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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利用摩擦型钢承套作为支承
,

在建筑施工中己有使用
,

但存在有较大的盲目性
。

为从理论上寻求使用摩擦型钢

承套相关的依据
,

制定 了相应的试验方案
,

经过对工程中摩擦型钢承套的试验研究
,

并经工程实际验证
,

摩擦型

钥承套承载力与抗滑移是安全可靠的
,

是值得大力推广应用的新施工工艺
,

必将为建筑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

关挂甸
:

承套 : 承载力 ; 滑移
;

试验

概述

随着建筑业的快速发展
,

新型建筑材料层出不穷
,

随之而来的施工新工艺的使用也越来越多
。

摩擦型

钥承套的新工艺已在建筑工程中出现
,

它以结构简单
、

方便施工等特点
,

引起了建筑界的极大关注
。

它是

利用摩擦型钥承套作为支承进行上部结构
、

构件的施工
,

被称为桩
、

柱上部结构 (梁 ) 的
“

无支架
”

施工

新工艺
.

但 目前在建筑工程施工使用中存在有较大的盲目性
,

在尺寸选择
、

制作
、

安装上有较大的随意性
,

为此
,

针对这一问题
,

结合有关工程实例进行实地现场的分析研究
,

设计一套较为完整的试验测试方法
,

以进行试验检验
、

从理论上寻求其相关的依据
,

欲进一步完善摩擦型钢承套在工程中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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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原理及方法

某市内双向四车道大桥的扩建工程
,

在桥墩帽梁的施工中采用了摩擦型钢承套作为支承的施工工艺
。

在已浇筑的钢筋混凝土圆柱桥墩上安装摩擦型钢承套
,

在其上放置钢架
,

再在上部支立帽梁混凝土的模板
。

根据以上情况经分析作如下试验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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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测试原理

摩擦型钢承套的受力状态如图 l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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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虎克定律得
,

环向线应变
图 1 环形承套及其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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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式 (6 ) 可见
,

通过实验测定环形承套表面的环向应变‘
,

就可确定其承载力 P
。

己知
:

h 二4 5Ollun
,

t 二 12 Inm
,

施工中承套的最大荷载标准值 几 二3 3 1k N
,

钢与混凝土的表面摩擦系数

f 二0
.

45 1 ,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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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载力测试

(l) 承套由厚 12luln 钢板
,

按园柱桥墩的外径尺寸弯曲而成的

两个带有联结板的半园弧结构
,

见摩擦型钢承套结构示意图
,

如图

2
.

据所用材料钢材的特点采用规格 Sllun x 3mm
、

电阻值 120 0
、

灵敏

系数 2
.

0 的胶基应变片
,

沿承套高度均匀布置三个应变片
,

同时在

摩擦型钢承套的对称面上也沿承套高度再均匀布置三个应变片
。

考

虑在施工现场进行试验测试影响因素较多
,

应变片的布贴是关键
。 图 2 厚擦型钥承套结构示意图

首先为保证定位的准确
,

在钢承套预贴应变片的部位吊垂线
,

将钢承套高度分成均匀的三等分
,

在各等分

线处作与垂线成垂直的
“
十

”
字交线为应变片的中心点

。

在钢承套的另一对称面宜同样定位
。

对应变片的

相关技术指标进行检查以便电桥的平衡
。

考虑现场温度的环境条件采用 ,’5 02
”

胶粘剂粘贴
,

蜡封
。

引出

导线采用屏蔽线以保证电信号的质量
。

(2) 按平时施工的要求
,

均匀旋拧园柱桥墩外钢承套对称边两联结板上的各两排螺栓
。

旋拧时按
“

等

值增量
”

原则
,

每次对称旋拧对称边的各两排螺栓
,

采用 YJ Z一 16 型应变仪测试
,

利用应变仪专用软件
,

自动采集并实时监测
,

测试出其应变量
,

直到拧紧为止
,

此处拧紧为实际使用中常用的扭力
。

测试出最后

应变
,

最终测试结果见表 l
。

表 l

eee :

测试值值 e .

平均值值 承载力 PPP 安全系数数

娜娜娜 娜娜 kNNN n 二乃汽汽

11111 222 333 3 70
.

777 1 13222 3
.

4 222

333 6000 4 3 555 3 1777777777

由表 l 可见
,

安全系数 n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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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承套在施工中的安全储备是足够的
。

实验还发现
,

有的承套的应变读数为负
.

本工程所测园柱桥墩外钢承套对称面布置的三个应变片读数

为负
.

这是因为钢承套直径小于园柱桥墩的直径
,

拧紧过程中
,

由于弯曲效应使钢承套表面产生压应力
。

这种情况的测试结果未予考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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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套下滑位移测试

为进一步研究摩擦型钢承套在工程中的使用
,

结合环形承套实际工作状态
,

监测整个施工过程中摩擦

型钢承套沿园柱桥墩纵向下滑位移的状况
。

试验方法是将百分表分别支承在摩擦型钢承套的联结板上
。

由于在现场试验测试
,

尽可能减少周围施

工机械人员对试验测试的影响
,

对支承百分表的地面进行夯实
、

平整
,

架设三脚小钢橙
,

安装磁性表座
,

注意安装百分表时的初始位置
,

使顶杆与被测钢承套下滑的方向一致
。

并注意被测位移的大小
,

调节顶杆

使百分表有适宜的测量范围
。

特别要注意的是调节外表框大针所指数字与量程针所指数字的一致性
。

在开

始浇筑混凝土之前
,

预先读取百分表的初读数
,

自开始浇筑混凝土每隔两分钟测读一次
。

浇筑混凝土完成

后继续每隔两分钟测读一次
,

直至百分表读数恒定不变为止
。

图 3 给出了在帽梁浇筑混凝土施工过程中

承套下滑位移的测试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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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

承套下滑位移在前一半时间内只有微小的变化
,

其中最大位移小于 0
.

12二 在后半段时间内
,

下

滑位移基本是稳定不变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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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梁浇筑过程中承套的下滑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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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因素分析

从上述试验的墓础上可看出
,

钢承套在实际工程实用中其承载力和抗滑移稳定性是安全可靠的
。

同时
,

不妨再从混凝土受力的角度来分析
,

看混凝土是否有可能出现被钢承套挤压破坏的情况
.

由表 1 可知
,

承

套的最大荷载标准值 几 二33 Ik N
,

而实测承套的最大承载力为

尸 二 1132 kN
,

安全系数 n 高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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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工程中桩
、

柱采用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一般在 C20 ~ C25
,

经计算
,

混凝土实际可承受的环向应力可达 70MP a ~ 8眼Pa 远远高于桩
、

柱混凝土强度等级
。

这是由于混

凝土处在二轴压
一
压状态

,

其二轴抗压强度从理论角度而言
,

将随不同方向应力的比例而变化
,

此时混凝

土的最大抗压强度为立方体试件消减摩擦约束后的单轴抗压强度的 1
.

25 一 1
.

6 倍
【, ’,

使环向应力增大
。

另

一原因则是由于应变计位于承套直径大于桩
、

柱直径处
,

拧紧过程中
,

使承套表面产生局部拉应力高于其

他部位
,

环向线应变增大
,

也使环向应力增大
。

排除上述两种原因后
,

混凝土实际可承受的环向应力也远

高于其强度等级 C20 ~ C25
,

所以
,

不存在混凝土桩
、

柱被钢承套挤压破坏的可能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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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以上承载力和下滑位移试验测试结果和分析以及计算可以看出
,

环形钢承套在桥梁施工中的承载力

和抗滑位移是安全可靠的
:
并可广泛应用于其他工程中的桩

、

柱的上部及其上部帽梁或者横梁的施工
。

有必要指出的是
,

在加工钢承套时
,

承套直径应不小于混凝土桩
、

柱的直径
,

同时要尽可能的使钢承

套的园周与桩
、

柱园周相吻合
,

并要保证拧紧承套联结板上的螺栓
。

依据上述制定的试验测试方法
,

通过试验测试和分析研究
,

摩擦型钢承套做为支承桩
、

柱上部结构 (梁 )

的
“
无支架

”

施工方法
,

获得了理论上的依据
,

也得到了工程实际的验证
。

制定的试验测试方法可行的
。

“
无支架

”

施工方法
,

是值得大力推广应用的一种新工艺
,

必将为建筑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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