#">

/K;

竖向模态的测试中#经过信号处理和频谱分析

所得到的模态提取图如图
%!

所示
;

频率+
/K

图
%!

!

88C

方法计算桥面模态稳态图

]1

U

;%!

!

88C45,J1-1K,51(+H1,

U

*,Q(.5G3H39F

0;1

!

有限元建模及分析

巴溪洲桥的设计模型通过有限元软件
<1H,4

建立!如图
%"

所示"#所有构件都使用空间梁单元模

拟#设计模型采用的建模方法基本满足施工控制和

结构工作状况评估的要求
;

校验模型的建立综合采用了梁单元&桁架单元&

实体单元等
;

桥面系通过梁格法'

#"

(建立#利用等效

的梁格代替桥梁上部结构#将分散在梁&板每一区段

内的弯曲刚度和扭转刚度集中于最邻近的等效梁格

内#每一梁格内的弯矩&剪力和扭矩均等于该梁格所

代表的实际结构的内力
;

校验模型中#拱肋两端的大

体积混凝土由实体单元模拟$吊索采用仅承受拉力

的桁架单元模拟$刚性吊杆采用梁单元模拟#并且释

放梁端的约束
;

桥头支座被模拟为简单支撑#支座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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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沿
"

轴&

)

轴的转动位移和沿
"

#

0

和
)D

个方向

平动位移均被限制#模型示意见图
%>;

图
%"

!

巴溪洲桥设计模型

]1

U

;%"

!

A341

U

+Q(H3-(.V,i1WG()V*1H

U

3

图
%>

!

巴溪洲桥校验模型

]1

U

;%>

!

Z,-1J*,53HQ(H3-(.V,i1WG()V*1H

U

3

对于校验模型#根据环境振动测试的工作模态

分析和有限元模型理论模态分析的频率相对误差建

立目标函数
;

根据工程经验选取部分不确定性较高

的灵敏度参数及其相应的变化范围
;Z!$

混凝土容

重的灵敏度分析曲线如图
%&

所示
;

其中#横轴表示

混凝土容重相对于初始设计值的变化过程#

/

为初

始设计值#竖轴为前
D

阶模态频率的相对误差之和
;

参数校验基于最小二乘法原理#所选取的
D

个待修

正的不确定性参数可见于表
!;

目标函数选取如公

式!

#

"所示
;

其中#

%dD

#即模型校验的目标是实现有

限元模态分析前
D

阶模态频率与工作模态分析结果

的契合
;

修正过程的自变量个数为
D

#每次修正均固

定其余两个自变量#在当前修正自变量的界限内寻

找满足目标函数极小值的最优点#并将其确定为校

验结果
;

0;>

!

校验结果合理性评估

为了评估模型校验结果的合理性#本文选取加

载变形最大的主跨
%

+

#

位置加载
!

台车工况下结构

的变形进行研究
;

钢拱测点布置在其四等分点上#桥

面板的边跨测点布设在其跨中#主跨测点布置在所

有的八等分点上#挠曲变形数据结果见图
%M

#图
%@;

对比试验和两种有限元模型的计算结果#钢拱和桥

面测点的变形与模型预测结果一致#且大部分测点

位移小于相应的有限元解析解
;

混凝土容重

图
%&

!

混凝土容重灵敏度分析

]1

U

;%&

!

83+4151215

6

,+,-

6

414(.H3+415

6

(.5G39(+9*353

表
1

!

基于模态频率的灵敏度分析

所选取参数及其校验结果

2&"31

!

4)5#6$676$

*

&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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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加清晰地反映巴溪洲大桥在加载时的工

作状况#部分关键位置的校验系数见表
";

对比两种

模型的校验系数#设计模型能够完成结构在外部荷

载作用下承载变形性能的初步预测#而经过精确的

现场勘验和单元模拟#以及由模态参数目标函数完

成参数校验的校验模型对结构工作状况的评估和响

应预测更为准确可靠#其控制测点的校验系数均高

于设计模型的相应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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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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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车作用下的桥面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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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溪洲桥的工作模态分析和计算模态分析结果

见表
>;

相比于设计模型#校验模型的静载变形结果

和模态分析结果均更加符合巴溪洲桥的现场试验数

据#真实全面地模拟了实际结构#验证了有限元模型

校验的合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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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阶有限元软件计算模态振型与实测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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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

论

大跨度拱桥是以推力为主的结构#其施工质量

控制难度大#且构件的性能变化难以观测
;

构件的物

理参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传统方法难以实现准

确的状态评估
;

本文以团队测试过的两座大跨度拱

桥为研究对象#按照初始设计模型&现场试验&模型

校验&校验结果评估等步骤完成了两座大跨度拱桥

的结构识别
;

%

"大跨度拱桥结构中构件与材料性质复杂#使

用有限元方法对其模拟的过程引入了大量的物理参

数和几何参数不确定性
;

通过对比两座大桥的初始

设计模型和其工作模态分析的结果#使用仅基于设

计图纸建立的设计模型进行两座桥梁校验系数的评

估分别存在着
#%N

和
#DN

的误差#设计模型仅能作

为实际结构的先验与近似
;

#

"综合考虑大跨度拱桥模态频率匹配的目标函

数配合最小二乘优化算法可以有效地减小有限元模

型与真实结构的参数误差
;

其中#灵敏度分析可以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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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周云等%大跨度拱桥静动力试验与结构识别的实践

速筛选重要的不确定性参数
;

完成参数的迭代优化

计算后#来华大桥与巴溪洲桥有限元模型的计算模

态分析误差分别缩小了
%>;#!N

和
D;#"N;

D

"基于现场勘测的真实结构细节模拟和基于模

态参数目标函数的重要不确定性参数校验过程#大

幅降低了初始有限元模型中的几何参数与物理参数

不确定性
;

校验模型的变形数据和现场静载试验结

果更为一致#为进行准确可靠的大跨度拱桥工作状

况评估和响应预测奠定了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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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cYZ

#

XOB'cP;8

6

453Q1H3+51.19,51(+1+45*)95)*,-

H

6

+,Q194

'

'

(

;'()*+,-(.5G3R+

U

1+33*1+

U

<39G,+194A12141(+

#

%@&&

#

%$D

!

>

"%

%$M@a%%$!;

'

%M

(

TC08Z

#

XOB'cP;85*)95)*,-1H3+51.19,51(+9(+93

S

5

'

'

(

;

'()*+,-(.85*)95)*,-A12141(+

#

%@&M

#

%$!

!

%$

"%

%M!"a%M"M;

'

%@

(

ZOcVO8 ] 7

#

\C'R[8\C?ZB̀ R̀O c

#

O\cO7 O R;

OQ3*19,-4(9135

6

(.9121-3+

U

1+33*4;45*)95)*,-1H3+51.19,51(+

!

85?CH

"

(.9(+45*)953H.,91-15134

%

O

SS

*(,9G34

#

Q35G(H4,+H

539G+(-(

U

134.(*3..395123

S

*,95193(.85?CH

'

`

(

;0+153H85,534

#

#$%%

%

%$#a%$>;

'

#$

(

8<Cc/C

#

8OCccO 8;CQ

S

*(21+

U

F+(̂-3H

U

3(.45*)95)*,-

4

6

453Q J3G,21(*5G*()

U

G Q)-51

S

-3 Q(H3-4

'

'

(

;'()*+,-(.

85*)95)*,-R+

U

1+33*1+

U

#

#$$M

#

%D!

!

!

"%

""Da">%;

'

#%

(

'OC8/CV

#

[RCiC7`;85*)95)*,-.1+1533-3Q3+5Q(H3-)

S

H,?

51+

U

)41+

U

,QJ13+521J*,51(+5345*34)-54

'

'

(

;'()*+,-(.85*)9?

5)*,-R+

U

1+33*1+

U

#

#$$"

#

%D%

!

!

"%

>%&a>#M;

'

##

(谌润水#胡钊芳
;

公路桥梁荷载试验与结构评定 '

<

(

;

北京%

人民交通出版社#

#$$D

%

Ma%#;

Z/R7 )̀+4G)1

#

/0WG,(.,+

U

;T(,H5345,+H45*)95)*332,-)?

,51(+(.G1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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