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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提高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管理技术水平、 规范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的荷

载试验工作ꎬ 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组织编写了本规程ꎮ 在编写过程中ꎬ 编写组结

合国家和行业发展的趋势和要求ꎬ 开展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ꎬ 吸收国内外桥梁荷

载试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ꎬ 并且广泛征求设计、 建设、 管理等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

见ꎬ 经过反复讨论、 修改ꎬ 最终定稿ꎮ

本规程主要内容包括基本规定、 测试设备、 荷载试验和试验报告编制ꎮ 本规程

第 １ 章由贺拴海、 郑斐、 佟岱山编写ꎬ 第 ２ 章由杨树羽、 吴松华编写ꎬ 第 ３ 章由闫

磊、 翟慧娜、 孟宪锋编写ꎬ 第 ４ 章由李源、 郑小博、 滕启杰、 高学奎编写ꎬ 第 ５ 章、

第 ６ 章由贺拴海、 闫磊、 杨树羽、 侯斌、 李会驰、 赵君黎编写ꎬ 附录由郭东尘编写ꎮ

统稿工作由郑斐、 闫磊、 杨树羽完成ꎮ

本规程由长安大学负责日常管理工作ꎮ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ꎬ 请函告长

安大学 (联系人: 贺拴海ꎻ 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南二环路中段ꎻ 邮编: ７１００６４ꎻ 电

话和传真: ０２９－８２３３４８７１ꎻ 电子邮箱: ｈｅｓｈａｉ＠ ｃｈｄ ｅｄｕ ｃｎ)ꎬ 以及民航工程建设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２ 号住总地产大厦ꎻ 传

真: ０１０－６４９２２３４２ꎻ 电子邮箱: ｍｈｇｃｊｓｂｗｈ＠ １６３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时参考ꎮ

主编单位: 长安大学

参编单位: 中国民用航空局机场司

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总站

民航机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主　 　 编: 贺拴海　 闫　 磊　 郑　 斐

参编人员: 佟岱山　 杨树羽　 李　 源　 郑小博　 侯　 斌　 翟慧娜　 李会驰

赵君黎　 吴松华　 孟宪锋　 滕启杰　 高学奎　 郭东尘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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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审: 周海涛　 张光辉　 姜昌山

参审人员: 韩振勇　 袁　 洪　 秦大航　 徐　 栋　 杨晓滨　 张　 超　 刘国煜

赵恒愉　 吴洪峰　 吕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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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和指导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的荷载试验工作ꎬ 提供承载能力评定依据ꎬ 制定本

规程ꎮ

１ ０ ２　 本规程适用于民用机场 (含军民合用机场的民用部分) 采用飞机滑行工况设计桥梁的荷

载试验ꎮ 采用飞机着陆接地工况设计桥梁的荷载试验应进行专项研究ꎮ

１ ０ ３　 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工作应满足机场安全运行管理的相关要求ꎮ

１ ０ ４　 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除应符合本规程规定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的规定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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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和符号

２ １　 术语

２ １ １　 飞机荷载桥梁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ｂｒｉｄｇｅ

位于机场内ꎬ 供飞机滑行、 起飞、 着陆和停放的桥梁ꎮ

２ １ ２　 滑行道桥梁 ｔａｘｉｗａｙ ｂｒｉｄｇｅ

位于机场滑行道、 为跨越障碍而修建的构筑物ꎬ 简称滑行道桥ꎮ

２ １ ３　 桥梁荷载试验 ｌｏａｄ 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ｂｒｉｄｇｅ

通过施加荷载的方式对桥梁结构或构件的受力特性进行的现场试验测试ꎮ

２ １ ４　 静载试验 ｓｔａ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ｔｅｓｔ

通过在桥梁结构上施加与控制荷载等效的静态外加荷载ꎬ 利用检测仪器设备测试桥梁结构

控制部位与控制截面的力学效应的现场试验ꎮ

２ １ ５　 准静态荷载试验 ｑｕａｓｉ￣ｓｔａｔｉｃ ｌｏａｄ ｔｅｓｔ

通过在桥梁结构上施加与控制荷载等效的准静态外加荷载ꎬ 利用检测仪器设备测试桥梁结

构控制部位与控制截面的力学效应的现场试验ꎮ

２ １ ６　 控制荷载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ｌｏａｄ

为进行荷载试验所确定的荷载ꎬ 可以是设计荷载或目标荷载ꎬ 用于计算荷载试验效率和确

定初步分级加载等级ꎮ

２ １ ７　 目标荷载 ｔａｒｇｅｔ ｌｏａｄ

事先设定的期望桥梁能够承受的荷载ꎮ

２ １ ８　 荷载试验效率 ｌｏａ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ｒａｔｉｏ

试验荷载所产生的效应与控制荷载所产生的效应的比值ꎮ

２ １ ９　 校验系数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对于堆载试验法ꎬ 校验系数为试验荷载作用下结构应变 (应力) 或变形实测值与相应理论

计算值的比值ꎻ 对于准静态回归外推试验法ꎬ 校验系数为外推后结构应变 (应力) 或变形响应

值与相应理论计算值的比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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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符号

Ｇ ———飞机重量ꎻ

ｎｃ ———主起落架总轮数ꎻ

Ｐ ｔ ———主起落架上的单轮轮载ꎻ

ρ ———主起落架荷载分配系数ꎻ

Ｓ ———控制荷载产生的同一加载控制截面内力或变形的最不利效应计算值ꎻ

Ｓｓ ———试验荷载作用下ꎬ 某一加载试验项目对应的加载控制截面内力或变形的最大效应计

算值ꎻ

ηｑ ———荷载试验效率ꎻ

ΔＳ ———温度修正前的测点加载测值变化量ꎻ

Δ Ｓｔ ———温度修正后的测点加载测值变化量ꎻ

Ｃ ———测点的支点沉降影响修正量ꎻ

Ｓｉ ———加载前的测值ꎻ

Ｓｌ ———加载达到稳定时的测值ꎻ

Ｓｕ ———卸载后达到稳定时的测值ꎻ

Ｓｐ ———试验荷载作用下量测的结构残余变形 (或残余应变) 值ꎻ

Ｓｔ ———试验荷载作用下量测的结构总变形 (或总应变) 值ꎻ

Ｓｅ ———试验荷载作用下量测的结构弹性变形 (或应变) 值ꎻ

Δ Ｓｐ ———结构相对残余变形或应变ꎻ

η ———校验系数ꎻ

μ ———飞机荷载的滑行冲击系数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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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 １　 一般规定

３ １ １　 飞机荷载桥梁如有下列情况ꎬ 宜进行荷载试验:

１　 上部结构评级为 ４ 类、 总体技术状况等级为 ４ 类ꎻ

２　 在自然灾害或意外事件中受损ꎻ

３　 采用其他方法难以准确判断其能否承受预期荷载ꎮ

３ １ ２　 飞机荷载桥梁的计算分析应考虑其空间力学效应ꎬ 采用空间计算模型ꎮ

３ １ ３　 荷载试验应保证桥梁结构整体及局部受力安全ꎮ

３ １ ４　 新建飞机荷载桥梁宜在桥面铺装达到设计强度后进行荷载试验ꎮ

３ １ ５　 飞机荷载桥梁宜在天气条件适宜、 平稳的时间段进行荷载试验ꎮ

【条文说明】 天气条件适宜指风速在 ３ 级及以下ꎬ 气温 ５℃ ~３５℃ꎬ 无雨ꎮ

３ １ ６　 试验荷载的布置与计算可参考附录 Ａꎮ

３ １ ７　 设置结构监测系统的桥梁ꎬ 可利用监测数据分析其加载响应ꎮ

３ ２　 试验程序

３ ２ １　 荷载试验应按照试验准备、 现场实施和试验结果分析三个阶段进行ꎮ

３ ２ ２　 试验准备阶段工作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ꎮ

１　 资料收集ꎮ 飞机荷载桥梁设计、 施工、 竣工、 管养等相关资料ꎮ

２　 现场调查ꎮ 飞机荷载桥梁结构的总体尺寸、 支座工作状况等ꎮ

３　 测试孔选择ꎮ 对拟试验桥联 (座) 进行现场踏勘和外观检查ꎬ 选择代表性桥孔作为测试

孔ꎬ 同时考虑便于支架搭设或检测车操作等ꎮ

４　 方案编制ꎮ 根据控制荷载对结构内力、 变位等进行验算ꎬ 确定最不利控制截面ꎬ 按等效原

则拟定试验荷载大小、 试验工况、 加载位置及方法、 测点布设、 测试设备等ꎬ 以及相关应急预案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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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３　 现场实施阶段工作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ꎮ

１　 现场准备ꎮ

２　 预加载试验ꎬ 调试测试系统工作状况ꎬ 在用桥梁可利用正常通过的飞机进行测试ꎮ

３　 正式加载试验ꎮ

４　 过程监控ꎮ 对主要控制截面最大效应实测值进行监测ꎬ 并与相应的理论计算值进行分析

比较ꎮ 关注结构关键部位的力学指标变化ꎬ 依据校验系数ꎬ 判断飞机荷载桥梁结构状况是否正

常、 继续加载是否安全ꎬ 确定能否进行下一级加载ꎮ

３ ２ ４　 试验结果分析阶段工作内容应包括以下方面ꎮ

１　 数据分析ꎮ 对原始测试记录进行分析处理ꎬ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ꎮ

２　 报告编制ꎮ 按照实际施加荷载情况对飞机荷载桥梁结构内力、 应变 (应力) 和变形进行

理论计算ꎬ 根据理论计算和测试数据对比分析ꎬ 对试验结果作出判断与评价ꎬ 完成荷载试验

报告ꎮ

３ ３　 计算原则

３ ３ １　 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时ꎬ 应依据竣工图文件建立空间计算模型ꎬ 根据设计荷载确定试

验控制荷载ꎮ 根据控制荷载进行分级ꎬ 由低一级向高一级荷载等级对控制截面的纵、 横向内力、

应变 (应力)、 变形等进行计算ꎮ

３ ３ ２　 对在用飞机荷载桥梁ꎬ 空间计算模型应考虑结构病害、 损伤情况ꎬ 以及加固措施等

影响ꎮ

３ ３ ３　 当计算控制截面的荷载试验效率满足要求时ꎬ 应保证其他截面的响应不超出规定范围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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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测试设备

４ ０ １　 荷载试验应选用标定有效期内的测试设备ꎮ

４ ０ ２　 桥梁应变、 挠度的测试应选取性能稳定、 精度较高的仪器ꎮ

４ ０ ３　 荷载试验前应对测试设备进行检查ꎬ 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设备稳定运行ꎻ 荷载试验时

实时分析测试数据ꎬ 发现设备异常时应采取必要补救措施ꎮ

４ ０ ４　 桥梁荷载试验测试参数及所用仪器设备可按表 ４ ０ ４ 选用ꎮ

表 ４ ０ ４　 桥梁荷载试验测试参数及所用仪器设备

试验方法 测试参数 测试仪器 最小分划值及精度

堆载试验

法、 飞机

静力加载

试验法

静态拉、 压应变

静主应变

静态竖向变位

静态水平变位

裂缝

水平倾角

竖向倾角

千分表 ２ με

杠杆引伸仪 ２ με

手持应变仪 ５ με

电阻应变仪 １ με

振弦式应变计 １ με

光纤光栅式应变计 ２ με

千分表 ０ ００１ ｍｍ

百分表 ０ ０１ ｍｍ

精密水准仪 ０ ３ ｍｍ

全站仪 １ ０ ｍｍ＋１０－６ Ｌ

位移计 ０ ０１ ｍｍ~０ ０３ ｍｍ

经纬仪 ０ ５ ｍｍ

连通管式位移测量系统 ０ １ ｍｍ

卫星定位系统
水平: ５ ０ ｍｍ＋１０－６ Ｌ

垂直: １０ ０ ｍｍ＋２×１０－６ Ｌ

裂缝观测仪 ０ ０１ ｍｍ

水准式倾角仪 ２ ５′

光纤光栅式倾角仪 ５ ０′

数显倾角仪 １ ０′

双轴倾角仪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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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试验方法 测试参数 测试仪器 最小分划值及精度

准静态回归

外推试验法

准静态拉、 压应变

准静态竖向变位

准静态水平变位

裂缝

电阻应变仪及动态应变仪 响应频率: ０ ｋＨｚ~１０ ｋＨｚ

光纤光栅式应变计及调制解调器 分辨率: １ με

电阻应变式位移计及动态应变仪 响应频率: ０ ｋＨｚ~２０ ｋＨｚ

光电位移测量装置 响应频率: ２０ ｋＨｚ

光电动挠度仪 —

裂缝观测仪 ０ ０１ ｍｍ

　 　 注: 表中 Ｌ 为观测距离ꎬ 单位为 ｍｍ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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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荷载试验

５ １　 一般规定

５ １ １　 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方案应在桥梁调查及分析的基础上制订ꎬ 在进行荷载试验前应制

订应急预案ꎮ

【条文说明】 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方案一般包括试验工况、 测试截面、 测试内容、 测点布置、

试验荷载、 试验数据分析等内容ꎮ

５ １ ２　 横向独立分幅的飞机荷载桥梁应分别进行荷载试验ꎮ

５ １ ３　 新建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应包括偏载工况的加载试验ꎻ 正常运行情况下的在用飞机荷

载桥梁荷载试验可以中载工况的加载试验为主ꎮ

【条文说明】 飞机荷载桥梁设计时ꎬ 一般以偏载作为最不利工况进行控制ꎬ 故对于新建飞机荷载

桥梁荷载试验以偏载试验为主ꎮ 飞机荷载桥梁运营过程中ꎬ 飞机荷载一般沿滑行道中线运行ꎮ

考虑飞机荷载运行特点ꎬ 在用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以中载试验为主ꎮ

５ １ ４　 飞机荷载桥梁可采用堆载的方式、 飞机静力加载的方式、 准静态回归外推的方式进行荷

载试验ꎮ

【条文说明】 飞机静力加载试验法采用飞机荷载进行静力分级加载ꎬ 并建立低荷载试验效率与对

应响应值的回归关系ꎬ 外推飞机荷载桥梁在控制荷载下的响应值ꎬ 与相应的理论计算值对比后ꎬ

评价结构的承载能力ꎮ

准静态回归外推试验法通过采集飞机荷载桥梁在不同重量飞机缓慢通过时的动挠度、 动应

变ꎬ 利用数字滤波技术得到相应的静态挠度与应变ꎬ 推算飞机荷载桥梁在控制荷载下的响应值ꎬ

与相应的理论计算值对比后ꎬ 评价结构的承载能力ꎮ

５ １ ５　 试验结果可自动采集记录ꎮ

５ ２　 试验工况、 测试截面及测试内容

５ ２ １　 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应按照最不利受力原则和代表性原则确定试验加载孔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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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２ ２　 常见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工况及测试截面宜按表 ５ ２ ２ 确定ꎮ

表 ５ ２ ２　 常见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工况及测试截面

桥型 试验工况 测试截面 测试内容

简支

梁桥

①跨中截面主梁最大正弯矩工况

②支点附近主梁最大剪力工况

①跨中截面

②靠近支点 ｈ / ２ 截面

①跨中截面挠度和应变

②支点斜截面主应变

③支点沉降

④混凝土梁体裂缝

连续

梁桥

①主跨支点位置最大负弯矩工况

②主跨跨中截面最大正弯矩工况

③边跨主梁最大正弯矩工况

①主跨 (中) 支点截面

②主跨最大弯矩截面

③边跨最大弯矩截面

①主跨支点斜截面主应变

②主跨最大正弯矩截面挠度和

应变

③边跨最大正弯矩截面挠度和

应变

④支点沉降

⑤混凝土梁体裂缝

连续刚

构桥

①主跨墩顶截面主梁最大负弯矩

工况

②主跨跨中截面主梁最大正弯矩及

挠度工况

③边跨主梁最大正弯矩及挠度工况

④墩顶纵桥向最大水平变形工况

①主跨墩顶截面

②主跨最大正弯矩截面

③边跨最大正弯矩截面

④墩顶截面

⑤墩底截面

①主跨墩顶截面主梁应变

②主跨最大正弯矩截面挠度和

应变

③边跨最大正弯矩截面挠度和

应变

④墩顶支点截面附近斜截面主

应变

⑤墩身控制截面应变

⑥墩顶纵桥向水平变位

闭合框

架桥

①跨中截面主梁最大正弯矩工况

②锚固端最大或最小弯矩工况

①跨中截面

②锚固端梁

①主梁最大正弯矩截面挠度和

应变

②固结点最大或最小弯矩截面

应变

③支点沉降

④混凝土梁体裂缝

　 　 注: ｈ—主梁梁高ꎮ

５ ２ ３　 对于宽跨比大于 ０ ５ 的飞机荷载桥梁ꎬ 应分析确定横桥向测试工况及内容ꎮ

５ ２ ４　 在竖向挠度测试时ꎬ 应同时测试支点的竖向变位ꎬ 并按本规程第 ５ ７ ４ 条进行支点沉降

修正ꎮ

５ ２ ５　 对于墩高超过 ２０ ｍ 的飞机荷载桥梁ꎬ 应进行墩的纵桥向水平变位测试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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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测点布置

５ ３ １　 应变测点布置应遵循下列原则ꎮ

１　 常见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单向应变测点布置可参考表 ５ ３ １－１ꎮ

表 ５ ３ １－１　 主要截面应变测点布置

构件

名称

主要截面

类型
应变测点布置示意

混凝土

主梁

整体式

实心板

预应力

混凝土

Ｔ 梁

分离式

箱梁

整体式

箱梁

钢梁 钢箱梁

２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受拉区应变测点宜布置在受拉区最外层主钢筋上ꎮ

３　 主应变应采用应变花进行测试ꎬ 其测点布置如表 ５ ３ １－２ 所示ꎮ

表 ５ ３ １－２　 应变花测点布置

构件名称 主要测试内容 应变测点布置示意 测试位置

主梁
近支点附近

主应力处

简支梁支点向桥跨

方向 １ / ２ 梁高处沿

４５°方向与主梁中性

轴相交位置不宜少

于 ３ 片应变片ꎻ 其

余构件主应力测试

位置应经计算确定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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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３ ２　 变位测点布置应遵循下列原则ꎮ

１　 常见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挠度测点布置可参考表 ５ ３ ２ꎮ

表 ５ ３ ２　 主要截面挠度测点布置

构件

名称

主要截面

类型
挠度测点布置示意

混凝土

主梁

整体式

实心板

预应力

混凝土

Ｔ 梁

分离式

箱梁

整体式

箱梁

钢梁 钢箱梁

２　 主梁水平位移测点应根据计算布置在相应的最大位移处ꎮ

３　 支座沉降的测点宜靠近支座处布置ꎮ

５ ３ ３　 横向测点应根据测试内容按最不利受力原则布设ꎮ

５ ３ ４　 裂缝测点应布置在开裂明显、 宽度较大的部位ꎮ

５ ３ ５　 倾角测点宜根据需要布置在转动明显、 角度较大的部位ꎮ

５ ４　 堆载试验法

５ ４ １　 新建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效率 ηｑ 宜介于 ０ ８５~１ ０５ꎬ 在用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效率

ηｑ 宜介于 ０ ９５~１ ０５ꎬ 应按式 (５ ４ １) 计算ꎮ

ηｑ ＝
Ｓｓ

Ｓ(１ ＋ μ)
(５ ４ １)

式中: Ｓｓ ———试验荷载作用下ꎬ 某一加载试验项目对应的加载控制截面内力或变形的最大效应计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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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值ꎻ

Ｓ ———控制荷载产生的同一加载控制截面内力或变形的最不利效应计算值ꎻ

μ ———飞机荷载的滑行冲击系数ꎬ 参考 «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设计指南» (ＭＨ / Ｔ

５０６３)ꎮ

５ ４ ２　 根据加载分级情况ꎬ 应分别编号、 称重、 记录各级荷载量ꎮ

５ ４ ３　 应保证桥面板局部承载安全ꎬ 防止飞机荷载桥梁发生局部加载破坏ꎮ

５ ４ ４　 飞机荷载桥梁试验荷载应分级施加ꎬ 加载级数应根据试验荷载总量和荷载分级增量确

定ꎬ 一般可分成 ３~５ 级ꎮ

５ ４ ５　 加卸载过程中ꎬ 非控制截面内力或变形应不超过控制荷载作用下的该非控制截面的最不

利值ꎮ

５ ４ ６　 加载过程中出现异常响动、 晃动等现象ꎬ 应暂停加载ꎬ 采取处理措施ꎬ 并进行记录ꎮ

５ ４ ７　 分级加载时间间隔应满足结构反应稳定的时间要求ꎮ 当进行主要控制截面最大内力 (变

形) 加载试验时ꎬ 分级加载的稳定时间不应少于 ５ ｍｉｎꎮ

５ ４ ８　 当试验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ꎬ 应停止加载ꎬ 查清原因ꎬ 采取措施后再确定是否进

行试验:

１　 控制测点应变值已达到或超过本级加载的理论计算值ꎻ

２　 控制测点变形 (或挠度) 超过本级加载的理论计算值ꎻ

３　 实测变形分布规律异常ꎻ

４　 结构裂缝急剧发展ꎻ

５　 桥体发出异常响动或发生其他异常情况ꎮ

５ ４ ９　 吊装堆载物时ꎬ 吊机最高点不宜超过障碍物限制面ꎬ 机场障碍物限制面应按 «民用机场

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执行ꎮ

５ ４ １０　 观测与记录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１　 加载试验之前应对测试系统进行不少于 １５ ｍｉｎ 的测试数据稳定性观测ꎮ

２　 应对时间、 环境气温、 工况等进行记录ꎮ

３　 试验前应对既有裂缝观测、 记录ꎬ 并将其标注在结构上ꎻ 试验时应观测新裂缝的长度、

宽度及既有裂缝发展状况ꎬ 描绘出结构表面的裂缝分布及走向ꎬ 并专门记录ꎬ 记录表可采用附

录 Ｂ 的格式ꎮ

５ ５　 飞机静力加载试验法

５ ５ １　 飞机静力加载试验法的试验荷载为通行状况下飞机荷载桥梁试验期间通过的实际飞机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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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ꎬ 应收集飞机荷载重量、 型号ꎮ

５ ５ ２　 试验时飞机重量不宜小于 １ ０００ ｋＮ 或设计机型荷载的较小值ꎬ 试验荷载分级应不少于 ３

级ꎬ 并逐级加载ꎮ 荷载试验效率不宜低于 ０ ６ꎮ

【条文说明】 试验及分析表明ꎬ 在较高的荷载试验效率前提下ꎬ 采用较多的加载分级可获得精度

更高的回归结果ꎮ 试验荷载级差根据机场运行的飞机类型和试验结果分析要求综合确定ꎮ

５ ５ ３　 飞机静力加载试验法的试验过程控制及记录应按 ５ ４ 进行ꎮ

５ ５ ４　 试验过程中的异常情况处理应符合 ５ ４ ８ꎬ 观测与记录应符合 ５ ４ １０ꎮ

５ ６　 准静态回归外推试验法

５ ６ １　 准静态回归外推试验法试验时ꎬ 宜采集飞机沿滑行道中线以 ３ ｋｎ ~ ５ ｋｎ (１ ５４３ ｍ / ｓ ~

２ ５７２ ｍ / ｓ) 的速度滑行时ꎬ 控制截面的响应时程曲线ꎬ 并采用数字滤波法求取最大静挠度及应

变值ꎬ 外推目标荷载下的静挠度及应变值ꎮ

【条文说明】 经调研ꎬ 飞机最慢通过飞机荷载桥梁的速度为 ３ ｋｎ ~ ５ ｋｎ (１ ５４３ ｍ / ｓ ~ ２ ５７２ ｍ /

ｓ)ꎬ 此时飞机滑行速度较小ꎬ 不需要考虑飞机升力的作用ꎮ

５ ６ ２　 准静态回归外推试验法试验时ꎬ 应收集飞机荷载重量、 型号ꎬ 最小加载重量不宜小于设

计机型的 ５０% ꎬ 至少采集 ３ 架不同重量的飞机作用下的结构响应值ꎬ 级差不宜小于 ２０% ꎮ

５ ６ ３　 准静态回归外推试验法试验过程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ꎮ

１　 正式试验前应进行预加载试验ꎬ 对测试系统进行稳定性检查ꎮ 桥梁空载状态下ꎬ 动应

变、 动挠度信号在预定采集时间内的零点漂移不宜超过预计最大值的 ５% ꎮ

２　 宜根据预加载试验具体情况对测试仪器参数设置做调整ꎮ 按照调整确定的试验方案与试

验程序应进行加载试验ꎬ 观测并记录各测试参数ꎬ 并应采取措施防止电磁场以及对讲机、 手机

等对测试结果产生影响ꎮ

３　 正式试验过程中ꎬ 应根据观测和测试结果ꎬ 实时判断结构状态是否正常ꎬ 从而确保试验

安全ꎮ 各工况试验完成后ꎬ 应对测试数据进行检查和确认ꎮ 如发现幅值异常或突变、 零点严重

偏离、 异常电磁干扰、 噪声过大等ꎬ 应在排除故障后重新进行试验ꎮ

４　 全部试验完成后ꎬ 应在现场对主要的测试数据进行检查和初步分析ꎬ 确保测试数据的准

确性和完整性ꎮ

【条文说明】 桥梁动态测试仪器属弱电设备ꎬ 设备通常远离电磁干扰源ꎬ 必要时采取屏蔽措施ꎮ

在仪器附近使用对讲机、 手机等通信设备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干扰ꎬ 试验前通常进行必要验

证ꎬ 以控制此类干扰ꎮ

５ ６ ４　 试验过程中应采集各种机型慢速通过飞机荷载桥梁得到的挠度、 应变时程曲线ꎬ 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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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滤波法求取最大静挠度、 应变值ꎮ

５ ６ ５　 飞机通过飞机荷载桥梁过程中ꎬ 应记录不同时刻飞机在桥上的载位ꎬ 便于与时程曲线

对应ꎮ

５ ７　 试验数据分析

５ ７ １　 试验过程中应对测试数据进行实时分析ꎬ 发现异常现象应查明原因并采取补救措施ꎮ

５ ７ ２　 试验数据分析时ꎬ 应根据温度、 支点沉降及仪表的标定结果对测试数据的影响进行修

正ꎮ 当这类因素对测试数据的影响小于 １% 时ꎬ 可不修正ꎮ

５ ７ ３　 温度影响修正可按式 (５ ７ ３) 计算ꎮ

ΔＳｔ ＝ ΔＳ － ΔｔＫ ｔ (５ ７ ３)

式中: ΔＳｔ ———温度修正后的测点加载测值变化量ꎻ

ΔＳ ———温度修正前的测点加载测值变化量ꎻ

Δｔ ———对应于 ΔＳ 观测时间段内的温度变化量 (℃)ꎬ 对应变宜采用构件表面温度ꎬ 对挠

度宜采用气温ꎻ

Ｋ ｔ ———空载时温度上升 １℃时测点测值变化量ꎮ 如测值变化与温度变化关系较明显时ꎬ

可采用多次观测的平均值ꎬ 即 Ｋ ｔ ＝
ΔＳ１

Δｔ１
ꎬ 其中 ΔＳ１ 为空载时某一时间区段内测点测值变化量ꎬ Δｔ１

为对应于 ΔＳ１ 同一时间区段内温度变化量 (℃)ꎮ

５ ７ ４　 当支点有沉降发生时ꎬ 应修正其对挠度值的影响ꎬ 修正量 Ｃ 可按式 (５ ７ ４) 计算ꎮ

Ｃ ＝ ｌ － ｘ
ｌ

ａ ＋ ｘ
ｌ
ｂ (５ ７ ４)

式中: Ｃ ———测点的支点沉降影响修正量ꎻ

ｌ ———Ａ 支点到 Ｂ 支点的距离ꎻ

ｘ ———挠度测点到 Ａ 支点的距离ꎻ

ａ ———Ａ 支点沉降量ꎻ

ｂ ———Ｂ 支点沉降量ꎮ

５ ７ ５　 测点变位或应变可按式 (５ ７ ５－１) ~ (５ ７ ５－３) 计算ꎮ

Ｓｔ ＝ Ｓｌ － Ｓｉ (５ ７ ５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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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 ＝ Ｓｌ － Ｓｕ (５ ７ ５ － ２)

Ｓｐ ＝ Ｓｔ － Ｓｅ ＝ Ｓｕ － Ｓｉ (５ ７ ５ － ３)

式中: Ｓｔ ———试验荷载作用下量测的结构总变形 (或总应变) 值ꎻ

Ｓｅ ———试验荷载作用下量测的结构弹性变形 (或应变) 值ꎻ

Ｓｐ ———试验荷载作用下量测的结构残余变形 (或残余应变) 值ꎻ

Ｓｉ ———加载前的测值ꎻ

Ｓｌ ———加载达到稳定时的测值ꎻ

Ｓｕ ———卸载后达到稳定时的测值ꎮ

５ ７ ６　 测点的相对残余变位 (或应变) 可按式 (５ ７ ６) 计算ꎮ

ΔＳｐ ＝
Ｓｐ

Ｓｔ

× １００% (５ ７ ６)

式中: ΔＳｐ ———结构相对残余变形 (或应变)ꎮ

５ ７ ７　 测点的校验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测点的校验系数 η 应按式 (５ ７ ７) 计算ꎮ

η ＝
Ｓｅ

Ｓｓ
(５ ７ ７)

式中: η ———校验系数ꎮ

２　 当结构处于线弹性工作状态时ꎬ 应根据量测到的测点应变ꎬ 利用胡克定律计算测点的

应力ꎮ

５ ７ ８　 飞机荷载桥梁的横向分配比例应按照实测结构的力学响应确定ꎮ

５ ７ ９　 试验结果分析应包括以下内容:

１　 校验系数 η 应包括应变 (应力) 校验系数及挠度校验系数ꎮ 应变 (应力)、 挠度校验系

数应符合表 (５ ７ ９) 所示的常值范围ꎮ

表 ５ ７ ９　 常见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校验系数常值表

桥梁类型 应变 (应力) 校验系数 挠度校验系数

钢筋混凝土梁桥 ０ ４０~０ ８０ ０ ５０~０ ９０

钢筋混凝土板桥 ０ ２０~０ ４０ ０ ２０~０ ５０

预应力混凝土桥 ０ ６０~０ ９０ ０ ７０~１ ００

钢桥 ０ ７５~１ ００ ０ ７５~１ ００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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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处于线弹性工作状态的结构ꎬ 测点实测变形 (或应变) 与其理论计算值应呈线性关系ꎮ

３　 对于常规结构ꎬ 实测的结构或构件主要控制截面应变沿高度分布图应符合平截面假定ꎮ

４　 当相对残余变形 (或应变) 大于 ２０% 时ꎬ 表明结构的弹性状态不佳ꎬ 应分析原因ꎬ 必要

时再次进行荷载试验以确定ꎮ

５　 当实测荷载与理论模型横向分配比例存在较大差异或实测荷载横向分配比例出现突变等

现象时ꎬ 应分析原因ꎬ 必要时再次进行荷载试验以确定ꎮ

５ ７ １０　 试验数据处理时ꎬ 可根据测试内容绘制下列图表:

１　 各工况下实测响应值与理论计算值的对照表ꎬ 并绘制关系曲线ꎻ

２　 荷载与控制测点的实测变形或应变的关系曲线ꎻ

３　 各工况下控制截面响应图ꎬ 沿纵横向挠度图ꎻ

４　 应变沿控制截面高度分布图ꎻ

５　 实测横向分配比例与相应理论计算值的对照表ꎬ 并绘制关系曲线ꎮ

５ ７ １１　 回归外推时ꎬ 应利用分级加载下试验荷载的实测值与对应荷载试验效率进行线性拟合ꎬ

拟合后的外推应依据回归方程进行ꎮ

５ ７ １２　 采用准静态回归外推试验法时ꎬ 可根据测试内容增加以下曲线图:

１　 荷载试验效率－挠度 (应变) 回归外推曲线ꎻ

２　 测点变形或应变的回归值与理论值的对比曲线ꎮ

５ ７ １３　 试验结论与建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试验桥梁的校验系数应处于表 ５ ７ ９ 所列的常值范围内ꎻ

２　 校验系数超出表 ５ ７ ９ 所列的常值范围但小于 １ 时ꎬ 应提出加强观测或设置结构监测系

统等建议ꎻ

３　 当校验系数大于 １ 时ꎬ 应提出限载运行、 加固或拆除等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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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试验报告编制

６ ０ １　 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报告应包括封面、 扉页、 目录及正文部分ꎮ 正文部分应由工程概

况、 试验目的及依据、 试验仪器设备、 荷载试验、 试验结论、 技术建议、 附件等七部分组成ꎮ

６ ０ ２　 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报告格式可参考本规程附录 Ｃ 的要求ꎮ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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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荷载试验所用飞机参数

飞机主起落架的轮载ꎬ 可根据飞机参数计算确定ꎬ 按式 (Ａ ０ １) 进行计算ꎬ 各起落架构型

图如图 Ａ ０ １~图 Ａ ０ ５ 所示ꎮ

Ｐ ｔ ＝ Ｇρ / ｎｃ (Ａ ０ １)

式中: Ｐ ｔ ———主起落架上的单轮轮载 (ｋＮ)ꎻ

Ｇ ———飞机重量 (ｋＮ)ꎬ 设计荷载取值见表 Ａ ０ １ꎻ

ρ ———主起落架荷载分配系数ꎬ 取值见表 Ａ ０ １ꎻ

ｎｃ ———主起落架总轮数ꎬ 取值见表 Ａ ０ １ꎮ

图 Ａ ０ １　 ４ 轮起落架构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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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规程 (ＭＨ / Ｔ ５０７５—２０２３)



图 Ａ ０ ２　 ８ 轮起落架构型图

图 Ａ ０ ３　 １２ 轮起落架构型图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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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Ａ ０ ４　 １６ 轮起落架构型图

图 Ａ ０ ５　 ２０ 轮起落架构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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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Ａ ０ １　 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所用飞机参数表

序号 机型
最大滑行

重量 (ｋＮ)

主起落架

荷载分配

系数 ρ

主起落架

间距 (ｍ)
主起落架

轴距 (ｍ)
主起落架

总轮数

主起落架轮距

Ｓｗ Ｓｌ１ Ｓｌ２

主起落架

构型

１ Ｂ７３７￣３００ ５６６ ９９ ０ ９５０ ５ ２３ — ４ ０ ７８ — — 双轮

２ Ｂ７３７￣２００ ５６７ ００ ０ ９３５ ５ ２３ — ４ ０ ７８ — — 双轮

３ Ｂ７３７￣５００ ６０７ ８２ ０ ９５０ ５ ２３ — ４ ０ ７８ — — 双轮

４ Ｂ７３７￣６００ ６５７ ９０ ０ ９５０ ５ ７２ — ４ ０ ８６ — — 双轮

５ Ｂ７３７￣４００Ａ ６８２ ６０ ０ ９５０ ５ ２４ — ４ ０ ７８ — — 双轮

６ Ａ３１８ ６８４ ００ ０ ９５０ ７ ６０ — ４ ０ ９３ — — 双轮

７ Ｂ７３７￣７００ ７０３ ３０ ０ ９５０ ５ ７２ — ４ ０ ８６ — — 双轮

８ Ａ３１９ ７０４ ００ ０ ９２６ ７ ６０ — ４ ０ ９３ — — 双轮

９ ＭＤ￣９０ ７１２ １４ ０ ９５０ ５ ０９ — ４ ０ ７１ — — 双轮

１０ Ａ３２０ ７５８ ５２ ０ ９３１ ７ ６０ — ４ ０ ９３ — — 双轮

１１ Ｂ７３７￣９００ ７９２ ４３ ０ ９５０ ５ ７２ — ４ ０ ８６ — — 双轮

１２ Ｂ７３７￣８００ ７９２ ６０ ０ ９５０ ５ ７２ — ４ ０ ８６ — — 双轮

１３ Ａ３２１ ８４３ ００ ０ ９５６ ７ ６０ — ４ ０ ９３ — — 双轮

１４ Ｂ７５７￣２００ １ １６１ ００ ０ ９５０ ７ ３２ — ８ ０ ８６ １ １４ — 双轴双轮

１５ Ｂ７５７￣２００ｐｆ １ ２２９ ３０ ０ ９５０ ７ ３２ — ８ ０ ８６ １ １４ — 双轴双轮

１６ Ａ３１０￣２００ １ ３２９ ００ ０ ９３２ ９ ６０ — ８ ０ ９３ １ ４０ — 双轴双轮

１７ Ｂ７６７￣２００ １ ４３７ ８９ ０ ９５０ ９ ３０ — ８ １ １４ １ ４２ — 双轴双轮

１８ Ｂ７６７￣３００ １ ５９６ ５０ ０ ９５０ ９ ３０ — ８ １ １４ １ ４２ — 双轴双轮

１９ Ａ３００ １ ６５９ ００ ０ ９５０ ９ ６０ — ８ ０ ８９ １ ４０ — 双轴双轮

２０ Ｂ７６７￣２００ＥＲ １ ７９６ ２３ ０ ９５０ ９ ３０ — ８ １ １４ １ ４２ — 双轴双轮

２１ Ｂ７６７￣３００ＥＲ １ ８７３ ３４ ０ ９５０ ９ ６０ — ８ １ １４ １ ４２ — 双轴双轮

２２ Ｂ７８７￣８００ ２ ２８３ ８４ ０ ９１３ ９ ８０ — ８ １ ３０ １ ４６ — 双轴双轮

２３ Ａ３３０￣２００ ２ ３３９ ００ ０ ９５０ １０ ６８ — ８ １ ４０ １ ９８ — 双轴双轮

２４ Ａ３３０￣３００ ２ ３３９ ００ ０ ９５８ １０ ６８ — ８ １ ４０ １ ９８ — 双轴双轮

２５ Ｂ７８７￣９００ ２ ５１７ ４４ ０ ９３６ ９ ８０ — ８ １ ５２ １ ５１ — 双轴双轮

２６ Ｂ７７７￣３００ ３ ００２ ８０ ０ ９４８ １１ ００ — １２ １ ４０ １ ４５ １ ４５ 三轴双轮

２７ Ｂ７７７￣２００ ３ ００２ ８０ ０ ９５４ １０ ９８ — １２ １ ４０ １ ４５ １ ４５ 三轴双轮

２８ Ｂ７７７￣２００ＬＲ ３ ４１１ ００ ０ ９３８ １０ ９７ — １２ １ ４０ １ ４５ １ ４８ 三轴双轮

２９ Ｂ７７７￣３００ＥＲ ３ ４１１ ００ ０ ９３６ １０ ９７ — １２ １ ４０ １ ４５ １ ４８ 三轴双轮

３０ Ｂ７４７￣２００Ｂ ３ ７９１ ００　 ０ ９５２ １１ ００ / ３ ８４ ３ ０７ １６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轴双轮

３１ Ｂ７４７￣３００ ３ ７９１ ００　 ０ ９５２ １１ ００ / ３ ８４ ３ ０７ １６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轴双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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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机型
最大滑行

重量 (ｋＮ)

主起落架

荷载分配

系数 ρ

主起落架

间距 (ｍ)
主起落架

轴距 (ｍ)
主起落架

总轮数

主起落架轮距

Ｓｗ Ｓｌ１ Ｓｌ２

主起落架

构型

３２ Ｂ７４７￣４００ ３ ９７８ ００ ０ ９５２ １１ ００ / ３ ８４ ３ ０７ １６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轴双轮

３３ Ｂ７４７￣４００Ｆ ３ ９７８ ００ ０ ９５２ １１ ００ / ３ ８４ ３ ０７ １６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轴双轮

３４ Ｂ７４７￣４００ＣＯＭＢＩ ３ ９７８ ００ ０ ９５２ １１ ００ / ３ ８４ ３ ０７ １６ １ １２ １ ４７ — 双轴双轮

３５ Ａ３８０￣８００ ５ ６２０ ００ ０ ５７０ １２ ４６ / ５ ２６ ３ ２８ ２０ １ ５３ １ ７０ １ ７０ 三轴双轮

３６ Ａ３８０￣８００Ｆ ５ ９６２ ００ ０ ９５１
１２ ４６ /
５ ２６

３ ２８ ２０
１ ３５ /
１ ５３

１ ８０ /
１ ７５

１ ７５ 三轴双轮

３７ Ｃ９１９ ＳＴＤ ７４０ ００ — ７ ６２ — ４ — — — 双轮

３８ Ｃ９１９ ＥＲ ７７７ １４ — ７ ６２ — ４ — — — 双轮

　 　 注: １　 表中主起落架间距指起落架之间横向中－中距离ꎬ 栏中有两个数据时ꎬ 前者为离飞机鼻轮较近的两个主起落架之间

的横向中－中距离ꎮ 主起落架轮距 Ｓｗ 为主起落架轮子之间的横向中－中距离ꎬ Ｓｌ１ 、 Ｓｌ２ 为纵向中－中距离 (其中 Ｓｌ１ 离

飞机鼻轮较近)ꎮ

２　 本规程仅给出常用飞机的起落架构型图ꎬ 对于一些特殊飞机起落架构型图可查阅相关机型的构造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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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试验过程中混凝土裂缝情况检查记录表

表 Ｂ ０ １　 混凝土裂缝情况检查记录表

　 　 桥梁名称: 　 　 　 　 　 　 　 　 　 　 构件名称:

裂缝

编号

裂缝测值

加载前 加载期间 加载后

裂缝长度

(ｍ)
裂缝宽度最大值

(ｍｍ)
裂缝长度

(ｍ)
裂缝宽度最大值

(ｍｍ)
裂缝长度

(ｍ)
裂缝宽度最大值

(ｍｍ)

１

２

⋮

合计裂缝长度 (ｍ) 超过 ０ ２ ｍｍ 裂缝长度 (ｍ)

裂缝分布及走向示意

　 　 记录: 　 　 　 复核: 　 　 　 日期:

—３２—

附录 Ｂ　 试验过程中混凝土裂缝情况检查记录表



附录 Ｃ　 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报告格式

Ｃ ０ １　 封面宜采用下列格式ꎮ

×××机场

×××桥荷载试验报告

××× (检) 字 (ＱＬ－××) ×年 第××号 共×页

委托单位: 　 　 　 　 　 　 　 　 　 　 　

试验单位: 　 　 　 　 　 　 　 　 　 　 　

(报告日期)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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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０ ２　 扉页宜采用下列格式ꎮ

×××机场

×××桥荷载试验报告

××× (检) 字 (ＱＬ－××) ×年 第××号 共×页

项目负责人: (签字) 　 　 　 　 　

报告编写人: (签字) 　 　 　 　 　

报告审核人: (签字) 　 　 　 　 　

报告审定人: (签字) 　 　 　 　 　

(试验单位名称及盖章)

(报告日期)

—５２—

附录 Ｃ　 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报告格式



Ｃ ０ ３　 正文部分宜采用下列格式ꎮ

１　 工程概况

１ 试验飞机荷载桥梁的所属工程、 名称、 建设或服役龄期、 起止点中心桩号、 结构形式、

跨径组合、 桥跨结构横断面形式、 下部结构形式、 控制荷载、 主要技术指标ꎮ

２ 给出至少一张结构整体外貌照片ꎬ 以及包含主要尺寸的试验桥联 (孔) 结构的立面

图、 平面图及横断面图ꎮ

２　 试验目的及依据

１ 按照桥梁结构类型和控制荷载的性质说明试验的目的ꎮ

２ 列出试验所依据的规范、 标准、 规程、 设计图纸、 竣工图纸及其他相关资料ꎬ 若有特

殊情况可不提供设计图纸及竣工图纸ꎮ

３　 试验仪器设备

包含试验仪器设备的名称 (型号)、 设备编号、 主要技术参数等ꎬ 可列表给出ꎮ

４　 荷载试验

１ 测试桥跨、 截面选择、 应变及挠度等测点布置、 试验加载机型或加载物选择、 试验工

况及加载位置说明、 试验测试过程、 试验结果及分析和静载试验结论ꎮ

２ 简要说明桥梁结构内力分析选用的程序、 材料主要参数、 结构内力分析主要结果ꎬ 并

给出有关计算图示ꎮ

３ 依据计算结果选定测试截面ꎬ 说明荷载试验截面的测试项目ꎮ

４ 按照测试截面说明应变、 挠度等测点数量、 布置形式ꎬ 并给出图示ꎮ

５ 给出分级加载每一级加载的荷载试验效率ꎮ

６ 采用堆载试验法或飞机静力加载试验法时ꎬ 依据测试截面次序分工况依次列出加载物

的纵、 横桥向加载位置ꎬ 并辅以图示说明ꎮ

７ 简要说明试验准备、 预加载、 试验加载、 卸载等主要试验过程ꎮ

８ 采用飞机静力加载试验法或准静态回归外推试验法时ꎬ 绘制出回归外推曲线图ꎬ 并给

出回归外推后的响应值ꎮ

９ 采用准静态回归外推试验法时ꎬ 给出各控制截面的时程曲线图和数字滤波过滤后的响

应值ꎮ

１０ 采用堆载试验法时ꎬ 以列表形式给出各工况下应变、 挠度等测试截面实测值、 平均

值、 残余值、 理论计算值及校验系数ꎮ 将具有代表性测点的实测值与理论计算值绘制成图ꎬ

便于观测试验荷载下的分布状况或结构响应ꎮ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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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采用飞机静力加载试验法或准静态回归外推试验法进行荷载试验应给出各工况下应

变、 挠度等测试截面外推值、 理论计算值及校验系数ꎮ

１２ 给出包括试验测试截面几何、 力学参数ꎬ 以及依据实测数据判断结构工作状态是否满

足设计要求或达到控制荷载要求等的荷载试验结论ꎮ

５　 试验结论

１ 试验过程中的裂缝状况ꎮ

２ 试验测试截面的几何、 力学参数ꎬ 应变、 挠度等的校验系数ꎬ 依据实测数据判断结构

工作状态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或控制荷载的要求ꎮ

６　 技术建议

根据荷载试验的结论对结构提出有针对性建议ꎬ 如限载、 维修加固等ꎬ 或其他技术建议ꎮ

７　 附件

１ 原始测试数据和工作照片ꎮ

２ 必要的加载试验照片ꎮ

３ 正文中需要辅助说明的其他相关支持资料ꎮ

４ 荷载试验参与人员名单ꎬ 格式见附录 Ｃ ０ ４ꎮ

５ 荷载试验简表ꎬ 格式见附录 Ｃ ０ ５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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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０ ４　 荷载试验参与人员名单宜采用下列格式ꎮ

表 Ｃ ０ ４　 荷载试验参与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称 从事专业 资格证书类型及编号 本试验中的职责

１

２

３

４

５

⋮

Ｃ ０ ５　 荷载试验简表宜采用下列格式ꎮ

表 Ｃ ０ ５　 荷载试验简表

所在机场

桥梁名称 桥梁建成时间

桥梁桩号 桥梁结构形式、 跨径组成

试验桥联 (孔) 结构形式 试验桥联 (孔) 跨径组成

荷载试验类型 试验控制荷载

荷载效率 加载方式

加载工况数 试验日期

主
要
结
论

技
术
建
议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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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ꎻ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ꎻ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ꎻ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定” 或 “应

按的规定执行”ꎮ 非必须按所指定的标准、 规范和其他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可参照”ꎮ

—９２—

标准用词说明



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下列文件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

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

规程ꎮ

[１] «民航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

[２]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３]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７)

[４] «公路桥梁荷载试验规程» (ＪＴＧ / Ｔ Ｊ２１－０１)

[５] «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设计指南» (ＭＨ / Ｔ ５０６３)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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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机场建设工程行业标准出版一览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１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１) ９８ ００

２ ＭＨ / Ｔ ５００２—２０２０ 运输机场总体规划规范 (０８０４) ６０ ００

３ ＭＨ / Ｔ ５００３—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离港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９) ２０ ００

４ ＭＨ / Ｔ ５００５—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飞行区排水工程施工技术规范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５) ５５ ００

５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０２６５) ４５ ００

６ ＭＨ ５００７—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飞行区场道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０４７４) ５５ ００

７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２４) ６０ ００

８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６) ２０ ００

９ ＭＨ / Ｔ ５０１０—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设计规范 (０５００) ５５ ００

１０ ＭＨ / Ｔ ５０１１—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沥青道面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０３) ５５ ００

１１ ＭＨ / Ｔ ５０１２—２０２２ 民用机场目视助航设施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１０４４) ４５ ００

１２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５) ２０ ００

１３ ＭＨ / Ｔ ５０１７—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５１０) ３０ ００

１４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７) ２０ ００

１５ ＭＨ / Ｔ ５０１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时钟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８) １０ ００

１６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１) ２０ ００

１７ ＭＨ /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０) ２０ ００

１８ ＭＨ / Ｔ ５０２４—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道面评价管理技术规范 (０６６２) ５９ ００

１９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２０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２１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２２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２３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２４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２５ ＭＨ / Ｔ ５０３３—２０１７ 绿色航站楼标准 (０４３０) ３０ ００

２６ ＭＨ ５０３４—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０４３５) ７０ ００

２７ ＭＨ / Ｔ ５０３５—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高填方工程技术规范 (０４２９) ５０ ００

２８ ＭＨ / Ｔ ５０３６—２０１７ 民用机场排水设计规范 (０４８６) ４０ ００

２９ ＭＨ / Ｔ ５０３７—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选址规范 (０６４３) ３５ ００

３０ ＭＨ / Ｔ ５０３８—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公共广播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６９) ３５ ００

３１ ＭＨ / Ｔ ５０３９—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１) ３５ ００

３２ ＭＨ / Ｔ ５０４０—２０１９ 民用运输机场时钟系统检测规范 (０６７０) ２２ ００

３３ ＭＨ / Ｔ ５０４１—２０１９ 机场环氧沥青道面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０７２７) ２８ ００

３４ ＭＨ / Ｔ ５０４２—２０２０ 民用运输机场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统一标准 (０７５５) ３５ ００

３５ ＭＨ / Ｔ ５０４３—２０１９ 民用机场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建设指南 (０７７９) ５６ ００

３６ ＭＨ / Ｔ ５０４４—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体系 (０７８４) ２０ ００

３７ ＭＨ / Ｔ ５０４５—２０２０ 民航工程建设行业标准编写规范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９８) ２０ ００

３８ ＭＨ / Ｔ ５０４６—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工程建设与运营筹备总进度综合管控指南 (０８６７) ５０ ００

３９ ＭＨ / Ｔ ５０４７—２０２０ 民用机场旅客航站区无障碍设施设备配置技术标准 (０８８３) ２０ ００

４０ ＭＨ / Ｔ ５０４９—２０２０ 四型机场建设导则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７) ２０ ００

４１ ＭＨ / Ｔ ５０５０—２０２１
民用运输机场水泥混凝土道面沥青隔离层技术指南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０２)
２０ ００

４２ ＭＨ / Ｔ ５０５２—２０２１ 机场数据规范与交互技术指南 (０９８５) ５８ ００

４３ ＭＨ / Ｔ ５０５３—２０２１ 机场数据基础设施技术指南 (１０００) ２０ ００

４４ ＭＨ / Ｔ ５０５４—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框架与管理机制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７) １９ ００

４５ ＭＨ / Ｔ ５０５５—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架构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９) １９ ００

４６ ＭＨ / Ｔ ５０５６—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质量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５) １９ ００



续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４７ ＭＨ / Ｔ ５０５７—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安全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８) １９ ００

４８ ＭＨ / Ｔ ５０５８—２０２１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服务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１６) １９ ００

４９ ＭＨ / Ｔ ５０５９—２０２１ 民用机场公共信息标识系统设置规范 (１０７２) ５０ ００

５０ ＭＨ / Ｔ ５０６０—２０２２ 民用机场填海工程技术规范 (１０９６) ５５ ００

５１ ＭＨ / Ｔ ５０６１—２０２２ 运输机场专业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１１００) ３０ ００

５２ ＭＨ / Ｔ ５０６２—２０２２ 民用机场净空障碍物遮蔽原则应用指南 (１１３３) ２８ ００

５３ ＭＨ / Ｔ ５０６３—２０２３ 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设计指南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２５) ２６ ００

５４ ＭＨ / Ｔ ５０６４—２０２３ 飞机地锚设计与维护技术指南 (１１３２) ３８ ００

５５ ＭＨ / Ｔ ５０６５—２０２３ 通用机场选址技术指南 (１２３５) ５８ ００

５６ ＭＨ / Ｔ ５０６６—２０２３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共享 (１２１３) ２８ ００

５７ ＭＨ / Ｔ ５０６７—２０２３ 智慧民航数据治理规范 数据治理技术 (１２１４) ２８ ００

５８ ＭＨ / Ｔ ５０６９—２０２３ 绿色机场评价导则 (１２３１) ４８ ００

５９ ＭＨ / Ｔ ５０７４—２０２３ 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技术状况评定规程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３１) ３５ ００

６０ ＭＨ / Ｔ ５０７５—２０２３ 民用机场飞机荷载桥梁荷载试验规程 (１５８０１１０４３２) ２８ ００

６１ ＭＨ / Ｔ ５１１１—２０１５ 特性材料拦阻系统 (１５８０１１０３５４) ５０ ００



 

 

 

 

 

 

 

 

 

 

 

 

 

 

 

 

 

 

 

 

 

 

 

 

 

 

 

 

 

 

 

 

 

 

 

 

 

定价：2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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