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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三维热传导理论，采用大型有限元软件 M)>N>，考虑外界气温条件、水泥水化热等热

力学参数以及分层浇注（定义单元的“生死”来准确模拟施工中的分层浇筑）对温度场的影响，运用瞬态

热分析法进行温度场的仿真计算。通过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的对比分析，得出桥墩沿截面厚度方向的

温度分布和其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及特点，为施工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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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随着混凝土的广泛应用，像厚壁桥墩这类大体积

混凝土中水泥在水化硬结过程中产生的水化热效应问

题，越来越受到工程界的重视。混凝土是热的不良导

体，具有很大的热延迟性和热惰性，当混凝土浇注后，

因水泥水化反应产生的水化热，在新浇注的混凝土结

构中不断的积贮热量，形成短期的内部温度高、外表面

温度低的水化热分布状态。这种温差将产生温度应

力，有可能在混凝土表面引起巨大的拉力和出现开裂。

而且体积越大，这种温差越大，产生的温度应力也就越

大。从水化热产生温度应力的角度考虑，它与结构形

状、尺寸，混凝土的配合比、掺合物、施工工艺、混凝土

结构的内外部约束等有关，由此可见由水化热引起的

温差分析是十分复杂的，因而，确定其温差，对于控制

温差应力引起的开裂是非常关键的。本文结合某实际

工程，运用大型有限元程序 M)>N> 来模拟施工期间桥

墩混凝土的温度场。

#( 工程概况

某桥主桥为空心薄壁连续三跨刚构桥，其跨径布

置为（#"" P #I* P #"" J）。矩形空心墩高度分别为

IE’ "" J 和 HI’ "" J，是典型的高墩大跨桥梁结构。桥

墩采用就地搅拌就地浇注的办法，模板采用瑞典进口

模板。桥墩采用分节段浇注，一次浇注 G’ D J 高，历时

* 天，以此同时，采用预埋温度传感器进行水化热的现

场监测。

*( 有限元计算的理论基础

空间不稳定温度场区域 ! 内，温度场 "（#，$，%）满

足热传导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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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温度，# 为导温系数，! 为绝热温升，" 为

时间。

在初始瞬时，" 应等于给定的温度，即

" ) ""（#，$，%）。 （*）

( ( 在边界 2 上满足第一类边界条件，即在作用边界

上固体表面温度是时间的已知函数，表示为［#］：

" ) "Q， （!）

式中：" 为温度，"Q 为已知边界气温。

在边界 2R上满足第三类边界条件：当 "# "，在 *R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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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时间，+#，+$，+% 为边界向外法线方向的方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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弦，! 为温度，! 为表面放热系数，" 为导热系数，!"

为气温。

将求解区域划分有限单元后，当温度 ! 在 # ! " 时

取给定的初始温度 !"，在边界 # 上取给定的边界温度

!$，然后将泛函 %（!）取极小值，并在边界 #&上满足第

三类边界条件，进行求解，从而得到所需要的不稳定温

度场。

#$ 计算模型与计算参数

#% &$ 三维有限元模型

根据实际现场施工，在计算中考虑混凝土分层浇

注、层厚、水化热温升变化、徐变、材料不同分区、浇注

温度、对流边界条件等条件和因素，按照实际施工顺

序，合理选取载荷步长，考虑施工间歇的影响。气温采

用实测气温的日平均值。

按照实际施工顺序，将一个浇注块作为一个部分，

本次分析对于浇筑单元采用单元生死法进行处理。采

用 ’()*+," 热单元，该单元是一个具有导热能力的单

元，它共有 - 个节点，每个节点只有一个温度自由度，

运用此单元建立实体模型进行瞬态热分析。

施工中分 . 层浇筑，本次计算则将按实际浇筑情

况分为两个部分，/0’1’ 模型见图 &。边界上存在空

气和混凝土的热对流，属于热分析中的第三类边界条

件，对流边界条件可以作为面荷载（ 具体输入参数为

对流系数和空气温度）施加于实体模型的表面，来计

算固体和流体间的热交换。对于模板的影响则单独建

立模板单元，选择合适的放热系数来考虑。对于水泥

水化热，则根据 /0’1’ 提供的函数功能，采用 /2+)
方式设定水泥的热生成率，并生成水泥水化热热生成

率文件，将热生成率作为体荷载加于单元上来模拟水

泥的化学反应。确定计算时间为 &" 天，与实测大致相

一致。

图 &$ /0’1’ 有限元模型

#% .$ 计算参数的选取

混凝土的热学性能包括导温系数、导热系数，比热

和密度。这些参数是计算水化热的重要参数，应由试

验确定。

混凝土的级配见表 &。

表 &$ 计算部位 34" 混凝土的配合比

种类

种类 水泥 砂 粉煤灰 碎石 水 减水剂 总计

重量 5（67·8 9#） 4:; ;:# :" & &4# ."; &; . 4;&
百分比 5 < &-% =, ..% =, .% 4; 4:% :# -% #: "% :. &""

$ $ 根据混凝土各组成成分的重量百分比进行估算，

并采用加权平均法可得到当时温度下的热性能参数：

" ’（"&·$& ( ".·$. ( ⋯ ( " )·$)）

’ -* 4,= 6> 5（8·?·@）；

+ ’（+&·$& ( +.·$. ( ⋯ ( +)·$)）

’ "* =4- 6> 5（67·@）；

% ’ . 4"" 67 5 8#；

" ’ " , +% ’ "* ""# :"; 8. 5 ?。

$ $ 水泥的水化热是影响混凝土温度应力的一个重要

因素。水泥水化热是依赖于龄期的。在此采用复合指

数式来表示［.］：

-（#）’ -"（& . ABC（ . "#$））， （;）

式中：-（#）为在龄期 # 时积累的水化热；-" 为水泥水

化热总量；系数 " 、$ 为常数；# 为龄期。

对于混凝土绝热温升的表达式可由水泥水化热的

表达式导出，用下式表示［&］：

&（#）’ -（#）（/ ( 01）, +2， （:）

式中：&（#）为混凝土绝热升温；-（#）为水泥水化热；/
为水泥用量；0 为折减系数，对于粉煤灰 0 ! "* .;；1 为

混合材用量；+ 为混凝土比热；% 为混凝土密度。

4$ 计算结果与分析

4% &$ 水化热温度随时间的发展

通过 /0’1’ 瞬态热分析及实测结果，可以得到图

. 和图 # 所示的桥墩中心温度与表面温度随时间变化

的曲线。所取实测点是预埋在浇注的第二层混凝土中

的测点。

从图 . 和图 # 可以看出，计算曲线和实测曲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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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计算温度随时间发展曲线

图 ’" 实测温度随时间发展曲线

化趋势相吻合，二者峰值出现的时间也是基本一致的。

在温度值为 !( )左右处有一个转折，这是因为该时刻

开始浇筑第二层混凝土，而测点布置在浇注的第二层

混凝土中，温度发生微小突变。实测中心点的最高温

度为 *+, ’!- )，发 生 在 浇 筑 第 二 层 混 凝 土 后 的 第

.! /。而理论计算中心点的最高温度值为 *+, 010 )，

发生在浇注第二层混凝土后的第 .’ /；实测表面点的

最高温度为 -0, --( )，发生在浇注第二层混凝土后的

第 2. /，而 理 论 计 算 表 面 点 的 最 高 温 度 值 为

--, .1- )，发生在浇注第二层混凝土后的第 -( /；中

心点和表面点的温度曲线的发展规律大致相同，但混

凝土表面的水化热温度最高值明显低于混凝土内部的

最高温度。实测与理论计算结果基本一致。

从图 ! 和图 ’ 中也可以看出，温度上升段陡，而下

降段平缓。入模时的温度平均为 +1, 0*- )，最高升温

约为 -+, 0’ )，升温过程中温变速率在 (, .! ) 3 / 以

内，降温过程中温变速率在 (, +! ) 3 / 以内。

2, !" 温度沿截面厚度的变化

为了便于比较混凝土表面与内部的温差，作出水

化热温度沿截面厚度方向的变化曲线见图 2 和图 -。

由上图可以看出计算温度与实测温度在同一时刻

图 2" #$%&% 计算各点在同一时刻的温度

图 -" 实测各点在同一时刻的温度

沿截面厚度方向的变化趋势一致，而且相差小。最大

的内外温差达到 !!, -. )。混凝土表面与中心点最大

温差出现在浇注第二层混凝土后的 !’. /，其差值为

!!, -. )，而且当地环境温度为 +! )左右。在表面点

进入下降阶段后，中心点仍然处于缓慢升温阶段，这就

进一步加大了中心和表面的温度差值，造成较大的温

度应力，从而加大了表面开裂的可能性。因此合理控

制拆模的时间对于控制内外温差有较大的影响。

-" 结" 论

采用 #$%&% 有限元软件，根据工程和现场环境的

特点，准确地模拟了桥墩的施工过程，计算中考虑了外

界气温条件、施工工艺等各种因素，并与实测结果进行

对比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通过现场监测和计算机模拟计算结果的对比，

可以看出采用 #$%&% 模拟桥墩混凝土施工期间水化

热所得到的温度场和实测温度变化规律比较吻合。因

此在进行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方案设计时，可以采用有

限元对其先进行模拟分析，然后以此得到的结果为依

据，采取合适的降温措施，防止墩体内外温差过大导致

混凝土开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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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控制拆模时间，对于控制内外温差有一定

的作用。晚拆模对于防止温度裂缝有较好的效果。

"）合理的选择分层，分段浇筑以减缓温升。

参考文献：

［#］$ 朱伯芳% 大体积混凝土温度应力与温度控制［&］%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 彭立海，阎士勤，张春生，等% 大 体 积 混 凝 土 温 控 与 防

裂［&］% 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
［"］$ 王铁梦% 工程结构裂缝控制［&］%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
［,］$ 蒋家茂，周水兴% 试验梁砼水化热温度测试及其控制［-］%

重庆交通学院学报，!)).，!*（!）：,./ ,(%

［*］$ 0123456 & &，78391 3% :;<=;>?@A>; B?>C?@CDEF CE GDE/
G>;@; H>CIJ;F［ -］% -DA>E?K DL @M; N@>AG@A>?K 0EJCE;;>CEJ，

#’("，#)’（#)）：!"**/!"+,%
［.］$ 季日臣，夏修身，陈尧隆% 承台大体积混凝土温度场计算

与温控防裂措施［-］% 混凝土，!)).（’）：’!/’"，’*%
［+］$ O8P5O8Q354 3，NRS31 6 -，T>;ICG@CDE DL @;<=;>?@A>;F

CE GDEG>;@; H>CIJ;F［ -］% -DA>E?K DL @M; N@>AG@A>?K 4CBCFCDE，

#’(#，#)+（#）：!#."/!#+.%
［(］$ 向敏，杨从娟% 高强混凝土水化热规律研究［ -］% 混凝

土，!))"（"）：!+/!’%
［’］$ 孔祥谦% 有限单元法在传热学中的应用［&］% 北京：科学

出版社，#’’(%

!"#$"%&’(%" )*"+, )*-*’" .+"#"-’ /-&+01*1 23 4*"% 52-6%"’"

!"#$% &’()*+,’()*，!"#- &’()*，./#$ !01)*+2’()*，3"4$ 5’()+6’
（ODKK;J; DL OCBCK 0EJCE;;>CEJ，OMDEJUCEJ PECB;>FC@V，OMDEJUCEJ ,)))")，OMCE?）

/71’%&6’：:M; @;<=;>?@A>; ICLL;>;EG; ?>DAF;I HV @M; M;?@ DL MVI>?@CDE CE @M; =>DG;FF DL MVI>?@CDE ?EI M?>I;ECEJ DL @M;
G;<;E@ CF GDEE;G@;I WC@M B?>CDAF L?G@D>F FAGM ?F @M; ;X@;>E?K ?@<DF=M;>; @;<=;>?@A>; GDEIC@CDE，GDEF@>AG@CDE @;GMEDKDJV，

<CX@A>; >?@CD DL GDEG>;@;，?I<CX@A>; ?EI FD DE% 3GGD>ICEJ @D @M>;;/IC<;EFCDE @M;><?K GDEIAG@CBC@V @M;D>V，@M; K?>J;/
FG?K; LCEC@; ;K;<;E@ ?E?KVFCF FDL@W?>; 3YN6N W?F ;<=KDV;I @D ;<AK?@; @M; @;<=;>?@A>; LC;KI AFCEJ @>?EFC;E@ @M;><?K ?E?K/
VFCF <;@MDI，?EI @M; @M;><DIVE?<CG =?>?<;@;> FAGM ?F @M; ;X@;>E?K ?@<DF=M;>; @;<=;>?@A>; GDEIC@CDE，@M; M;?@ DL
MVI>?@CDE DL @M; G;<;E@，?EI @M; CELKA;EG; DL K?<CE?> =DA>CEJ（ @M>DAJM I;LCEC@CDE DL @M;“ KCL; ?EI I;?@M”DL @M; ;K;<;E@ @D
FC<AK?@; @M; K?<CE?> =DA>CEJ CE @M; GDEF@>AG@CDE ?GGA>?@;KV）DE @;<=;>?@A>; LC;KI ?>; @?Z;E CE@D ?GGDAE@% :M>DAJM @M;
GD<=?>CFDE DL @M; G?KGAK?@;I >;FAK@F WC@M @M; <;?FA>;I >;FAK@F，@M; @;<=;>?@A>; ICF@>CHA@CDE DL @M; H>CIJ; =C;> ?KDEJ @M;
@MCGZE;FF IC>;G@CDE DL @M; G>DFF/F;G@CDE ?EI C@F >;JAK?>C@V ?EI L;?@A>;F GM?EJCEJ WC@M @C<; ?>; DH@?CE;I，WMCGM FA==KC;F >;L/
;>;EG; LD> @M; GDEF@>AG@CDE
8"0 92%,1：=C;>；MVI>?@CDE M;?@；@;<=;>?@A>; LC;KI；LCEC@; ;K;<;E@ <;@MDI

（编辑$ 吕建斌）

.+ 重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 $ $ $ $ $ $ $ $ $ $ $ $ $ $ $ $ $ 第 ") 卷

 
欢迎访问重庆大学期刊网   http://qks.cqu.edu.cn


	0710 73
	0710 74
	0710 75
	0710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