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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形桅杆风荷载谱模型试验研究

孙远，占冠元
（同济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上海２０００９２）

摘　要：对三边形格构式桅杆进行了均匀流和两种紊流下的高频测力天平风洞试验，得到了顺风

向、横风向和扭转向的气动力系数以及脉动风荷载谱。采用基于风速谱的数学模型对顺风向脉动

风荷载谱进行拟合，验证了该经验公式在不同流场下的适用性。根据试验所得横风向和扭转向脉

动风荷载功率谱曲线的特点，建立由紊流激励和旋涡脱落激励两部分组成的谱函数数学模型，最小

二乘法拟合结果与风洞试验结果吻合良好。横风向脉动风荷载谱以紊流激励为主，紊流强度１５％

时旋涡脱落激励贡献仅占１０％，扭转向脉动风荷载谱中旋涡脱落激励贡献明显增大，达到４０％。

关键词：格构式桅杆；高频测力天平；风洞试验；风荷载谱；参数拟合

中图分类号：ＴＵ３１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４７６４（２０１６）０４０１０８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作者简介：孙远（１９９０），女，博士生，主要从事高耸钢结构研究，（Ｅｍａｉｌ）２０１２ｓｕｎｙｕａｎ＠ｔｏｎｇｊｉ．ｅｄｕ．ｃｎ。

犚犲犮犲犻狏犲犱：２０１６０１１０

犃狌狋犺狅狉犫狉犻犲犳：ＳｕｎＹｕａｎ（１９９０），ＰｈＤ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ｍａ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ｈｉｇｈｒｉｓｅｓｔｅ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Ｅｍａｉｌ）２０１２ｓｕｎｙｕａｎ＠

ｔｏｎｇｊｉ．ｅｄｕ．ｃｎ．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犻狅狀狅狀狋犺犲犿犪狋犺犲犿犪狋犻犮犪犾犿狅犱犲犾狊狅犳狑犻狀犱

犾狅犪犱狊狆犲犮狋狉狌犿犳狅狉狋狉犻犪狀犵狌犾犪狉犾犪狋狋犻犮犲犿犪狊狋

犛狌狀犢狌犪狀，犣犺犪狀犌狌犪狀狔狌犪狀
（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ｉｖｉｌ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９２，Ｐ．Ｒ．Ｃｈｉｎａ）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ｆｏｒｃ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ｔｅｓｔｗａｓ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ｏｎ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ｌａｔｔｉｃｅｍａ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ｌｏｎｇｗｉ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ａｎｄ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ｌｏａ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ｎｄｍｅａｎｆｏｒｃ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ｗｅｒｅ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Ｔｈｅ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ｗｉｎｄ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ｗａｓｕｓ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ｃｕｒｖｅｆｉｔｔ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ｌｏｎｇｗｉｎｄｌｏａｄｓｐｅｃｔｒａａｎｄ

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ｆ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ｓｗａｓｖｅｒｉｆｉｅ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ｄ

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ａｎｄ ｗａｋ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ａ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ｌｏａｄａｎｄ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ｌｏａ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ｔｅｓｔｓｐｅｃｔｒａ．Ｆｉｔｔ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ｌｅａｓｔｓｑｕａｒ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ｈｏｗ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ｗｅｒｅｉｎｇｏｏｄ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ｄｏｍｉｎａｎｔｉｎａ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ｌｏａｄ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ｋ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ｏｎｌｙ１０％ ｗｈｅｎｔｈ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ｗａｓ１５％．Ｉｎ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ｗｉｎｄｌｏａ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ａｋｅ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ａｎｄ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ｆｏｒａｂｏｕｔ４０％．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ｌａｔｔｉｃｅ ｍａｓｔ；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ｆｏｒｃ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ｗｉｎｄ ｔｕｎｎｅｌｔｅｓｔ； ｗｉｎｄ ｌｏａｄ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ｆｉｔｔｉｎｇ

　　在风来流激励下，作用于单体结构上的风荷载

可以分为顺风向、横风向和扭转向风荷载３类，目前

对顺风向脉动风荷载和风振响应的研究比较成熟，

而对于横风向和扭转向风荷载的研究还很不足，主

要集中在对气动力谱的认识上。横风向脉动风荷载

主要由横向紊流和旋涡脱落激励两部分组合而成，



影响因素复杂，很难找出适用于各类结构形式的统

一表达式和计算方法，扭转风荷载主要是由建筑表

面风压的不对称分布造成的，形成机理更加复杂，与

顺风、横风向紊流和尾流激励都有关系。

近年来，许多风工程专家采用风洞试验的手段

针对各种断面形式的高层建筑结构提出了多种类型

的横风向、扭转向的气动力谱表达式［１２］，其中针对

矩形截面高层建筑的研究［３５］最多，部分研究成果还

写入了规范（如日本规范［６］）。和高层结构相比，对

镂空的格构式塔架的研究相对较少，梁枢果等［７］基

于高频底座天平测力风洞试验，建立了３种典型格

构式塔架的顺风向、横风向与扭转向一阶振型广义

风荷载谱解析模型；汪之松［８］对两种钢管塔进行了

风洞测力试验，采用四参数公式［２］进行了风荷载谱

的拟合，并讨论了各分量的相干性。研究表明，风荷

载谱与结构的高度、外形、风速、紊流度等都有关系，

通常试验结果都只能反映与其试验模型一致的结构

的气动力特性，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

此，通过风洞试验来确定横风向和扭转方向的风荷

载谱是目前最常采用的现实可行的方法。

桅杆结构是由细长杆身和斜拉纤绳组成的一种

高柔结构，具有强非线性，对风荷载非常敏感，在风

荷载作用下易产生各种复杂的风效应，除顺风向脉

动风荷载外，横风向和扭转向风荷载对结构的作用

同样不可忽视。基于高频测力天平风洞试验，对三

边形格构式桅杆杆身的脉动风荷载谱函数进行了分

析，为风振响应和等效风荷载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１　风洞试验简介

塔架节段模型边宽沿高度不变，几何缩尺比

１∶４，模型高１．３５ｍ，弦杆直径为２５ｍｍ、横斜杆直

径均为１４ｍｍ，塔身挡风系数０．２７７，塔架模型见图

１，坐标系和风向角定义如图２所示，犡、犢 为结构主

轴，顺风向为犡′轴，横风向为犢′轴，风洞阻塞率小

于３％，不需要考虑风洞堵塞修正。试验在同济大

学ＴＪ２水平回流式边界层风洞中进行，作用在模型

上的气动力采用应变型六分量高频动态测力天平测

量。天平采样频率为３００Ｈｚ，采样长度为３０ｓ。试

验时模型放置在转盘上，通过转动转盘模拟不同风

向角，风向角范围０°～６０°，间隔５°。

对于节段试验模型可以认为高度范围内紊流度

不变，试验分别在均匀流场和两种紊流场中进行。

采用格栅模拟均匀紊流场并通过眼镜蛇脉动风速测

试仪对风场环境进行了测试，表１给出了流场的平

图１　风洞试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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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模型坐标系和风向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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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风速和紊流度，模拟紊流场的顺风向和横风向脉

动风速谱见图３，ＶｏｎＫａｒｍａｎ谱隐含了湍流积分尺

度，和试验风速谱拟合较好，其表达式为

犳犛ｕ（犳）

σ
２
ｕ

＝
４犳ｕ

（１＋７０．８犳
２
ｕ）

５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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犳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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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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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犳ｗ（１＋７５５．２犳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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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３．２犳
２
ｗ）

１１
６

，犳ｗ ＝
犳犔

狓
ｗ

犝
（２）

式中：犛ｕ（犳）、犛ｗ（犳）分别为顺风向、横风向脉动风

速谱；犔狓ｕ、犔
狓
ｗ 为对应湍流积分尺度；σ为样本标准差；

犳为频率；犝 为平均风速。

试验圆截面构件雷诺数为９．１×１０２～１．７×

１０３，在亚临界范围内，格构式结构各构件尾流之间

的干扰对雷诺数效应有抑制作用，且增加紊流度可

以达到提高雷诺数的效果，因此，本试验中可不考虑

雷诺数效应的影响。

表１　主要流场特性

犜犪犫犾犲１　犕犪犻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狋犳犾狅狑

流场 犝／（ｍ·ｓ－１） 犐ｕ／％ 犐ｗ／％

紊流场１ ８．７９ １５．３７ １３．４０

紊流场２ １０．２３ ７．５１ ６．６１

均匀流场 １０．５０ ０．４２ ０．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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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脉动风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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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试验结果与风荷载谱函数

根据顺风向阻力犉Ｄ、横风向升力犉Ｌ 和扭矩犕Ｚ

计算气动力系数

犆Ｄ ＝
２犉Ｄ

ρ犝
２犃

（３）

犆Ｌ ＝
２犉Ｌ

ρ犝
２犃

（４）

犆Ｔ ＝
２犕Ｚ

ρ犝
２犅犃

（５）

式中：ρ为空气密度；犃 为挡风面积，取单片桁架计

算值；犅为塔架边宽。

敲击法测得模型 天平系统的一阶自振频率在

１５Ｈｚ左右，模型为半刚性，存在一阶共振问题，通过

数据处理并消除一阶共振影响［９］后，可以得到不同

风场下的顺风向、横风向和扭转向脉动风荷载谱，根

据日本荷载规范［６］给出的大气边界层紊流度剖面公

式，试验原型风场紊流度在１０％～２０％左右，试验

中紊流度１５％的紊流场（紊流场１）同实际风场紊流

度最接近，因此，主要研究该风场下的风荷载谱函

数，并通过均匀流场和紊流度８％的紊流场（紊流场

２）的试验结果来验证谱函数的适用性。不同风向角

下的气动力系数谱相差不大，见图４，在谱密度函数

研究时可以不考虑风向角的影响。

图４　不同风向角下气动力系数功率谱

犉犻犵．４　犘狅狑犲狉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犳狅狉犮犲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

犳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狑犻狀犱犱犻狉犲犮狋犻狅狀狊

　

２．１　顺风向脉动风荷载谱

２．１．１　顺风向脉动风荷载谱特性　作用在结构上

的顺风向脉动风荷载主要由顺风向紊流引起，图５

给出了不同流场下的典型风向角阻力系数功率谱，

从图中可以看出，功率谱与脉动风速谱形状类似，随

紊流度的增大而增大。

图５　不同紊流度下阻力系数功率谱

犉犻犵．５　犘狅狑犲狉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犱狉犪犵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犳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狋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犻犲狊

２．１．２　顺风向脉动风荷载谱密度函数　顺风向脉

动风荷载主要以紊流为主，基于脉动风速谱通用表

达式［１０］采用经验公式进行拟合

犳犛犉
Ｄ
（犳）

σ
２
犉
Ｄ

＝
犃狀犇

（１＋犅狀
犆）５
，狀＝

犳犅
犝

（６）

式中：狀为折减频率；犃、犅、犆、犇为待定参数，谱曲线

低频斜率由参数犇确定，高频斜率则受参数犇－５犆

影响。对于顺风向脉动风荷载谱，主要关心的折减频

率范围取０～１，拟合参数见表２，拟合得到的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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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１下的顺风向脉动风荷载谱曲线同试验得到的荷

载谱非常接近，见图６。采用表２的拟合参数，将紊

流场２和均匀流场下的阻力系数方差代入公式（６）

即可得到该风场下的阻力系数功率谱函数曲线，同

试验值进行对比见图７，从图中可以看出，由经验公

式得到的紊流场２的荷载谱曲线同试验值吻合良

好，均匀流场的公式谱略大于试验值，总体上来看，

采用拟合的经验公式计算不同紊流度风场下的荷载

谱曲线可以得到比较满意的结果。

表２　顺风向脉动风荷载谱拟合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犉犻狋狋犻狀犵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犪犾狅狀犵狑犻狀犱犾狅犪犱狊狆犲犮狋狉犪

参数 犃 犅 犆 犇

拟合值 ２．３５７ ５．８５７ １．９５６ ０．６５６

图６　紊流场１下的顺风向脉动风荷载谱

犉犻犵．６　犃犾狅狀犵狑犻狀犱犾狅犪犱狊狆犲犮狋狉犪犻狀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狋犳犾狅狑１

图７　紊流场２和均匀流场下的阻力系数功率谱

犉犻犵．７　犘狅狑犲狉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犱狉犪犵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犻狀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狋

犳犾狅狑２犪狀犱狌狀犻犳狅狉犿犳犾狅狑

　

２．３　横风向脉动风荷载谱

２．３．１　横风向脉动风荷载谱特性　横风向脉动风

荷载谱主要由紊流激励和旋涡脱落激励两部分构

成［１１］，不同紊流度下的典型升力系数功率谱见图８，

可看出，升力系数谱有两个明显的谱峰，第一个谱峰

形状同阻力系数谱相似，谱峰值折减频率在０．１左

右，谱能量随紊流度的增大而增大，认为该谱峰主要

由紊流激励引起，第二个谱峰受紊流强度的影响较

小，不同紊流度下的谱峰折减频率基本不变，谱峰在

频率轴上的位置随风速增大而右移，同风速成正比，

折减频率为定值，如图９所示，符合旋涡脱落特性，

说明该谱峰由旋涡脱落激励引起。

图８　不同紊流度下升力系数功率谱

犉犻犵．８　犘狅狑犲狉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犾犻犳狋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犳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狋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犻犲狊

图９　不同风速下升力系数功率谱

犉犻犵．９　犘狅狑犲狉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犾犻犳狋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犳狅狉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狏犲犾狅犮犻狋犻犲狊

　

２．３．２　横风向脉动风荷载谱密度函数　采用两个

分量和的形式对横风向脉动风荷载谱进行曲线

拟合。

犳犛犉
Ｌ
（犳）

σ犉２
Ｌ

＝犃
（狀／犽）犇

［１＋犅（狀／犽）
犆］５ ＋


犼

犻＝１

犃犻
β犻
犳
犳（ ）犻

α犻

１－
犳
犳（ ）犻［ ］

２ ２

＋β犻
犳
犳（ ）犻

２
（７）

式中：第１项主要模拟紊流作用，公式同顺风向脉动

风荷载谱拟合函数类似；第２项模拟旋涡脱落谱峰，

该谱函数主要有高斯型和多项式型两类［１２］，高斯型

由细长圆柱体横向力谱得到，而多项式型一般适用

于棱柱体，根据试验得到的格构式桅杆旋涡脱落谱

特性，涡激力谱采用多项式表达式［１３］，犼为旋涡脱落

谱峰数，犳犻为第犻个涡脱谱峰的频率，犳犻 ＝犛狋犝／犇，

其中犇为结构特征尺度，犃犻、α犻和β犻分别为谱线峰值

参数、偏态参数以及带宽参数。旋涡脱落激励受构

件尺寸与布置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试验模型构件

布置比较规则，各构件绕流、尾流干扰等产生的旋涡

脱落频率集中在一个频段范围内，形成一个整体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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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故犼＝１。

对紊流场１下的横风向脉动风荷载谱进行最小

二乘法拟合，拟合曲线见图１０，从图中可以看出，拟

合结果同试验结果吻合良好，格构式结构构件尺寸

较小，同高层建筑相比旋涡脱落频率较大，旋涡脱落

谱频带范围和紊流激励谱可以明显区分开。将经验

公式中的幅值参数与横坐标参数作为变量，其他参

数取值不变，对紊流场２和均匀流场下的试验谱进

行拟合，得到升力系数谱结果见图１１，从图中可以

看出，拟合曲线可以很好的反映试验谱的特性。

图１０　紊流场１下的横风向脉动风荷载谱

犉犻犵．１０　犃犮狉狅狊狊狑犻狀犱犾狅犪犱狊狆犲犮狋狉犪犻狀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狋犳犾狅狑１

　

不同流场的拟合参数在表３中给出，根据犳１ 拟

合值可得Ｓｔｒｏｕｈａｌ数犛狋＝犳１犇／犝 ，其中特征尺度

取构件直径均值。假定紊流激励引起的风荷载与旋

涡脱落激励引起的风荷载相互独立，则总的横风向

脉动风荷载方差为

σ
２
犉
Ｌ
＝σ

２
ｖ＋σ

２
ｓ （８）

式中：σ
２
ｖ和σ

２
ｓ分别代表了紊流和旋涡脱落引起的风

荷载方差，采用两种激励方差和总风荷载方差的比

例来定量地表示各自的贡献。计算得到的横风向脉

动风荷载中两种激励贡献百分比以及Ｓｔｒｏｕｈａｌ数见

表４，旋涡脱落Ｓｔｒｏｕｈａｌ数值在０．１３～０．１６左右，

同圆形或近圆形截面的Ｓｔｒｏｕｈａｌ数相符
［１４１５］；旋涡

脱落激励贡献随紊流强度的增大而减小，均匀流场

下占６２％，紊流度８％时减小到３１．９％，紊流度

１５％时旋涡脱落激励贡献仅占１０．２％，紊流激励贡

献占８９．８％，可以看出，横风向脉动风荷载仍主要

来自于紊流激励。

图１１　紊流场２和均匀流场下的升力系数谱

犉犻犵．１１　犘狅狑犲狉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犾犻犳狋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犻狀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狋

犳犾狅狑２犪狀犱狌狀犻犳狅狉犿犳犾狅狑

表３　横风向脉动风荷载谱拟合参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犉犻狋狋犻狀犵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犪犮狉狅狊狊狑犻狀犱犾狅犪犱狊狆犲犮狋狉犪

流场 犃 犅 犆 犇 犽

紊流场１ ３．２７９ １．７８５ ２．３２２ １．１９３ ０．５６４

紊流场２ ２．４０６ １．７８５ ２．３２２ １．１９３ ０．６７８

均匀流场 １．１９２ １．７８５ ２．３２２ １．１９３ ０．８２９

犃１ α１ β１ 犳１

０．１５４ ２．１２４ ０．２４１ １８．１１９

０．４３４ ２．１２４ ０．２４１ １７．４３８

０．７８６ ２．１２４ ０．２４１ １７．５９２

表４　横风向脉动风荷载中两种激励百分比以及犛狋狉狅狌犺犪犾数

犜犪犫犾犲４　犘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狋狑狅犽犻狀犱狊狅犳犲狓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狊犻狀

犪犮狉狅狊狊狑犻狀犱犾狅犪犱犪狀犱犛狋狉狅狌犺犪犾狀狌犿犫犲狉

流场
紊流激励

百分比／％

涡脱激励

百分比／％
犛ｔ

紊流场１ ８９．８ １０．２ ０．１６

紊流场２ ６８．１ ３１．９ ０．１３２

均匀流场 ３８．０ ６２．０ ０．１３１

以顺风向来流紊流度犐ｕ为基本变量对谱函数峰

值参数犃、犃１ 和紊流激励谱横坐标参数犽进行二次

拟合，得到拟合公式为

犃 ＝１．１０７＋２０．３１４犐ｕ－４０．２４０犐
２
ｕ

犃１ ＝０．８０１－５．７０９犐ｕ＋９．３８１犐
２
ｕ

犽＝０．８３９－２．４９０犐ｕ＋４．５４４犐
２

烅

烄

烆 ｕ

（９）

　　根据上式可得不同紊流度下的参数值。

２．４　扭转向脉动风荷载谱密度函数

２．４．１　扭转向脉动风荷载谱特性　从图１２给出的

扭矩系数功率谱中可以看出扭转向脉动风荷载谱同

横风向脉动风荷载谱呈现类似的规律，由紊流激励

谱和旋涡脱落谱两部分组成。

２．４．２　扭转向脉动风荷载谱密度函数　根据扭转

向脉动风荷载谱特点，采用和横风向脉动风荷载谱

相同的经验公式进行拟合

２１１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第３８卷



图１２　不同紊流度下扭矩系数功率谱

犉犻犵．１２　犘狅狑犲狉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狋狅狉狇狌犲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犳狅狉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狋犻狀狋犲狀狊犻狋犻犲狊

　

犳犛犕
ｚ
（犳）

σ犕２
ｚ

＝犃
（狀／犽）犇

［１＋犅（狀／犽）
犆］５ ＋


犼

犻＝１

犃犻
β犻
犳
犳（ ）犻

α犻

１－
犳
犳（ ）犻［ ］

２ ２

＋β犻
犳
犳（ ）犻

２
（１０）

式中：各参数含义同式（７），旋涡脱落谱峰数犼＝１，

对紊流场１下的扭转向脉动风荷载谱进行最小二乘

法拟合，拟合曲线见图１３，将幅值参数与横坐标参数

作为变量，其他参数取值不变，对紊流场２和均匀流

场下的试验谱进行拟合，得到扭矩系数谱结果见图

１４，从图１３和１４中可以看出，拟合曲线和试验结果

吻合良好。

经验公式拟合参数见表５，扭转向脉动风荷载中

两种激励贡献百分比以及Ｓｔｒｏｕｈａｌ数见表６，旋涡脱

图１３　紊流场１下的扭转向脉动风荷载谱

犉犻犵．１３　犜狅狉狊犻狅狀犪犾狑犻狀犱犾狅犪犱狊狆犲犮狋狉犪犻狀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狋犳犾狅狑１

图１４　紊流场２和均匀流场下的扭矩系数谱

犉犻犵．１４　犘狅狑犲狉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狋狅狉狇狌犲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犻狀

狋狌狉犫狌犾犲狀狋犳犾狅狑２犪狀犱狌狀犻犳狅狉犿犳犾狅狑

　

落Ｓｔｒｏｕｈａｌ数值在０．１３左右，旋涡脱落激励贡献在

均匀流场下为９４．９％，紊流度８％时减小到７０．６％，

紊流度１５％时为４０．３％，扭转向脉动风荷载中紊流

激励贡献所占比例较横风向脉动风荷载中所占比例

有明显增大。

表５　扭转向脉动风荷载谱拟合参数

犜犪犫犾犲５　犉犻狋狋犻狀犵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狅狉狊犻狅狀犪犾狑犻狀犱犾狅犪犱狊狆犲犮狋狉犪

流场 犃 犅 犆 犇 犽

紊流场１ ５．１７７ ２．８４７ １．４０１ １．０８２ １．４４３

紊流场２ ２．７４７ ２．８４７ １．４０１ １．０８２ １．０００

均匀流场 ０．５２１ ２．８４７ １．４０１ １．０８２ ０．７９４

犃１ α１ β１ 犳１

紊流场１ １．１２２ ２．６１４ ０．０７７ １４．４３３

紊流场２ ２．１４４ ２．６１４ ０．０７７ １７．０００

均匀流场 ３．１６１ ２．６１４ ０．０７７ １７．５１６

表６　扭转向脉动风荷载中两种激励百分比以及犛狋狉狅狌犺犪犾数

犜犪犫犾犲６　犘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狋狑狅犽犻狀犱狊狅犳犲狓犮犻狋犪狋犻狅狀狊犻狀

狋狅狉狊犻狅狀犪犾狑犻狀犱犾狅犪犱犪狀犱犛狋狉狅狌犺犪犾狀狌犿犫犲狉

流场
紊流激励

百分比／％

涡脱激励

百分比／％
犛ｔ

紊流场１ ５９．７ ４０．３ ０．１２８

紊流场２ ２９．４ ７０．６ ０．１２９

均匀流场 ５．１ ９４．９ ０．１３０

以来流紊流度犐ｕ 为基本变量对谱函数峰值参

数犃、犃１ 和紊流激励谱参数犽进行二次拟合，拟合

公式如式（１１）。

犃 ＝０．３８８＋３１．６５４犐ｕ－３．２４７犐
２
ｕ

犃１ ＝３．２２４－１５．０５７犐ｕ＋８．９９１犐
２
ｕ

犽＝０．７８８－１．４５９犐ｕ＋１８．２４０犐
２

烅

烄

烆 ｕ

（１１）

　　根据上式可得不同紊流度下的拟合参数，从而

推断出不同紊流度下的脉动风荷载谱，为风振响应

分析提供依据。

３　结　论

基于高频天平测力试验，采用最小二乘法拟合

三边形格构式桅杆的脉动风荷载谱，得到以下结论：

１）顺风向脉动风荷载谱同脉动风速谱相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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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于风速谱通用表达式的经验公式进行拟合，结

果与试验曲线吻合良好。

２）横风向和扭转向脉动风荷载谱由紊流激励和

旋涡脱落激励两部分组成，采用两个分量和的形式

进行拟合，紊流激励主要集中在低频段，而旋涡脱落

激励频率较高，有一个明显的谱峰，Ｓｔｒｏｕｈａｌ数在

１．３左右。

３）横风向脉动风荷载以紊流激励为主，在紊流

度１５％时，紊流激励贡献达到８９．８％，旋涡脱落激

励贡献仅占１０．２％，同横风向脉动风荷载相比，旋

涡脱落激励对扭转向脉动风荷载的贡献明显增大，

在紊流度１５％时占４０．３％。

参考文献：

［１］ＧＵ Ｍ，ＱＵＡＮ Ｙ．Ａ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ｌｏａｄｓｏｆｔｙｐｉｃａｌｔａｌ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ｉ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４，９２：１１４７１１６５．

［２］全涌．超高层建筑横风向风荷载及响应研究［Ｄ］．上

海：同济大学，２００２．

ＱＵＡＮＹ．Ｓｕｐｅｒｈｉｇｈｒｉｓ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ｗｉｎｄｌｏａｄｓ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ｉｎ ａ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ＬＩＡＮＧＳＧ，ＬＩＵＳＣ，ＬＩＱＳ，ｅｔａｌ．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ｏｆａｃｒｏｓｓｗｉ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ｌｏａｄｓｏｎ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ｔａｌ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ｉ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２，９０：１７５７１７７０．

［４］ＬＩＡＮＧＳＧ，ＬＩＱ Ｓ，ＬＩＵ ＳＣ，ｅｔａｌ．Ｔｏｒｓｉｏｎ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ｉｎｄｌｏａｄｏｎｒｅｃｔａｎｇｕｌａｒｔａｌ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Ｊ］．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２００４，２６：１２９１３７．

［５］ＬＩＮ Ｎ，ＬＥＴＣＨＦＯＲＤ Ｃ，ＴＡＭＵＲＡ Ｙ，ｅ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ｗｉｎｄｆｏｒｃｅｓａｃｔｉｎｇｏｎｔａｌｌ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Ｗｉ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２００５，９３：２１７２４２．

［６］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Ｌｏａｄｓ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ＡＩＪ２００４

［Ｓ］．Ｔｏｋｙｏ：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Ｊａｐａｎ，２００４．

［７］梁枢果，邹梁浩，赵林，等．格构式塔架动力风荷载解析

模型［Ｊ］．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３６（２）：

１６６１７１．

ＬＩＡＮＧＳＧ，ＺＯＵＬＨ，ＺＨＡＯＬ，ｅｔａｌ．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ｏ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ｗｉｎｄｌｏａｄｓｏｎｌａｔｔｉｃｅｔｏｗｅｒ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

３６（２）：１６６１７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汪之松．特高压输电塔线体系风振响应及风振疲劳性

能研究［Ｄ］．重庆：重庆大学，２００９．

ＷＡＮＧ Ｚ Ｓ．Ｓｔｕｄｙｏｎ ｗｉｎｄｉｎｄｕｃｅ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ｄ

ｆａｔｉｇｕｅｏｆＵＨＶ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ｏｗｅｒｌｉｎｅｃｏｕｐｌｅｄｓｙｓｔｅｍ

［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０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吴承卉，黄铭枫，姜雄，等．基于半刚生模型风洞试验的

锅炉塔架风振分析［Ｊ］．空气动力学学报，２０１５，３３

（３）：３５３３５９．

ＷＵＣ Ｈ，ＨＵＡＮＧ Ｍ Ｆ，ＪＩＡＮＧ Ｘ，ｅｔａｌ．Ｗｉｎｄ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ｔｔｉｃｅｔｒｕｓｓ ｔｏｗｅｒ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ｗｉｔｈａｂｏｉｌｅ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ｓｅｍｉｒｉｇｉｄｍｏｄｅｌｔｅｓｔ

［Ｊ］．ＡｃｔａＡｅ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３（３）：３５３

３５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ＯＬＥＳＥＮ Ｈ Ｒ，ＬＡＲＳＥＮ Ｓ Ｅ， ＨＯＪＳＴＲＵＰ Ｊ．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ｐｅｃｔｒａｉｎ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ｐａｒｔｏｆ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ｌａｙｅｒ ［Ｊ］．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Ｌａｙｅｒ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４，２９（３）：２８５３１２

［１１］张建国，叶丰，顾明．典型高层建筑横风向气动力谱的

构成分析［Ｊ］．北京工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６，３２（２）：

１０４１０９．

ＺＨＡＮＧＪＧ，ＹＥＦ，ＧＵＭ．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ｗｉｎｄ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ｎｓｕｐｅｒｈｉｇｈｒｉｓ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ｏｎｇｊ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６，３２

（２）：１０４１０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２］顾明，叶丰．高层的横风向激励特性和计算模型的研究

［Ｊ］．土木工程学报，２００６，３９（２）：３５．

ＧＵＭ，ＹＥＦ．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ｅｌ

ｏｆａｃｒｏｓｓ ｗｉｎｄ ｌｏａｄ ｏｆｔａｌ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Ｊ］．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６，３２（２）：１０４１０９．（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ＳＯＬＡＲＩＧ．Ｍａｔｈｍａ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ｔｏｐｒｅｄｉｃｔ３Ｄ ｗｉｎｄ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１９８５，１１１（２）：２５４２７６

［１４］李秋胜，李慧真，李毅．椭圆形高耸结构风荷载特性的

试验研究［Ｊ］．湖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５，４２

（１）：１８．

ＬＩＱＳ，ＬＩＨ Ｚ，ＬＩ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ｗｉｎｄｌｏａｄｓｏｎａｎｏｖａｌｓｈａｐｅｄｈｉｇｈｒｉ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４２（１）：１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马文勇，张晓斌，李玲芝，等．临界雷诺数区准椭圆形覆

冰导纳的风压特性研究［Ｊ］．实验流体力学，２０１４，２８

（５）：５３５８．

ＭＡＷＹ，ＺＨＡＮＧＸＢ，ＬＩＬＺ，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ｗｉ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ｑｕａｓｉｏｖａｌ ｓｈａｐｅｄ ｉｃｅｄ

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ｒａ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ｎｏｌｄｓｎｕｍｂｅｒｓｒｅｇｉｍ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ｉｎＦｌｕｉ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４，２８

（５）：５３５８．（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编辑　胡玲）

４１１ 土 木 建 筑 与 环 境 工 程　　　 　 　　　　　　　　　　　　第３８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