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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 桥耦合振动2020年度研究进展
李小珍,王铭,晋智斌,朱艳,邱晓为

(西南交通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成都610031)

摘 要:车 桥耦合振动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轨道不平顺作用下的车 桥耦合振动及随机振动、
风 车 桥耦合振动、地震 车 桥耦合振动、新型轨道车辆-轨道梁耦合振动等方面。当前,中国铁路

桥梁建设面临更大跨度、高速度、高舒适度等新的挑战,在风荷载及列车荷载等外部激励作用下,车
桥间相互作用越发显著。如何准确预测实际复杂风环境下车 桥耦合系统动力响应及高速列车的

行车走行性,并为桥梁设计、线路运营、维护及管理提供技术指导,成为2020年度车 桥耦合振动领

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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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bration,newrailvehicle-trackbeamcouplingVibrationandotheraspects.Atpresent,theconstructionofrailwaybridgesin
Chinaisfacingnewchallengessuchaslargerspans,highspeeds,andhighcomfortlevels.Underexternalexcitationssuchas
windloadsandtrainloads,thevehicle-bridgeinteractionisbecomingmoreandmoresignificant.Howtoaccuratelypredictthe
dynamicresponseofthevehicle-bridgecouplingsystemandtherunningperformanceofhigh-speedtrainsintheactualcomplex
windenvironment,andprovidetechnicalguidanceforbridgedesign,lineoperation,maintenanceandmanagement,andbecome
aresearchhotspotanddevelopmenttrendsinthefieldofvehicle-bridgecoupledvibrationin2020.
Keywords:railwaybridge;vehicle-bridgecoupledvibration;researchprogress

  

1 列车 桥梁系统风场模拟

开展风 车 桥耦合振动分析的风场模拟主要涉及桥梁

结构风场模拟及列车风场模拟,从风场模拟方法、桥址区风

场模拟及移动列车风场模拟三个方面开展回顾。

1.1 风场模拟理论分析方法
在模拟分析方法方面,Pujari等[1]基于深度学习理论,

实现了长期记忆网络(LSTM),提高了对风时间序列数据的

处理效率;周桐等[2]采用CDRFG方法和被动模拟法生成大

气边界层风场,从统计特性、流场结构和计算效率等方面进

行了对比分析;包芸等[3]建立风场LES模拟的并行直接求解

方法,其并行计算效率达到90%;刘芸等[4]在nV-1D平稳过

程的谱分解降维模型基础上引入双索引频率,进一步给出了

各态历经随机风场的降维模型,利用快速 Fourier变换

(FFT),模拟了某大跨度桥梁水平向各态历经随机风场;Liu
等[5]提出了一种改进的非高斯LS模型,结合可控的非高斯

随机变量,以更精确的偏度和峰度模拟了目标非高斯速度

分布。

1.2 桥址区风场监测及模拟
开展桥址区及桥梁风场模拟,根据模拟方法不同,可分

为风场实测、风洞试验及数值模拟3个方面。在风场实测方

面,李永乐等[6]以典型山区桥址为背景,结合现场实测,讨论

了通过多种途径确定复合风速标准的可能性;刘宗杰等[7]对



荆岳长江大桥桥址风场特性进行监测,发现桥址平均风速的

非平稳特性显著;李加武等[8]以喇叭口河谷地形为研究对

象,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现场实测,使用幂函数描述喇叭口

河谷地形风剖面,为复杂地形下的风特性预测提供参考;

Zhang等[9]观测了深切峡谷中包括平均、波动风特征,以及不

同高度之间的连贯性在内的风特征参数,探明深切峡谷中测

得的纵向、横向和垂直风的风能谱更适合Karman模型;Jing
等[10]使用从位于山坡和底部的两个风塔获得的数据,研究了

山谷风的特征,并提出了一个可以有效地描述垂直相干性的

模型;汪磊等[11]对某大跨悬索桥址的风特性进行了现场长期

风观测,并在得到各样本的基础上对该桥进行了频域抖振响

应分析;Zhou等[12]基于6年的风数据发现,桥梁现场的一般

风表现出相对稳定的年度可重复性,且测得的风场参数与设

计规范所建议的风场参数之间存在差异。
在风洞试验方面,王峰等[13]通过地形模型风洞试验研究

了峡谷地区桥位处的参数特性,分析了某峡谷地区不同风向

来流时桥址处紊流强度和脉动风功率谱变化情况;Song
等[14]研究了拟建的大跨度桥梁桥址的Y形山谷山区的风特

征,从不同测试方向的结果分析了流入流场的影响;Zhang
等[15]通过风洞试验的方法,对包括平均风向和湍流向在内的

风向进行了研究,发现地形对风向的影响很大,主要风向通

常与河流平行,且沿桥的风速和迎风角均不均匀。
在数值模拟方面,沈炼等[16]基于WRF与CFD耦合模式

对峡谷桥址风场进行精细化分析,得出了考虑脉动风速后的

入口边界条件相比于无脉动入口风速其湍流特性与实测值

吻合更好的结论;Chen等[17]在湘江大桥工地,采用了改进的

边界过渡段(BTS)来减少地形模型中“人工悬崖”对山区地形

上桥址风特征的影响;Xu等[18]使用进化功率谱密度(EPSD)
以表征非平稳特征,改善了大跨度桥梁湍流风场的数值

模拟。

1.3 移动列车风场模拟
在列车风场模拟方面,Su等[19]基于移动列车驱动系统

测试了移动风场特性,并将实验结果与Balzer模型和Cooper
模型的结果进行了比较;李小珍等[20]利用多变量随机过程模

拟,分别采用静止点脉动风谱模型以及基于相干函数推导得

到的移动列车脉动风速谱,建立了高速铁路列车 桥梁联合

系统的脉动风场模拟算法。该算法采用单双索引频率方法,
通过显式分解代替Cholesky分解,利用FFT算法和频率截

断技术对上述随机模拟算法进行了加速,极大地提高了风场

的模拟效率。桥上静止点 列车联合风场模拟算例中的桥上

静止点脉动风速谱及列车脉动风速谱拟合情况如图1所示。

2 列车 桥梁系统气动耦合机理

列车 桥梁系统气动参数测试直接关系到风 车 桥耦合

系统的输入风荷载,对桥上移动列车的风致响应分析至关重

要,国内外学者结合模型试验及数值模拟等多种方法,针对

桥梁节段模型及列车气动参数测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2.1 桥梁节段模型气动力
桥梁气动参数的测试通常基于桥梁节段模型风洞试验

获取。潘韬等[21]通过风洞试验,研究超宽分体三箱梁的涡振

性能以及不同形式风屏障、桥梁附属设施对其影响和设置槽

间开孔盖板的气动措施对其改善效果;通过对某宽幅闭口箱

梁悬索桥的节段风洞试验,童俊豪等[22]得出该桥不会出现驰

振的结论;李先进等[23]以广东沿海强风区某在建中承式三主

桁式大跨度钢拱桥为工程背景,通过风洞试验和理论分析,
研究该桥梁施工状态和成桥状态风致响应特性;Ma等[24]以

西侯门悬索桥为研究对象,对空气动力学系数和导纳进行了

研究,充分揭示了双箱梁的空气动力学特性。

图1 桥上静止点 列车联合风场模拟[20]
 

2.2 列车模型气动参数
在列车气动特性测试方法方面,邹思敏等[25]为研究高速

列车在运营过程中的气动特性,开发了一套移动列车 桥梁

风洞试验气动力测试系统;Guo等[26]采用DDES方法,并结

合风洞试验结果得出转向架的复杂性对高速列车模型在不

同偏航角下的气动阻力和横摇力矩有显著影响;Li等[27]采

用三种延迟分离涡模型对列车气动特性进行模拟,研究表明

三种模拟均能较准确预测表面的压力系数,而其中剪切应力

传输k-ω模型结果最精确;Wang等[28]采用CFD动网格技术

模拟分析了不同基础结构物对移动列车气动参数的影响

规律。
对列车气动力测试,He等[29]研究了桁架桥梁结构主要

参数(包括桥梁迎风角、桁梁坚固度比,桁梁宽厚比等)对空

气动力学的影响;张鹏等[30]研究了桥梁防护墙及其结构参数

对CRH3系列高速列车气动特性的影响;以金海大桥为研究

背景,周旭等[31]基于风洞试验,研究了公铁同层桥上列车横

向布置对车桥系统气动特性的影响规律,并确定了列车轨道

最优布置方案;Li等[32]采用风洞截面模型研究了横风作用

下高速列车在流线型甲板的气动特性,发现高速列车模型的

平均阻力和升力受风攻角影响显著;何佳俊等[33]采用数值模

拟方法,计算了CRH3型列车通过桥隧过渡段时受到的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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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车辆响应,结果表明,越靠近车头处的气动力突变越大。
受桥塔、风屏障遮蔽以及双车交汇等影响,桥面风环境

及列车周身流场特性会发生突变,从而引起列车气动特性的

突变效应,影响列车的运行平稳性和行车安全性。杨建新

等[34]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圆环形桥塔区行车风环境,研究

发现桥塔周围存在明显的风速增大区域;袁涛等[35]采用二维

雷诺时均模型模拟了塔柱的气动干扰特性,研究发现塔柱截

面的增大会导致上下游塔柱间气动干扰增大;李小珍等[36]通

过简支梁上移动列车风动试验,研究了列车交会时气动特性

的变化,结果表明,背风侧列车气动力在交汇时会发生突变,
并采用公式拟合了交汇过程中气动力系数与偏航角的关系,
如图2所示。

图2 简支梁 移动列车风洞试验[36]
 

3 风 车 桥耦合振动精细化模型

风 车 桥系统包含车辆系统动力学、桥梁结构动力学和

与自然风有关的空气动力学问题,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

课题。学者们针对不同的分析问题,建立了相应的分析模

型,以指导列车的行车安全性及舒适性。Liu等[37-39]基于全

尺寸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研究了侧风作用下列车的振动特

性及其气动力,并建立了半车振动-倾覆动力学分析模型,提
出了列车倾覆系数的计算公式及列车安全行驶的风速阈值;

Wang等[40]通过风 车 桥耦合振动分析发现,与轨道不平

顺、桥梁振动相比,侧风作用是引起列车倾覆的主要原因,桥
梁变形可以近似表达为列车自重作用下的静态变形,并提出

了侧风作用下桥上移动列车倾覆危险性评估的简化分析框

架。Montenegro等[41-42]采用风 车 桥耦合振动分析模型,
并基于CEN离散阵风模型和随机脉动风模型,对侧风作用

下列车运行安全性进行了分析,根据模拟结果提出了一种包

含时、空相关特性的离散阵风模型,该模型可以应用于强风

作用下不同桥上列车的行车安全性评价,其分析框架如图3
所示。

图3 列车侧向安全性评估框架[41]
 

随着计算机技术、有限元分析理论与多体系统动力学的

发展,风 车辆 桥梁各子系统的精细化仿真分析及系统链接

的实现成为了可能。韩艳等[43-44]结合有限元软件ANSYS和
多体动力学软件SIMPACK,建立列车 轨道 桥梁三维多体

系统模型,开展了非定常气动荷载对桥上列车行驶安全舒适

性影响分析,其中,列车安全指数的最大值与桥上列车的行

驶速度之间的关系如图4所示;为研究强风作用下交会列车

的行车安全性问题,郭文华等[45]采用有限元软件ANSYS和

多体动力学软件SIMPACK联合建立了桥上列车交会三维

动力分析模型,研究了侧风下列车在多跨简支梁桥上交会运

行时的动力响应;崔圣爱等[46]以平潭海峡的大小练岛水道斜

拉桥作为工程对象,建立了列车和桥梁的气动模型和车 桥

系统多体动力学模型,针对双线会车情况,仿真计算了横风

作用下列车 桥梁系统的气动荷载和动力响应。
城市轨道交通近年来也得到快速的发展,使得风 车 桥

耦合振动向新的领域拓展。郑晓龙等[47]基于车 桥系统多体

动力学模型,分析了不同风速激励下悬挂式单轨双线简支梁

桥上列车交会的系统动力响应特性;李永乐等[48]采用风 车

桥耦合振动分析方法,研究城市轨道交通桥专用桥的横向

挠跨比限值,并基于车辆的行车性能评价桥梁的横向刚度,
考查了车型、车辆安全性指标类型、不同桥型等因素的影响,
为城市轨道交通专用桥的横向刚度指标的设定提供一定

参考。

4 桥上列车防风措施

为保证大风环境及突变风场环境下列车的行车安全性

731增刊             李小珍,等:车 桥耦合振动2020年度研究进展



图4 列车安全指数的最大值与桥上列车的行驶速度之间的关系[44]
 

及舒适性,可通过布置风屏障等防风措施以减小列车的风致

响应。风屏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风屏障的防风效果、风场分

布以及对车辆气动特性和动力响应的影响。

Zhang等[49]以大渡河大桥为背景,开展了关于考虑风屏

障典型特征对双箱梁桥面局部风特性影响的大型风洞试验

研究,并与桁梁桥面风场特性做了对比,为高速列车安全性

行驶提供了技术性参考;霍卿等[50]基于三维数值模拟方法,
开展了高速铁路桥梁挡风屏遮蔽效应的研究;Gu等[51]采用

风洞试验和数值模拟方法研究了高速铁路不同弯折型式波

形风屏障的防风性能和流场特性;李小珍等[52]为增加典型铁

路基础结构风剖面评估精度,提高结构设计及行车安全性评

价的可靠性,基于最小二乘法原理确定测点风速比,以变异

系数作为风速非一致性指标对不同测点高度下的风速比进

行评价,提出了一种确定典型铁路基础结构风剖面等效风速

比的方法。
强风作用下,当车辆进出风屏障区段时,由于风屏障的

遮风效应,列车所受的风荷载存在突变,对列车动力响应会

产生不利影响。徐昕宇等[53]以高速铁路简支梁桥为研究对

象,对不同透风率下车桥系统的气动性能进行风洞试验测

试,基于风 车 桥耦合系统分析模型,研究了风屏障透风率

对桥上列车走行性的影响;Yang等[54-55]、Deng等[56]施成华

等[57]建立了CFD数值模型和风 车 桥耦合系统分析模型,
研究了侧风环境下隧道 桥梁 隧道线上高速列车的气动特

性和行车安全指标的变化特性,如图5所示。

图5 几何模型(单位:m)[57] 
  当在强风区柔性大跨桥梁上设置风屏障时,桥梁原有的

气动外形同样会发生改变,因其自身刚度小、跨度大等特点,
其气动稳定性对结构外形极其敏感,喻宝金等[58]采用节段模

型风洞试验手段,对比研究了条形孔风屏障和圆形孔风屏障

对扁平箱梁气动稳定性的影响;潘韬等[21]以甬舟铁路西堠门

公铁两用大桥(斜拉 悬索协作体系桥)为背景,通过节段模

型风洞试验,研究了主梁的涡振性能以及不同形式风屏障、
桥梁附属设施对其影响。Yang等[59]以某超长跨径悬索桥为

背景,基于风洞节段模型试验和理论分析,研究了风屏障对

不同纵横比箱梁颤振性能的影响;为降低风屏障对桥梁自身

抗风性能的影响,Dai等[60]提出了一种自适应GFRP铁路桥

梁防风结构。

5 研究热点与展望

笔者比较系统地回顾了国内外有关高速列车风环境的

模拟、气动特性测试、风 车 桥耦合振动分析及防风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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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对侧风作用下高铁桥上列车行车安全性的影响研究。
尽管近年来上述各方面的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受铁路

桥梁的高速发展及气动参数测试技术的限制,仍需在以下几

个方面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工作,以确保恶劣风环境下列车

的行车安全性及列车的全天候运营。

1)移动列车气动参数测试技术

当前桥上移动列车的气动参数测试技术并不成熟,难以

模拟高速运动过程中车体周围流场的实际变化形态,因此需

进一步提升气动参数测试技术以真实把握移动列车气动

特性。

2)参数不确定性影响分析

实际风场中存在众多的参数不确定性和突变因素,需结

合现场实测的方式优化仿真模型中的风场模型,尽可能地还

原真实的风场信息,以反映真实的列车走行性。

3)大跨度桥梁附加轨道不平顺影响分析

大跨度铁路桥梁在温度、风及列车等荷载作用下易产生

较大的变形,对高速铁路列车行车走行性而言,除需要考虑

列车与桥梁间耦合振动影响之外,还需考虑桥梁结构受载静

态变形及动态变形引起的附加轨道不平顺对列车走行性的

影响。

参考文献:
[1]PUJARIKN,MIRIYALASS,MITTALP,etal.

OptimalLongShortTermMemoryNetworksforlong-
termforecastingofrealwindcharacteristics[J].IFAC-
PapersOnLine,2020,53(1):648-653.

[2]周桐,闫渤文,杨庆山,等.大气边界层大涡模拟入口

湍流生成方法研究[J].工程力学,2020,37(7):

68-76.
[3]包芸,习令楚.高雷诺数湍流风场大涡模拟的并行直接

求解方法[J].力学学报,2020,52(3):656-662.
[4]刘芸,何承高,刘章军.各态历经随机风场的降维模拟

[J].应用力学学报,2020,37(5):2079-2085,2325.
[5]LIU C,FU L,YANG D,etal.Non-Gaussian

Lagrangianstochasticmodelforwindfieldsimulationin
thesurfacelayer [J].Advancesin Atmospheric
Sciences,2020,37(1):90-104.

[6]李永乐,喻济昇,张明金,等.山区桥梁桥址区风特性

及抗风关键技术[J].中国科学:技术科学,2021,51
(5):530-542.

[7]刘宗杰,祝志文,陈魏,等.跨长江特大桥拉索涡激振

动与风特性观测[J].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2020,17
(7):1760-1768.

[8]李加武,徐润泽,党嘉敏,等.喇叭口河谷地形基本风

特性实测[J].长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0
(6):47-56.

[9]ZHANGJY,ZHANGMJ,LIYL,etal.Comparison
ofwindcharacteristicsatdifferentheightsofdeep-cut

canyonbasedonfieldmeasurement[J].Advancesin
StructuralEngineering,2020,23(2):219-233.

[10]JING H M,LIAO H L,MA C M,etal.Field
measurementstudyofwindcharacteristicsatdifferent
measuringpositionsina mountainousvalley [J].
Experimental Thermal and Fluid Science,2020,

112:109991.
[11]汪磊,张志田,谭卜豪,等.实测与规范风谱下某悬索

桥抖振响应定性比较[J].中外公路,2020,40(2):

67-73.
[12]ZHOUY,SUNLM,XIEM W.Windcharacteristics

atalong-span sea-crossing bridge site based on
monitoringdata[J].JournalofLowFrequencyNoise,

VibrationandActiveControl,2020,39(3):453-469.
[13]王峰,何晗欣,白桦,等.峡谷地区桥位处风参数特性

[J].南京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2(3):

351-357.
[14]SONGJL,LIJW,FLAYRGJ.Fieldmeasurements

andwindtunnelinvestigationofwindcharacteristicsata
bridgesiteinaY-shapedvalley[J].Journalof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2020,

202:104199.
[15]ZHANGMJ,ZHANGJX,LIYL,etal.Wind

characteristicsinthehigh-altitudedifferenceatbridge
sitebywindtunneltests[J].WindandStructuresan
InternationalJournal,2020,30(6):548-557.

[16]沈炼,华旭刚,韩艳,等.高精度入口边界的峡谷桥址

风场数值模拟[J].中国公路学报,2020,33(7):

114-123.
[17]CHEN X Y,LIU Z W, WANG X G,etal.

Experimentaland numericalinvestigation of wind
characteristicsover mountainous valley bridgesite
consideringimprovedboundarytransitionsections[J].
AppliedSciences,2020,10(3):751.

[18]XUZD,WANGH,ZHANGH,etal.Non-stationary
turbulentwindfieldsimulationoflong-spanbridges
usingtheupdatednon-negative matrixfactorization-
basedspectralrepresentation method [J].Applied
Sciences,2019,9(24):5506.

[19]SU Y,LI M S,YANG Y,etal.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ofturbulentfluctuation characteristics
observedata movingpointundercrossflows [J].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2020,197:104079.

[20]ZOUQ Y,LIXZ,LIXX,etal.Simulationof
fluctuatingwindofhigh-speedvehicle-bridgeunited
system [J].ProceedingsoftheInstitutionofCivil
Engineers-Transport,2021:1-13.

931增刊             李小珍,等:车 桥耦合振动2020年度研究进展



[21]潘韬,肖海珠,赵林,等.大跨度桥梁超宽分体三箱梁

抗风性能及控制措施研究[J].桥梁建设,2020,50
(Sup2):29-35.

[22]童俊豪,陈鑫.某宽幅箱梁悬索桥气动特性节段模型风

洞试验[J].广东公路交通,2020,46(4):47-52.
[23]李先进,卿仁杰,朱强,等.三主桁式大跨度钢拱桥气

动力特性与风振性能研究[J].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

2020,17(3):628-636.
[24]MACM,PEIC,LIAOHL,etal.Fieldmeasurement

andwindtunnelstudyof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
twin-boxgirder[J].JournalofWindEngineeringand
IndustrialAerodynamics,2020,202:104209.

[25]邹思敏,何旭辉,王汉封,等.横风作用下高速列车

桥梁系统气动特性风洞试验[J].交通运输工程学报,

2020,20(1):132-139.
[26]GUOZJ,LIUTH,CHENZW,etal.Aerodynamic

influencesofbogiesgeometriccomplexityonhigh-speed
trains under crosswind [J].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 2020,

196:104053.
[27]LIT,DAIZY,ZHANGWH.EffectofRANSmodel

on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a train in
crosswindsusingDDES [J].ComputerModelingin
Engineering&Sciences,2020,122(2):555-570.

[28]WANG M,LIX Z,XIAO J,etal.Effectsof
infrastructureontheaerodynamicperformanceofa
high-speedtrain[J].ProceedingsoftheInstitutionof
MechanicalEngineers,PartF:JournalofRailand
RapidTransit,2021,235(6):679-689.

[29]HEXH,ZUOTH,ZOUYF,etal.Experimental
studyon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ahigh-speed
trainonviaductsinturbulentcrosswinds[J].Journalof
CentralSouthUniversity,2020,27(8):2465-2478.

[30]张鹏,杜礼明.高速列车气动特性对桥梁防护墙的响应

分析[J].大连交通大学学报,2020,41(6):35-40.
[31]周旭,李的平,何旭辉,等.公铁同层桥梁列车轨道优

化布置风洞试验研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

学与工程版),2020,44(1):126-129.
[32]LIH,HEXH,WANGHF,etal.Aerodynamicsofa

scalemodelofahigh-speedtrainonastreamlineddeck
incrosswinds[J].JournalofFluidsandStructures,

2019,91:102717.
[33]何佳俊,向活跃,龙俊廷等.大风攻角下桥隧过渡段

CRH3型列车气动特性和安全性分析[J/OL].西南交

通大 学 学 报,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
1277.U.20200320.1138.004.html.

[34]杨建新,吴蕊恒,倪志军,等.圆环形桥塔区域行车风

环境数值模拟[J].公路,2020,65(7):170-174.

[35]袁涛,祝志文,陈魏,等.增设观光电梯的超大跨桥梁

塔柱风荷载与气动干扰特性[J].工业建筑,2020,50
(4):138-144.

[36]LIXZ,TANYL,QIUX W,etal.Windtunnel
measurementofaerodynamiccharacteristicsoftrains
passingeachotheronasimplysupportedboxgirder
bridge[J].RailwayEngineeringScience,2021,29(2):

152-162.
[37]LIUDR,TOMASINIGM,CHELIF,etal.Effectof

aerodynamicforcechangecausedbycar-bodyrollingon
trainoverturningsafetyunderstrongwindconditions
[J].VehicleSystemDynamics,2020:1-21.

[38]LIUDR,MARITATOMASINIG,ROCCHID,et
al. Correlation of car-body vibration and train
overturning under strong wind conditions [J].
MechanicalSystemsand SignalProcessing,2020,

142:106743.
[39]LIUDR,WANGTT,LIANGXF,etal.High-speed

trainoverturningsafetyundervarying windspeed
conditions [J].Journalof Wind Engineeringand
IndustrialAerodynamics,2020,198:104111.

[40]WANGM,LIXZ,CHENXZ.Asimplifiedanalysis
frameworkforassessingoverturningriskofhigh-speed
trainsoverbridgesundercrosswind [J].Vehicle
SystemDynamics,2020:1-11.

[41]MONTENEGROPA,HELENOR,CARVALHOH,

etal.Acomparativestudyontherunningsafetyof
trainssubjectedtocrosswindssimulatedwithdifferent
windmodels[J].JournalofWindEngineeringand
IndustrialAerodynamics,2020,207:104398.

[42]MONTENEGROPA,BARBOSA D,CARVALHO
H,etal.Dynamiceffectsonatrain-bridgesystem
causedbystochasticallygeneratedturbulentwindfields
[J].EngineeringStructures,2020,211:110430.

[43]韩艳,刘叶,胡朋.非定常气动荷载对桥上列车行驶安

全舒适性影响分析[J].铁道科学与工程学报,2020,

17(1):118-128.
[44]HANY,LIU Y,HUP,etal.Effectofunsteady

aerodynamicloadsondrivingsafetyandcomfortof
trainsrunningonbridges[J].AdvancesinStructural
Engineering,2020,23(13):2898-2910.

[45]郭文华,洪新民,陈春霞.侧风下高铁列车交会运行时

车 桥耦合振动[J].中国铁道科学,2020,41(4):

48-56.
[46]崔圣爱,刘品,晏先娇,等.横风环境下跨海大桥列

车 桥梁系统耦合振动仿真研究[J].铁道学报,2020,

42(6):93-101.
[47]郑晓龙,徐建华,鲍玉龙,等.悬挂式单轨简支梁风车

041 土 木 与 环 境 工 程 学 报(中 英 文)             第43卷增刊



桥耦合动力分析[J].铁道工程学报,2020,37(2):

53-58.
[48]李永乐,龙俊廷,向活跃,等.基于风 车 桥的城市轨

道交通桥横向挠跨比建议值研究[J].振动与冲击,

2020,39(24):211-217.
[49]ZHANGJY,ZHANGMJ,LIYL,etal.Localwind

characteristicson bridge deck oftwin-box girder
consideringwindbarriersbylarge-scalewindtunnel
tests[J].NaturalHazards,2020,103(1):751-766.

[50]霍卿,许建林,梅元贵.高速铁路桥梁挡风屏遮蔽效应

分析[J].空气动力学学报,2020,38(1):73-81.
[51]GUHY,LIUTH,JIANGZW,etal.Researchon

thewind-shelteringperformanceofdifferentformsof
corrugated wind barriersonrailwaybridges [J].
Journal of Wind Engineering and Industrial
Aerodynamics,2020,201:104166.

[52]李小珍,邱晓为,郑净,等.一种确定典型铁路基础结

构风剖面等效风速比的方法:CN112163259A[P].
2021-01-01.

[53]徐昕宇,李永乐,陈星宇等.风屏障的突风效应对桥上

列车走行性的影响[J/OL].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21:

56(5):1050-1055,1093.
[54]YANGWC,DENGE,ZHUZH,etal.Deterioration

ofdynamicresponseduringhigh-speedtraintravelling
intunnel-bridge-tunnelscenarioundercrosswinds[J].
TunnellingandUndergroundSpaceTechnology,2020,

106:103627.
[55]YANGWC,DengE,ZhuZH,etal.Suddenvariation

effectofaerodynamicloadsandsafetyanalysisof
runningtrainswhenenteringtunnelundercrosswind
[J].AppliedSciences,2020,10(4):1445.

[56]DENGE,YANG W C,HEX H,etal.Transient
aerodynamicperformanceofhigh-speedtrains when
passingthroughaninfrastructureconsistingoftunnel-
bridge-tunnelundercrosswind [J].Tunnellingand
UndergroundSpaceTechnology,2020,102:103440.

[57]施成华,王昂,邓锷,等.桥隧段风屏障对高速列车气

动荷载及行车安全的影响[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2020,48(6):58-68,76.

[58]喻宝金,乔张旺,付丽.风屏障对扁平箱梁气动稳定性

的影响[J].中外公路,2020,40(2):99-102.
[59]YANGYX,GEYJ,ZHOUR,etal.Aerodynamic

countermeasureschemesofsuperlong-spansuspension
bridgeswithvariousaspectratios[J].International
JournalofStructuralStabilityandDynamics,2020,20
(5):2050061.

[60]DAIY Q,DAIX W,BAIY,etal.Aerodynamic
performanceofanadaptiveGFRPwindbarrierstructure
for railway bridges [J]. Materials,2020,13
(18):4214.

(编辑 王淼卉)

141增刊             李小珍,等:车 桥耦合振动2020年度研究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