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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的“2024 年度第 6批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的公告”（中交

协秘字〔2024〕79 号）要求，由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多家单位作为起草

单位，负责本规程的编制工作。

主要起草人：徐升桥、李辉、邹永伟、彭岚平、王洪新、金令、赵博、胡豪、夏龙。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为规范公路、城市桥梁超大规格 H型钢混凝土组合梁的设计要求，使超大规格 H型

钢组合梁的设计满足安全可靠、先进成熟、经济适用、保护环境的要求，制定本技术标

准。传统的钢混组合梁，钢梁采用钢板焊接，工程造价高，常用跨度钢混组合梁在我国

公路、城市桥梁建设中的应用极少。国内外钢混组合梁的发展趋势为采用高性能钢材、

新型钢材。超大规格 H型钢混凝土组合梁，显著减低工程造价，提高钢混组合梁的经济

性和适用性，符合绿色环保发展方向和节省碳排放的国家政策。总结和吸纳超大规格 H

型钢混凝土组合梁研究、设计的先进成果，制定我国超大规格 H型钢混凝土组合梁设计

规范，推进钢混组合结构桥梁技术发展。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文件在总结国内外钢混组合桥梁工程实践经验、借鉴 H型钢组合梁科研成果的基

础上进行编制。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立项和大纲审批通过，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形成

征求意见稿，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评审。再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进行补充、修改，经中

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挂网征求意见。针对反馈意见，提出处理办法，进行补充、修改，

形成送审稿。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进行专家审查。根据专家审查会形成的专家意

见进行修改，形成报批稿，上报审批。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制订的基本原则是以现有研究工作为基础，参照国家规范、标准，依据《钢

-混凝土组合桥梁设计规范》（GB 50917-2013)的基本规定要求，针对超大规格 H型钢混

凝土组合梁设计的特点进行定义、描述和规定。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查阅了下列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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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桥梁用结构钢》（GB/T 714-2015）

2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GB/T 1591-2018）

3 《热轧 H型钢和剖分 T型钢》（GB/T 11263-2017）

4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2017）

5 《钢结构焊接规范》（GB 50661-2011）

6 《钢-混凝土组合桥梁设计规范》（GB 50917-2013）

7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3362-2018）

8 《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JTG D64-2015）

9 《公路钢混组合桥梁设计与施工规范》（JTG/T D64-01-2015）

10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50-2020）

《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2017）、《钢-混凝土组合桥梁设计规范》（GB

50917-2013）、《公路钢混组合桥梁设计与施工规范》（JTG/T D64-01-2015）关于钢混组

合梁的规定，均针对传统的焊接钢梁。现有规范从钢混组合梁的材料、设计、施工、验

收等方面分别提出了相关要求，钢梁均为焊接钢板梁、钢箱梁和钢桁梁等，未包含 H型

钢组合梁的技术内容。本标准是对现有标准规范体系的补充，提高钢混组合梁的经济性，

推动公路、城市桥梁常用跨度钢混组合梁的工程应用。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路、城市桥梁超大规格H型钢混凝土组合梁的基本规定，材料，结

构计算，结构构造和耐久性等要求。

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大规格H型钢高性能热轧成形技术

（2021YFB3401000）”的成果，超大规格H型钢的截面高度1.2m~1.7m，适用于公路、

城市桥梁30m~40m跨度的钢混组合梁。

5 材料

5.1.1 钢材宜采用Q355、Q390、Q420和Q460，其化学成分、力学性能等应符合GB/T

1591的规定。钢材强度设计值应按表1采用。

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大规格H型钢高性能热轧成形技术

（2021YFB3401000）”的成果，超大规格H型钢的屈服强度为420MPa及以下。公路

30m~40m跨度的钢混组合梁，钢材材质Q355、Q370、Q390和Q420可满足受力需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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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址温度较低或钢板厚度较厚时，钢材材质可根据需要采用Q345q、Q370q、Q390q和

Q420q，其化学成分、力学性能等应符合GB/T 714的规定。

5.1.5 超大规格H型钢的交货长度应满足桥梁孔跨布置的需要，交货长度和热轧预

弯值应满足组合梁预拱度设置的需要。

《热轧H型钢和剖分T型钢》（GB/T 11263-2017）规定，H型钢的交货长度一般不大

于15m，但常规的H型钢很少应用于桥梁主体结构。超大规格H型钢应用于桥梁工程时，

可根据梁段划分及施工方法确定H型钢的交货长度，但整个项目的H型钢交货长度应尽

量统一，便于H型钢轧制的工艺控制和桥梁的标准化施工。

5.2.1 钢筋混凝土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40。

30m~40m跨度的钢混组合梁，混凝土板优先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便于施工。连续

钢混组合梁，中支点负弯矩区采用高配筋的形式控制混凝土板的裂缝宽度。

6 结构计算

6.1.1 超大规格H型钢混凝土组合梁截面尺寸和构造应满足梁体刚度要求，中性轴

宜位于钢梁截面范围内。

结合梁中性轴规定位于钢梁截面范围，主要考虑如下因素：

如将结合梁的中性轴置于混凝土板内，则受拉部分的混凝土不能形成截面的一部

分，因而损失了这部分材料的作用。

抗剪连接件附近混凝土内的应力状态比较复杂，据文献介绍，即使混凝土部分在计

算中为全部受压时，受力后在抗剪连接件受压面背后的混凝土已非全处于受压状态，如

果中性轴位于混凝土板内，则截面受力更复杂。

根据科研成果，超大规格H型钢的截面高度1.2m~1.7m，组合梁采用密纵梁布置，

适用于跨度不大于40m的钢混组合梁。跨度大于40m的钢混组合梁，可进一步研究，如

采取增加H型钢片数、H型钢与混凝土板先结合再吊装上桥等措施。

6.1.4 H型钢组合梁宜进行整体结构计算，也可对边梁和中梁分别进行纵向计算、

对混凝土桥面板进行横向计算。

格H型钢混凝土组合梁采用密纵梁结构，对于横向多片钢梁的组合梁采用空间有限

元分析，钢梁采用梁单元模拟，桥面板采用板单元模拟；也可先计算活载横向分布系数，

并对边梁和中梁分别进行纵向计算，混凝土桥面板进行横向计算，并对结构强度、刚度、

连接件等进行检算。对于常用跨度组合梁，空间有限元分析与平面分析的结果基本一致。

6.1.7 连续组合梁负弯矩区截面特性可按下列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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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混凝土板按钢筋混凝土设计时，中支座两侧跨度 15％范围内混凝土板不计入，

但其有效宽度内的纵向受拉钢筋可计入。

b）混凝土板按全预应力混凝土或部分预应力混凝土A类构件设计时，可按6.1.6的规

定计算

英国规范BS5400及欧洲规范4对连续组合梁考虑混凝土开裂时均规定：在距中间支

座两侧各0.15L（L为梁的跨度）范围内，组合梁取用开裂截面刚度，其余区段仍取为开

裂截面刚度。

6.1.8 H型钢组合梁的结构内力及变形计算应计入施工方法和施工顺序的影响。

钢混组合梁的施工，往往是将钢梁架设在桥位上以后，在钢梁上灌注或铺设混凝土

板。此时钢梁和混凝土板的自重只能由钢梁单独承受，为第一受力阶段的荷载。当混凝

土板和钢梁通过抗剪连接件形成整体且混凝土达到足够强度后再在混凝土板上进行桥

面铺装、承受汽车荷载，这部分荷载由整个组合梁承受，为第二受力阶段的荷载。我国

钢混组合梁大多采用这种施工步骤进行设计，以充分体现组合梁施工方便的优势。但钢

梁与混凝土板也可在桥下结合，再整体吊装上桥，此时全部荷载均属于第二受力阶段的

荷载，理应由组合截面承受。

6.2.2 混凝土板徐变产生的效应可按JTG 3362的规定计算。计算组合梁截面特性

时，可采用调整钢材与混凝土弹性模量比的方法考虑混凝土徐变的影响。

国内外钢混组合梁设计一般使用换算截面法，采用钢与混凝土弹性模量比n=Es/Ec

将两种材料换算成钢进行计算。由于混凝土的徐变效应，再根据荷载性质的不同对n进

行折减。恒载工况钢混弹模比按公式n=(1+φ)E/Ec计算，设计者可根据具体工点桥混凝土

的加载龄期确定徐变系数φ，计算弹模比n。

6.2.3 混凝土板收缩产生的效应可按JTG 3362的规定计算。作为简化分析方法，混

凝土板收缩产生的内力可按降低温度的方法计算，并符合下列规定。

混凝土板收缩的简化分析方法，参考了《铁路桥涵设计规范》（TB 10002-2017）的

规定：“刚架、拱等超静定结构、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结合梁等，应考虑混凝土收缩的

影响，涵洞可不考虑。混凝土收缩的影响，可按降低温度的方法来计算。并符合下列规

定：

1 整体灌筑的混凝土结构可按降低温度 20℃计算。

2 整体灌筑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可按降低温度 1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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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段灌筑的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结构可按降低温度 10℃计算。

4 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可按降低温度 5～10℃计算。”

混凝土收缩，主要是由于水泥浆凝结而产生，也包括了环境干燥所产生的干缩。混

凝土收缩有下列现象：

1 随水灰比加大而增加。

2 高强度等级水泥的收缩较大，采用各种外加剂时也会加大收缩。

3 增加填充集料可减少收缩，并随集料的种类、形状及颗粒组成的不同而异。

4 收缩在凝结初期比较快，以后逐渐迟缓，但仍继续很长时间。

5 环境湿度大的收缩小，干燥地区收缩大。对于超静定结构（如拱式结构、刚构

等）和结合梁等，必须考虑由于混凝土收缩变形所引起赘余力的变化和截面内力的变化。

但对于涵洞，此项影响力不大，一般可略去不计。

对于钢筋混凝土结构，当混凝土收缩时，钢筋承受压力，阻碍了混凝土部分的收缩

变形，并使混凝土承受拉力。

分段灌筑的混凝土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因收缩已在合龙前部分完成，故对混凝

土收缩的影响可予酌减，拼装式结构也因同样理由进行酌减。

研究混凝土收缩问题时，往往与混凝土徐变现象分不开。混凝土收缩使构件本身产

生应力，而这种应力的长期存在又使混凝土发生徐变，此种徐变限制或抵消了一部分收

缩应力。混凝土的收缩系数一般可定为2×10-4～４×10-4之间，平均为3×10-4。但这些数

值是指实验室内的试件而言，而实际上随着构件体积的增大，表面模量（单位体积的表

面面积）相对减小，影响到表面的水分散发。另外还要考虑实际构件施工过程中已完成

部分收缩，因此采用的收缩系数标准为0.0002～0.00015，而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为

0.00001，相当于降低温度20℃和15℃。

6.2.4 竖向温度梯度引起的效应可按JTG D60的规定计算。作为简化分析方法，钢

梁与混凝土板之间的温差可按±15 ℃计算。

当环境温度变化时，由于钢材和混凝土的导热性能不同，二者之间存在温度变化的

滞后现象，即产生温差，可按《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的有关规定计算。根

据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组合梁钢梁与混凝土板之间的平均温差不会超过±15℃，简化计

算时钢混温差可按±15 ℃考虑。

6.3.1 关于钢混组合梁混凝土桥面板有效宽度的计算，目前各国规范的计算方法不

尽相同。《公路钢混组合桥梁设计与施工规范》（JTG/T D64-01-2015）借鉴了欧洲规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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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Code 4），本标准有效宽度计算借鉴了日本《日本道路桥示方书》、《铁道构造物

等设计标准及解说》的有关规定。

8 结构设计

8.1.1 H型钢的横向间距和截面高度应结合桥面宽度根据计算确定。根据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超大规格H型钢高性能热轧成形技术（2021YFB3401000）”的成果，提出了

30m、35m、40m跨度的H型钢横向布置间距、H型钢截面高度参考值。

附录A

A.1 根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超大规格H型钢高性能热轧成形技术

（2021YFB3401000）”的成果，提出了超大规格H型钢的截面尺寸，供设计选用。同型

号的H型钢，腹板净高h、翼缘外伸宽度b相同，在保持h、b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调整翼

缘厚度t2和腹板厚度t1进行规格优化设计，具体规格需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由于目前钢混组合梁的钢梁采用钢板焊接，工程造价高，30m～40m常用跨度钢混

组合梁在我国公路、城市桥梁建设中的应用极少。超大规格 H型钢组合梁，显著降低工

程造价，提高钢混组合梁的经济性和适用性，符合绿色环保发展方向和节省碳排放的国

家政策。为此，国家科技部立项十四五重点专项“超大规格 H型钢高性能热轧成形技术”，

开展超大规格 H 型钢热轧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2016年，为推进公路桥梁建设转型升

级，充分发挥钢结构桥梁性能优势，交通运输部研究决定推进公路钢结构桥梁建设，并

出台《关于推进公路钢结构桥梁建设的指导意见》。应用超大规格热轧 H型钢，显著降

低组合梁的工程造价。制定《超大规格 H型钢混凝土组合梁技术标准》，促进我国钢混

组合桥梁建设发展，提升我国桥梁建设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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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精心组织安排，开展宣贯培训。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召开标准宣

贯会，主要对设计单位开展标准实施培训和宣贯普及，有效推动贯标工作的开展及落实，

在公路、城市桥梁建设中推广超大规格 H型钢混凝土组合梁。

（2）定期组织设计人员进行技术交流，不断对钢混凝土组合梁结构进行完善，保

持技术领先、造价经济。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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