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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铁路桥梁史》是本世纪初由桥梁专家建议，经铁道部批准组织编写出版的。
铁道部组建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为首的由各主要单位领导组成的编委会，委托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牵头组织编写。
2003年3月召开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后受“非典”疫情和铁路机构改革等影响，编写工作一度停止，
直到2005年5月，在部领导的关心下，又重新筹组，并召开了第二次编写工作会议，编写工作走上了正
常轨道。
2007年7月完成初稿后由中铁大桥局组织桥梁专家审核修改，完成征求意见稿，并在征求各单位意见的
基础上修改，最后定稿出版。
一、本书的组织编写的简要过程本书编写工作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年3月至2005年4月）
，建立组织机构，确定编写大纲，开始收集资料工作。
2003年3月召开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孙永福副部长在会上作了动员，对编写《中国铁路桥梁史》（以
下简称“桥梁史”）提出了要求。
各部门对编写桥梁史都很重视，相继成立了本单位的桥梁史编写领导小组、编写组或编写办公室，进
行资料收集。
因受到“非典”疫情影响，加上铁路体制改革、机构重组等影响，工作进展不平衡，撤销和重组单位
桥梁史机构和人员散失，工作无人负责，使桥梁史收集资料和编写工作一度中断。
第二阶段（2005年5月至2007年7月），健全组织机构，配备专门人员，边收集资料边组织编写。
2005年5月，召开了第二次桥梁史编写工作会议，孙永福副部长在会上再次动员，要求各单位重新建立
健全桥梁史编写机构，抓紧桥梁史资料收集和编写工作。
会上进一步研究完善了编写大纲，并对第一章试写稿进行了初审，提出了桥梁史编写原则、方法和要
求。
会后由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与铁道部档案史志中心联合下发会议纪要，要求各单位迅速行动，加快桥
梁史资料收集和编写工作。
这次会议之后，各工程局、设计院、铁路局、合资铁路公司、各省市地方铁路局包括香港铁路公司等
广泛响应，收集资料工作明显加快，编写工作进展也较为顺利。
截至2007年7月底，桥梁史编辑部共收到各单位各方面报来的资料150余份（件），约400万字，图
片500余幅。
同时，桥梁史编辑部充实了力量，加强了编写工作组织和研究。
在编写过程中，对一些重大技术问题，如基础施工、新型结构、材料工艺、技术进步、经验教训、桥
梁美学、前景展望等，曾组织过多次专门研究，统一认识后再写入桥史。
2007年7月，桥梁史初稿基本编写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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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铁路桥梁史》是本世纪初由桥梁专家建议，经铁道部批准组织编写出版的。
铁道部组建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为首的由各主要单位领导组成的编委会，委托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牵头组织编写。
2003年3月召开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后受“非典”疫情和铁路机构改革等影响，编写工作一度停止，
直到2005年5月，在部领导的关心下，又重新筹组，并召开了第二次编写工作会议，编写工作走上了正
常轨道。
2007年7月完成初稿后由中铁大桥局组织桥梁专家审核修改，完成征求意见稿，并在征求各单位意见的
基础上修改，最后定稿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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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高强度混凝土是建桥不可缺少的主要材料之一。
21世纪的混凝土，将加入纳米、水溶性聚合物、有机纤维等，以不断提高其强度与耐久性。
为减轻结构自重，增强桥梁的跨越能力，各国都在致力于研究高性能、高强度、耐腐蚀性混凝土，减
小相关构件规模，提高结构的耐久性。
日本已研究使用高强度自流平混凝土，可减少施工噪音，防止捣固不良事故，提高施工质量并利用工
业废物，有利于环境保护。
预应力混凝土梁所用的材料也将不断更新，使用非金属预应力材料等，可大幅度提高梁体强度，提高
桥梁动载负荷能力。
研究开发大型支座、伸缩缝、桥梁的减振阻尼装置（包括拉索减振阻尼装置）等的专用产品，可以提
高桥梁的受力性能和增强桥梁抗灾能力。
新世纪的铁路桥梁建设，随着高速、重载铁路的发展，大江、湖海深水基础和险峻山区高墩及基础工
程将是施工技术研究的重点，同时还要解决大跨、重型钢梁和预应力混凝土梁的运输和架设问题。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我国铁路桥梁墩台和基础方面的工程技术水平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我国铁路桥梁已经拥有不同尺寸和深度的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桩、钢管住、打人桩、钻孔灌注桩、重
型沉井、泥浆套沉井、空气幕沉井、浮式沉井、高低刃脚沉井、沉井加管柱、沉井加钻孔桩等各种类
型基础；除实体墩台外，还发展了厚壁空心墩、薄壁空心墩、桩柱式墩台、构架式墩台、框架式墩台
、拼装式墩台、预应力钢筋混凝土薄壁箱形墩、半柔半刚性墩、柔性墩、轻型台、锚杆桥台、锚定板
桥台及各种高墩等。
为发展我国铁路桥梁深水基础，应大力开发和研制更大直径、更大扭矩并能钻斜孔的钻机，为发展海
洋多柱基础、设置基础、钟形基础，应开发和研究预制拼装结构与体外力筋技术和大吨位浮吊。
钢桥制造方面，应大力采用和发展整体立体划线技术、数控切割下料技术、数控钻孔技术及光电跟踪
焊接技术，开发和研制试装、组装检测系统和焊接机器人等设备。
混凝土桥施工方面，为更好发展混凝土桥悬灌施工技术，应开发自重更轻、利用系数更高的斜拉自锚
式、弓弦式、菱形或更新型的挂篮，强顶推技术的研究，发展自动连续滑道的连续顶推，不断扩大顶
推法的应用范围；为更好发展移动模架造桥机施工技术，应开发和研制更大跨、更新型的拼装移动式
造桥机；为更好发展海上混凝土桥拼装架设技术，应推广应用预应力拼装结构与体外力筋技术及大吨
位吊具。
桥梁建设者们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攻克跨江跨海长桥、特大跨径、深水基础、超高墩台或桥塔等
的设计、施工难题，在桥梁的组合结构、受力体系、复合材料、工艺技术和大型运架设备等方面进行
开发创新。
新世纪国外桥梁建设的创新，最令人振奋的是，大节段、大块体、大构件和单元桥梁结构，将完全实
现工厂化预制，利用大吨位吊船实施现场快速安装。
北欧和日本已流行这种新的施工方法。
丹麦制成的吊船“天鹅号”起重能力已达8000t。
日本“金刚”号吊船起重能力为4500t。
一座长达数千米的特大桥，墩台、桥塔、梁体安装等，半年时间即可完成，既不破坏环境，又不污染
水域，施工快捷质量好。
这也是未来铁路桥梁尤其是跨海铁路大桥施工的发展方向。
施工方法的科学组织和管理水平也将不断提高，施工过程配备施工指导智能化系统，利用高能计算机
将现场通过传感装置输来的全桥各部位的座标、内力、应力、变形、温度、气象资料等进行综合分析
，自动判定和确定下一步施工方案及保证安全的应急措施，以确保大桥施工质量及安全，万无一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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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铁路桥梁史》是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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