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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梁静载试验方法及评定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公路桥梁预制混凝土梁静载试验方法及评定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公路桥梁预制

混凝土梁静载试验方法及评定的仪器设备、试验加载、试验量测、数据计算与结果评定、试验记录与试

验报告、试验安全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公路工程新建、改扩建工程中的预制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

混凝土梁静载试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7551  称重传感器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JTG/T J21-01—2015  公路桥梁荷载试验规程 

JTG 3362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SJ 21133  称重传感器通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制混凝土梁静载试验  static load testing for precast concrete girder 

通过施加荷载对预制混凝土梁的静力特性进行检验的现场测试。 

[来源：JTG/T J21-01—2015，2.1.1，有修改] 

 3.2 

荷载试验效率  load efficiency ratio  

试验荷载所产生的效应与控制荷载效应的比值。 

[来源：JTG/T J21-01—2015，2.1.7] 

 3.3 

控制荷载  control load 

进行静载试验时，确定荷载试验效率和初步分级加载等级所采用的荷载。 

[来源：JTG/T J21-01—2015，2.1.4，有修改] 

 3.4 

试验荷载  test load 

静载试验对预制混凝土梁施加的实际荷载值。 

 3.5 

支点沉降  support 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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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座的压缩量与台座的竖向位移之和。 

[来源：JTG/T J21-01—2015，2.1.6，有修改] 

 3.6 

校验系数  structural verification coefficient 

试验荷载作用下预制混凝土梁控制截面应变（应力）或变形实测值与相应的理论计算值的比值。 

[来源：JTG/T J21-01—2015，2.1.8，有修改] 

4 基本规定 

一般规定 4.1 

4.1.1 正常生产条件下，对同一预制场生产的梁，以大于 50片、不超过 500片且不超过 6个月的同类

型（同材料、同制作工艺、同结构类型、同跨径）预制混凝土梁板为一批，每批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

检不少于 1片。同类型首批梁应优先进行抽检。对小批量生产（总数不超 50片）的同类型预制混凝土

梁板，可直接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直接选用质量相对较差的梁进行试验，且数量不少于 1片。当受到

条件限制时，可根据工程实际由各方商定。 

注： 同材料是指同一原材，包括：水泥、砂石、钢筋等；同制作工艺是指相同的施工队伍、施工设备和施工方法；

同结构类型是指相同的截面类型和结构形式（结构连续、桥面连续、结构简支）；同跨径是指非标准跨径预制

混凝土梁和与之跨径接近的标准预制混凝土梁视为同一跨径。 

4.1.2 遇到下列情况之一，应额外制定专项方案进行抽检： 

——采用新结构、新材料、新工艺进行试生产时； 

——预制梁材料及各项生产环节发生较大变动； 

——对预制混凝土梁板的施工质量有怀疑时； 

——技术质量基础资料不全，或对资料发生怀疑时； 

——对主要质量指标验证合格，但未按施工规范制作的预制混凝土梁； 

——对进行质量缺陷处理后的预制混凝土梁。 

4.1.3 预制预应力混凝土梁静载试验应在预应力终拉或放张 30
 
d后进行，预制钢筋混凝土梁应在混凝

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进行静载试验，一般不宜少于正常养护 28
 
d龄期。 

4.1.4 一般仅对预制混凝土梁进行正常使用状态试验检测，当正常使用状态检验结果不满足要求时，

应对该生产批次的预制混凝土梁进行额外抽检，抽检的数量不少于正常抽检数量的 2 倍。当额外抽检的

结果仍不能全部满足要求时，可由检测单位提出专项检测方案报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单位审批后实施。 

试验程序 4.2 

4.2.1 静载试验应按照试验准备、现场实施和试验结果分析三个阶段进行。 

4.2.2 试验准备阶段工作内容应包括： 

——资料准备。应收集的资料包括：待抽检预制混凝土梁的结构型式、跨径、数量、相关质检资

料、设计图纸以及设计参数，其中设计参数应由设计单位提供，作为预制混凝土梁静载试验

的依据； 

——方案编制。根据设计参数，结合测试内容，按荷载等效原则拟定试验荷载大小、试验工况、

加载位置及方法，制定试验加载、测点布设及测试方案等，方案尚应包含相关安全措施及应

急预案等内容； 

——试验筹备。在确认试验方案后，进行试验人员组织和试验仪器设备的筹备工作，合理安排静

载试验的进度。 

4.2.3 现场实施阶段工作内容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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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准备。包括试验台座、支座的检查，试验梁信息核对和截面尺寸复核，加载系统和量测

系统的布置、安装和调试； 

——预加载试验。在正式实施加载试验前，应先进行预加载试验，检验整个加载和测试系统工作

状况，并进行调试； 

——正式加载试验。按照静载试验方案进行加载试验，记录各测点测值和相关信息，并记录试验

环境（温度、天气等）； 

——过程监控。测试主要控制截面最大效应实测值，并与相应的理论计算值进行分析比较，判断

预制混凝土梁受力是否合理，确定可否进行下一级加载。 

4.2.4 试验结果分析阶段工作内容应包括： 

——理论计算。按照实际施加荷载情况对预制混凝土梁的内力、应力（应变）和变形进行理论计

算； 

——数据分析。对原始测试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报告编制。根据理论计算和测试数据对比分析，对试验结果进行评定，形成静载试验报告。 

试验环境 4.3 

4.3.1 试验现场应保证无电磁、振动、冲击等干扰而影响试验结果的因素。 

4.3.2 试验不宜在强风、大雾及大、中雨天气进行。小雨天气进行试验时，应做好仪器设备、加载物

及传输线路的防雨措施。 

4.3.3 试验应在气温平稳的时段进行，当气温较低或较高时，应根据仪器设备正常工作的温度范围，

确定是否进行静载试验。 

注： 整个静载试验过程，气温变化宜在3 ℃以内，若超过该变化值，温度影响修正量可按式（2）计算，以减少温度

变化对试验结果的影响。  

4.3.4 静载试验宜避开日光强烈的时段。 

试验工况 4.4 

正常使用状态静载试验控制截面应为预制混凝土梁受力最不利截面，主要试验工况为受力最不利截

面最大正弯矩工况；此外，可根据实际需求增加试验工况。 

5 仪器设备 

试验用测试设备的技术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试验用仪器设备应定期进行检定（或校准），5.1 

其技术性能应符合相关规范标准的要求。宜使用先进的测试设备。 

静载试验前应对测试和加载设备的状态进行核查，确保试验测试结果准确。 5.2 

仪器设备的量程应满足试验要求，预计实测值宜处于仪器设备量程的 15％~85％。 5.3 

采用集中力加载时，荷载传感器的精度不应低于 C 级，且应符合 GB/T 7551 和 SJ 21133 的规定；5.4 

荷载传感器仪表的最小分度值不宜大于被测力值总量的 1.0％，示值允许误差为量程的 1.0％。采用均

布加载时，称量加载物重量的称重装置允许误差为加载物重量的±1.0％。 

试验加载前应对测点与测量仪器予以防护，避免日照、风雨、振动和其他干扰。 5.5 

应变（或应力）测试设备的最小分化值不应大于 2
 
µε，且应符合 JTG/T J21-01—2015 附录 A的规5.6 

定。 

位移（或变形）测试设备的最小分化值及精度不应大于 0.3
 
mm，且应符合 JTG/T J21-01—20155.7 

附录 A 的规定。 

裂缝测试设备的最小分化值不应大于 0.02
 
mm，且应符合 JTG/T J21-01—2015 附录 A的规定。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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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试验加载 

支承方式 6.1 

6.1.1 试验台座 

6.1.1.1 保证试验梁的边界约束条件和受力状态符合试验方案的计算简图。 

6.1.1.2 有足够的刚度、承载力和稳定性，不产生影响预制混凝土梁正常受力和测试精度的沉降，以

满足静载试验要求。 

注： 如对试验台座性能存在疑虑，可在静载试验前，以2倍的控制荷载对台座预压3 h，若其沉降小于1𝑚𝑚，则说明

台座满足试验要求。 

6.1.1.3 在纵向位于支座中心线位置，且两台座顶面的高差应满足：
|𝐻1−𝐻2|

𝐿
≤

1

2000
，如图 1，台座顶面

应为水平面。 

 

图1 试验梁台座示意图 

6.1.1.4 试验台座的质量应符合 JTG F80/1 的规定。 

6.1.2 试验支座 

6.1.2.1 预制混凝土梁静载试验宜优先采用铰支座，在条件不允许情况下，可采用与设计图纸要求相

符的支座，支座应仅提供垂直于跨度方向的竖向反力。 

6.1.2.2 若使用铰支座，则符合下列规定： 

——一端应为固定铰支座，另一端应为滚动铰支座（见图 2），铰支座的长度不宜小于试件在支承

处的宽度。 

 
标引序号说明： 

1——试验梁； 

2——固定铰支座； 

3——滚动铰支座。 

图2 预制混凝土梁的铰支座支承图 

L

支座中心线支座中心线

固定铰支座

台座 台座

滚动铰支座
H1 2H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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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铰支座应限制试件在跨度方向的位移，但不应限制试件在支座处的转动；滚动铰支座不

应影响试件在跨度方向的变形和位移，以及在支座处的转动； 

——铰支座的长度不宜小于预制混凝土梁的宽度；上垫板的宽度与预制混凝土梁的设计支承宽度

一致；垫板的厚宽比不宜小于 1/6； 

——两支座的轴线布置应符合计算简图的要求，并且两支座轴线间的距离应等于预制混凝土梁的

设计计算跨径。 

加载方式 6.2 

6.2.1 加载方式宜优先采用集中力加载，集中力加载可采用分配梁系统（或地锚系统）进行加载。采

用分配梁进行试验加载时，分配梁应对称布置在控制截面两侧。 

6.2.2 在条件不允许情况下，可采用均布加载，均布加载采用重物进行加载时，符合下列规定： 

——加载物应重量均匀一致，形状规则； 

——不宜采用有吸水性的加载物； 

——试验前应对加载物称重； 

——加载物重量应满足分级加载的要求； 

——加、卸载宜对称进行。 

试验荷载 6.3 

6.3.1 对于正常使用状态试验，控制荷载宜根据单片梁控制断面内力等效原则确定，按附录 A 的方法

执行。 

6.3.2 对正常使用状态试验，荷载试验效率ηq宜介于 0.90～1.05 之间。ηq应按照公式（1）进行计

算。 

 𝜂𝑞 =
𝑆𝑠

𝑆
 ············································································(1) 

式中： 

𝜂𝑞——荷载试验效率； 

𝑆𝑠——试验荷载作用下，控制截面内力的最大计算效应值； 

𝑆——控制荷载产生的控制截面内力的最不利效应计算值。 

注： 控制荷载的计算方法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6.3.3 对正常使用状态试验，作用在预制混凝土梁上加载设备的重量，应作为试验荷载的一部分，并

经计算后从加载值中扣除。加载设备的重量宜通过实际量测获得。 

加载程序 6.4 

6.4.1 正式加载前应进行预加载，检验预制混凝土梁与加载装置组成的整个系统稳定性是否良好，仪

表及加载设备是否正常运行，并对仪表设备进行调零。 

注： 一般采用分级加载的第一级荷载作为预加载的荷载值。 

6.4.2 使用集中力加载时，应采用缓慢平稳的方式加载。使用均布加载时，加载物应以控制截面为轴

线对称、缓慢、平稳码放。 

6.4.3 正常使用试验应分级施加，加载级数应根据试验控制荷载和试验荷载分级增量确定，可分为 3~5

级。 

6.4.4 加载时间间隔满足结构响应稳定的时间要求： 

——应在前一级荷载阶段内结构响应相对稳定、并进行了有效测试及记录后方可进行下一级荷载

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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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级荷载加载完成后持荷时间不应小于 5
 
min，且每级加载时间应相等； 

——满载和卸载状态持荷时间不应少于 15
 
min。 

注： 加卸载稳定时间取决于结构变形达到稳定所需的时间。同一级荷载内，结构最大变形测点在最后5 min内的变形

增量小于第一个5 min变形增量的15％，或小于测量仪器的最小分辨值时，通常认为结构变形达到相对稳定。 

6.4.5 正常使用试验加载过程中，应对各加卸载过程结构控制点的应变（或变形）、薄弱部位的破损

情况进行观测与分析，并与理论计算值对比。当试验过程中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停止加载，查清原

因，采取措施后再确定是否进行试验： 

——控制测点应变值已达到或超过计算值； 

——控制测点变形（或挠度）已达到或超过计算值； 

——预制混凝土梁裂缝的长度、宽度或数量明显增加； 

——实测变形增长速率及分布规律异常； 

——预制混凝土梁发生异常响动、失稳、扭曲、晃动等异常情况。 

7 试验量测 

几何尺寸量测 7.1 

7.1.1 预制混凝土梁静载试验前应进行形状、几何尺寸量测。 

7.1.2 预制混凝土梁几何尺寸量测断面沿梁纵向等间距分布应不少于 3个。 

荷载量测 7.2 

7.2.1 集中力加载方式时，应选用经过标定且满足精度要求的压力传感器进行施加荷载的量测。每一

级加载完成后应在持荷开始时预读，持荷结束时正式测读。 

7.2.2 均布加载方式时，应对各加载重物逐一进行称重。 

竖向位移量测 7.3 

7.3.1 竖向位移量测的仪器、仪表应根据精度及数据采集的要求选择，可选用仪表包括：千分表、百

分表、精密水准仪、位移计等。 

7.3.2 竖向位移测点布置符合以下规定： 

——竖向位移测点布置应遵循的原则：测点的测值应能反应结构的最大竖向变位及其变化规律； 

——竖向位移测点应沿试件跨度方向布置，包括测量支座沉降和梁体竖向位移在内的测点数量不

应少于 5个，应以预制混凝土梁中心线为对称轴在其两侧对称布置。预制混凝土梁竖向位移

测点立面布置如图 3，横向布置如图 4。 

 

图3 预制混凝土梁竖向位移测点立面布置示意图 

支座中心线 最不利截面 3/4截面1/4截面 支座中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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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预制混凝土梁竖向位移测点横向布置示意图 

7.3.3 每一级加载及卸载结构变形稳定后，应对预制混凝土梁两侧测点同时进行位移观测。 

应变量测 7.4 

7.4.1 应变量测的仪器、仪表应根据精度及数据采集的要求，选用千分表、杠杆引伸仪、电阻应变仪、

振型式应变计、光纤光栅式应变计等。 

7.4.2 应变测点的布置符合以下规定： 

——应变测点应布置在静载试验控制截面上； 

——应变测点布置应能充分反映截面高度方向的应变分布特征，沿截面高度布置不应少于 2个应

变测点（包括最边缘和截面突变处的测点在内），对称布置； 

——开裂结构宜用裂缝宽度量测代替应变量测； 

——应变测试应设置温度补偿测点，补偿测点位置应处于预制混凝土梁试件相同材质、相同环境

的非受力部位； 

——对于 T梁等跨中截面存在横隔板的情况，应变测点布置截面宜偏离跨中截面 30𝑐𝑚～40𝑐𝑚； 

——常见截面的应变测点布置见表 1。 

表1 主要截面应变测点布置示意 

主要截面类型 应变测点位置示意 备注 

空心板 

 

①每侧腹板侧面测点不宜少于2个 

②底板测点不宜少于2个 

T梁 

 

①每侧腹板侧面测点不宜少于2个 

②底板测点不宜少于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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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截面应变测点布置示意(续) 

主要截面类型 应变测点位置示意 备注 

小箱梁 

 

①每侧腹板侧面测点不宜少于2个 

②底板测点不宜少于2个 

7.4.3 应变应在每级加载及卸载稳定后进行量测。 

裂缝量测 7.5 

7.5.1 试验开始前应对预制混凝土梁进行全面的外观检查，对裂缝长度及宽度等情况进行记录，并绘

制梁体裂缝位置分布图。对试验加载前的原有裂缝，应进行量测和标记，并选择典型代表性裂缝进行试

验监测。 

7.5.2 试验过程中每一级加载后，应对预制混凝土梁进行检查，观测原有裂缝是否延伸，梁体是否出

现新增裂缝。如有上述情况，应暂停继续加载并在试件上描绘裂缝的位置、起始点以及转折点，同时采

用裂缝测试设备对裂缝宽度进行量测，并注明荷载等级，分析裂缝的性质和类型，判断是否继续进行荷

载试验。 

7.5.3 卸载稳定后应对裂缝闭合情况进行检查并记录。 

8 数据计算与结果评定 

一般规定 8.1 

8.1.1 试验数据分析时，应充分考虑温度变化和支点沉降的影响，并对测试数据进行修正。当影响小

于 1％时，可不修正。 

8.1.2 数据分析时，应绘制试验曲线，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绘制主要控制测点的位移（或应变等）与荷载（或荷载效率）的关系曲线； 

——绘制沿预制混凝土梁跨径方向挠度图、应变沿截面高度分布图。 

注： 试验曲线能直观地反映试验结果，处于线弹性阶段的预制混凝土梁，主要测点实测位移（或应变）与荷载（或

荷载效率）应呈线性关系，控制截面应变沿高度分布应符合平截面假定。 

数据计算 8.2 

8.2.1 温度影响修正可按照公式（2）进行计算。 

 ∆𝑆𝑡 = ∆𝑆 − ∆𝑡 ∙ 𝐾𝑡 ·································································· (2) 

式中： 

∆𝑆𝑡——温度修正后的测点加载测值变化量； 

∆𝑆——温度修正前的测点加载测值变化量； 

∆𝑡——相应于∆𝑆观测时间段内的温度变化量（℃），对应变宜采用构件表面温度，对挠度宜采用

气温； 

𝐾𝑡——空载时温度上升 1
 
℃时测点测值变化量。如测值变化与温度变化关系较明显时，可采用多次

观测的平均值。 

 𝐾𝑡 =
∆𝑆𝑙

∆𝑡𝑙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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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𝑆𝑙——空载时某一时间区段内测点测值变化量； 

∆𝑡𝑙——相应于∆𝑆𝑙同一时间区段内温度变化量。 

8.2.2 当支点有沉降发生时，支点沉降修正量可按照公式（4）进行计算。 

 𝐶 =
𝑙−𝑥

𝑙
∙ 𝑎 +

𝑥

𝑙
∙ 𝑏 ···································································(4) 

式中： 

C——测点的支点沉降影响修正量，单位为毫米（𝑚𝑚）； 

l——A支点到B支点的距离，单位为米（𝑚）； 

x——挠度测点到A支点的距离，单位为米（𝑚）； 

a——A支点沉降量，单位为毫米（𝑚𝑚）； 

b——B支点沉降量，单位为毫米（𝑚𝑚）。 

8.2.3 主要测点的变位或应变可按照公式（5）～式（7）进行计算。 

 𝑆𝑡 = 𝑆𝑙 − 𝑆𝑖 ········································································(5) 

 𝑆𝑒 = 𝑆𝑙 − 𝑆𝑢 ········································································(6) 

 𝑆𝑝 = 𝑆𝑡 − 𝑆𝑒 = 𝑆𝑢 − 𝑆𝑖 ·······························································(7) 

式中： 

𝑆𝑡——试验荷载作用下，主要测点实测总变位[单位为毫米（𝑚𝑚）]或总应变值； 

𝑆𝑒——试验荷载作用下，主要测点实测弹性变位[单位为毫米（𝑚𝑚）]或应变值； 

𝑆𝑝——试验荷载作用下，主要测点实测残余变位[单位为毫米（𝑚𝑚）]或应变值； 

𝑆𝑖——加载前主要测点的测值； 

𝑆𝑙——加载达到稳定时修正后主要测点的测值。当支点有沉降发生时，𝑆𝑙可按照公式（8）进行计

算。 

 𝑆𝑙 = 𝑆𝑙0 − 𝐶 ········································································(8) 

式中： 

𝑆𝑙0——加载达到稳定时主要测点的测值，单位为毫米（𝑚𝑚）； 

C——测点的支点沉降影响修正量，单位为毫米（𝑚𝑚）； 

𝑆𝑢——卸载后达到稳定时修正后主要测点的测值。当支点有沉降发生时，𝑆𝑢可按照公式（9）进行

计算。 

 𝑆𝑢 = 𝑆𝑢0 − 𝐶 ·······································································(9) 

式中： 

𝑆𝑢0——卸载后达到稳定时主要测点的测值，单位为毫米（𝑚𝑚）； 

C——测点的支点沉降影响修正量，单位为毫米（𝑚𝑚）。 

8.2.4 关键截面测点的相对残余变位或相对残余应变可按照公式（10）进行计算。 

 ∆𝑆𝑝 =
𝑆𝑝

𝑆𝑡
× 100％ ·································································(10) 

式中： 

∆𝑆𝑝——相对残余变位或相对残余应变； 

𝑆𝑝——试验荷载作用下，主要测点实测残余变位或应变值； 

𝑆𝑡——试验荷载作用下，主要测点实测总变位或总应变值。 

8.2.5 预制混凝土梁结构静载试验校验系数应按照公式（11）进行计算。 



DB45/T 2666—2023 

10 

 𝜂 =
𝑆𝑒

𝑆𝑠
 ·········································································· (11) 

式中： 

𝜂——结构校验系数； 

𝑆𝑒——试验荷载作用下，主要测点的实测弹性变位或应变值；  

𝑆𝑠——试验荷载作用下，主要测点的理论计算变位或应变值。 

注： 结构校验系数由主要测点计算得到，主要测点包括：控制截面挠度测点，控制截面顶、底板应变测点。用于计

算的主要测点的位移值和应变值宜采用测点的平均值。 

结果评定 8.3 

当预制混凝土梁正常使用状态的静载试验检测结果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时，应判定预制混凝土梁承载

力满足正常使用要求： 

——主要测点的挠度校验系数𝜂≤1.00，应变校验系数𝜂≤1.00； 

——主要测点相对残余变位及相对残余应变∆𝑆𝑝≤20％； 

——在控制荷载下，要求不出现裂缝的预制预应力混凝土梁未出现受力裂缝。 

——在控制荷载下，预制钢筋混凝土梁和允许出现裂缝的预制预应力混凝土梁最大实测裂缝宽度

不大于 JTG 3362 规定的容许值。 

9 试验记录与试验报告 

试验记录 9.1 

试验记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试验梁信息：各参建单位信息、所在桥梁结构信息、施工信息； 

——试验仪器设备信息； 

——荷载试验历程信息：各级试验荷载加载的荷载值及对应的时刻和环境信息（天气、温度等）； 

——试验梁几何尺寸信息； 

——各级试验荷载下，挠度、应变量测结果及裂缝观测情况。 

试验报告 9.2 

荷载试验报告的主要内容应包括： 

——试验梁基本信息及试验目的； 

——各参建单位信息； 

——试验依据，包括试验所依据的标准规范、规程、设计资料、质检资料等； 

——仪器设备； 

——试验内容与方法； 

——试验数据分析； 

——试验结果评定； 

——试验结论与建议； 

——附录：试验设计资料，现场照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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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试验安全 

静载试验方案应包含保证试验过程中人身和设备仪表安全的措施及应急预案。试验前项目负责人10.1 

应向所有参与静载试验人员进行安全交底，试验参与人员应学习、掌握试验方案中的安全措施及应急预

案；试验中应设置熟悉试验工作的安全员，负责试验全过程的安全监督。 

制定试验加载方案时，应采用安全性高、有可靠保护措施的加载方式，避免在加载过程中预制混10.2 

凝土梁破坏或加载能量释放伤及试验人员或造成设备、仪表损坏。 

在试验准备工作中，试验条件、加载设备、荷载架等的吊装，设备仪表、电气线路的安装，试验10.3 

后预制混凝土梁和试验装置的拆除，均应符合有关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技术规定的要求。龙门吊操作人员、

焊工、电工等试验人员需持有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试验加载过程中，所有设备、仪表的使用均应严格

遵守有关操作过程。 

试验用的荷载架、支座等支撑及加载装置均应有足够的安全储备，安全系数可按不小于 2.0取用。10.4 

安装荷载架的连接件、螺栓等应经过验算，并保证发生破坏时不致弹出伤人。 

试验过程中应确保人员安全，试验区域应设置明显的标志。 10.5 

对于预制 T梁这类易倾覆的梁，应根据安全要求设置支架、撑杆或安全架，防止预制混凝土梁倒10.6 

塌危及人员设备安全。 

静载试验区域不应进行其他施工生产作业，试验过程中应禁止无关人员出现在试验区域。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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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预制混凝土梁静载试验控制荷载计算方法 

A.1 计算方法 

控制荷载由单梁状态与正常使用状态的预制混凝土梁内力差值及截面特性确定，控制弯矩计算按照

公式（A.1）计算： 

 𝑀𝑘 = 𝑀𝑒 +𝑀ℎ +𝑀𝑠 ···························································· (A.1) 

式中： 

𝑀𝑘——正常使用状态试验控制弯矩，单位为千牛米（𝑘𝑁 ∙ 𝑚）； 

𝑀𝑒——二期恒载质量对控制截面弯矩，单位为千牛米（𝑘𝑁 ∙ 𝑚）； 

𝑀ℎ——汽车荷载对控制截面弯矩（计入汽车冲击力），单位为千牛米（𝑘𝑁 ∙ 𝑚）； 

𝑀𝑠——设计单位根据实际情况考虑的其他荷载产生的弯矩，单位为千牛米（𝑘𝑁 ∙ 𝑚）。 

A.2 加载方式 

A.2.1 集中荷载加载 

等效集中荷载的计算，本条以采用两点加载，加载点间距为b，加载点在最不利截面左右对称布置

为例，如图A.1。 

 

图A.1 集中荷载加载图示 

控制荷载按照公式（A.2）进行计算： 

 𝑃𝑘 =
2𝑀𝑘𝐿

[(𝑐−𝑎)(𝑎+
𝑏

2
)+𝑎𝐿]

 ····························································· (A.2) 

式中： 

𝑀𝑘——正常使用状态试验控制弯矩，单位为千牛米（𝑘𝑁 ∙ 𝑚）； 

𝑃𝑘——等效集中荷载，单位为千牛（𝑘𝑁）； 

𝐿——试验梁计算跨径，单位为米（𝑚）； 

𝑎——AC段长度，单位为米（𝑚）； 

𝑏——CD段长度，应根据现场加载及测试条件确定，宜不大于1 3⁄ 𝐿，单位为米（𝑚）； 

𝑐——DB段长度，单位为米（𝑚）。 

  

最不利截面

a c

b/2 b/2

C D

L

A B

b

Pk/2 Pk/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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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均布荷载加载 

等效均布荷载的加载重物在最不利截面左右对称布置，重物在单位长度的荷载集度为𝑞𝑘，重物布置

区间长度为𝑐，如图A.2所示。 

  

图A.2 均布荷载加载图示 

均布荷载𝑞𝑘按照公式（A.3）进行计算： 

 𝑞𝑘 =
𝑀𝑘

𝑐[
𝑎𝑏

𝐿
−
(𝑎−𝑑)2

2𝑐
]
 ································································· (A.3) 

式中： 

𝑀𝑘——正常使用状态试验控制弯矩，单位为千牛米（𝑘𝑁 ∙ 𝑚）； 

𝑞𝑘——等效均布荷载，单位为千牛每米（𝑘𝑁/𝑚）； 

𝐿——试验梁计算跨径，单位为米（𝑚）； 

𝑎——A点至最不利截面的长度，单位为米（𝑚）； 

𝑏——B点至最不利截面的长度，单位为米（𝑚）； 

𝑐——CD段长度，应根据现场加载及测试条件确定，单位为米（𝑚）； 

𝑑——AC段长度，单位为米（𝑚）。 

 

最不利截面

a b

d c

c/2 c/2

C D

qk

L

A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