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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条件

1.基本说明

  1.1 设计采用的技术规范

    a．《高桩码头设计与施工规范》(JTS167-1-2010)

    b．《港口工程荷载规范》

    c．《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

    d．《海港水文规范》

    e．《港口工程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f．《港口工程桩基规范》

    g．《港口工程灌注桩设计与施工规程》

    h．《港口工程预应力混凝土大直径管桩设计与施工规程》

    i．《港口工程嵌岩桩设计与施工规程》

1.2  参数坐标说明

    a．坐标系约定

    X方向为沿横梁方向，X零点为码头前沿。

    Y方向为沿码头前沿方向，Y零点为横梁轴线。

    Z方向为竖向方向，   Z零点为高程零点，Z的值代表高程。

    b．作用效应值的正负号说明：

    轴力：受拉为负、受压为正。

    弯矩：弯矩图画在受拉一侧，横梁上部受拉为负，下部受拉为正。

    应力：受拉为负、受压为正。

    c．参数采用的量纲：

    长度单位采用 m，力采用 kN，其它衍生的量纲以此为标准（特殊说明的除外）。

  1.3 计算方法说明

     a．荷载计算

     1、施工期永久荷载包含：上横梁自重 + 纵梁自重 + 面板自重 + 靠船构件自重

     2、门机自动在轨道上滚动一遍得到支座的反力，然后将支座的反力最大值作为集中

力反加到横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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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面板上均载按照面板的长宽比自动按照单向板或双向板方式进行传递到横梁和纵

梁，集中力按照简支梁传递

     4、由于船舶力产生的横梁端部弯矩、竖向力传递到横梁时将被乘以分配系数

     6、程序不考虑超出横梁右侧的竖向荷载

     7、双向板上的集中力荷载先传递到纵梁

     8、计算时桩单元顶点取与横梁底部或桩帽底部的交点

     b．结构内力计算

     计算中将结构简化为平面刚架，采用杆系有限单元法进行求解；桩顶与横梁形心采用

刚性连接

     9、计算中对横梁桩帽附近的包络值不进行削峰

     c．效应组合作用

    d．效应组合计算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持久状况作用效应的持久组合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短暂组合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注：rQj 是第 j个可变最用分项系数，按照分项系数表中所列值减小 0.1；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偶然组合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注：偶然作用的分项系数取 1.0，与偶然作用同时出现的可变作用取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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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地震组合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注：地震作用的分项系数取 1.0，参考《水运工程抗震设计规范》执行；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持久状况作用效应的标准组合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注：式中可变作用组合系数Ψ0 取 0.7；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持久状况作用效应的频遇组合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注：式中频遇值系数Ψ1 取 0.7；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持久状况准永久组合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注：式中准永久值系数Ψ2 取 0.6；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短暂状况效应组合采用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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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持久状况的标准组合用途：预应力梁截面抗裂验算；预应力桩截

面抗裂验算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持久状况的准永久组合用途：预应力梁截面抗裂验算；梁截面裂

缝宽度计算；预应力桩截面抗裂验算；桩截面裂缝宽度计算

2.工程情况

  2.1 基本信息

结构断面图

结构立面图

      a． 结构重要性等级：结构安全等级_二级；结构重要性系数 1

      c．有无纵向联系：有纵梁系

      d．桩地基模型：假想嵌固点法；嵌固点深度：根据土层 M值；嵌固点计算深度系数η：

2.2

      e．桩端支撑方式：摩擦桩

      f． 水重度(kN/m^3)：10

      g． 计算中考虑如下水位：

      h． 排架间距(m)：6.5；排架榀数：8；码头顶面高程 (M)：7；码头前沿泥面高程(m)：-8

      i． 土层参数：

          单桩垂直承载力分项系数：1.55

          土抗拉折减系数：.7

          单桩抗拔承载力分项系数：1.55

地基参数-#桩 1

层

序

土

层

名

称

层底

高程

(m)

天然重度

(kN/m^3)

地基 m系数

(kN/m^4)

桩的极限侧

阻力标准值

(KPa)

桩的极限端

阻力标准值

(KPa)

土容许承载

力 q0(kPa)

1 1 -11 19 3000 1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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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18 19 3000 16 0 0

3 3 -22 19 3000 22 0 0

4 4 -33 19 3000 20 0 0

5 5 -40 19 3000 35 1500 0

6 6 -48 19 3000 40 1500 0

7 7 -50 19 3000 45 1500 0

地基参数-#桩 2

层

序

土

层

名

称

层底

高程

(m)

天然重度

(kN/m^3)

地基 m系数

(kN/m^4)

桩的极限侧

阻力标准值

(KPa)

桩的极限端

阻力标准值

(KPa)

土容许承载

力 q0(kPa)

1 1 -11 19 3000 12 0 0

2 2 -18 19 3000 16 0 0

3 3 -22 19 3000 22 0 0

4 4 -33 19 3000 20 0 0

5 5 -40 19 3000 35 1500 0

6 6 -48 19 3000 40 1500 0

7 7 -50 19 3000 45 1500 0

地基参数-#桩 3

层

序

土

层

名

称

层底

高程

(m)

天然重度

(kN/m^3)

地基 m系数

(kN/m^4)

桩的极限侧

阻力标准值

(KPa)

桩的极限端

阻力标准值

(KPa)

土容许承载

力 q0(kPa)

1 1 -11 19 3000 12 0 0

2 2 -18 19 3000 16 0 0

3 3 -22 19 3000 22 0 0

4 4 -33 19 3000 2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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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 -40 19 3000 35 1500 0

6 6 -48 19 3000 40 1500 0

7 7 -50 19 3000 45 1500 0

地基参数-#桩 4

层

序

土

层

名

称

层底

高程

(m)

天然重度

(kN/m^3)

地基 m系数

(kN/m^4)

桩的极限侧

阻力标准值

(KPa)

桩的极限端

阻力标准值

(KPa)

土容许承载

力 q0(kPa)

1 1 -11 19 3000 12 0 0

2 2 -18 19 3000 16 0 0

3 3 -22 19 3000 22 0 0

4 4 -33 19 3000 20 0 0

5 5 -40 19 3000 35 1500 0

6 6 -48 19 3000 40 1500 0

7 7 -50 19 3000 45 1500 0

  2.2 梁截面

编号 截面名称 类型 参数

1 横梁截面 1 B=1.2

H=3.5

b1=.6

h1=2

2 纵梁截面 1 B=.6

H=1.5

b1=.3

h1=.15

h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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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35

3 纵梁截面 2 B=.5

H=1.5

b1=.3

h1=.15

h2=.15

h3=.35

4 梁截面 2 B=1.2

H=2.5

b1=.6

h1=1

截面名称 截面面积(m^2) 截面惯性矩(m^4)
弹性模量

(kPa
材料重度(kN/m^3)

材料名

称

横梁截面

1
3.3 2.973296 3.25E+07 25 C40

纵梁截面

1
.5175 .089434 3.25E+07 25 C40

纵梁截面

2
.495 .08789 3.25E+07 25 C40

梁截面 2 2.1 1.072321 3.25E+07 25 C40

  2.3 护轮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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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m)：.3；    b2(m)：.25；    h1(m)：.25

      码头后沿是否有护轮坎：无

  2.4 面板参数

      面板预制部分厚度(m)：.2；面板现浇部分厚度(m)：.15；面板空心部分厚度(m)：0

      面板磨耗层厚度(m)：0~0

      面板现浇部分材料：C30

  2.5 纵梁参数

      纵梁悬臂长度(m)：2.00；轨道梁凹槽宽(m)：0.00；轨道梁凹槽高(m)：0.00

纵梁 中心坐标 X(m) 截面名称 纵梁类型

1 .15 纵梁截面 2 边梁

2 3.75 纵梁截面 1 纵梁

3 7.25 纵梁截面 1 纵梁

4 10.85 纵梁截面 2 边梁

  2.6 横梁参数

     注：分段是横梁从左到右依次布置的各分段的情况



横梁计算时间  2011 年 04 月 02 日 12:58:34

横梁 长(m) 截面

1 2.2 横梁截面 1

2 8.8 梁截面 2

  2.7 靠船构件参数

        沿码头前沿方向宽度(m)=1；靠船构件底部高程(m)=1；B1(m)=1.25；B2(m)=.6；H1(m)=2.5；H2(m)=0

  2.8 设计时采用的桩截面

混凝土空心方桩

名称
边长

(m)

内径

(m)

净面积

(m^2)

毛面积

(m^2

扭转惯性矩

(m^4)

截面惯性矩

Iy(m^4)

材

料

桩截面

1
.6 .3 .289314 .36 .020805 .010402 C40

  2.9 桩截面承载力数



横梁计算时间  2011 年 04 月 02 日 12:58:34

桩截面 1（根据容许轴力、弯矩、应力判定）

注意：应力判定时钢桩根据材料系统自动判断；应力受压为正，受拉为负

容许轴力

最小值(kN)

容许轴力

最大值(kN)

容许合成弯矩

最大值(kNm)

容许应力最

小值(kPa)

容许应力最

大值(kPa)

是否验算

轴力、弯矩

是否验

算应力

-500 2000 380 0 0 1 0

  2.10 桩参数

        容许最小桩间净距(m)0；开口时桩内水位(m)：0

        固定桩头时水位(m)：0

桩几何参数

桩

号

顶面坐标

X(m)

顶面坐标

Y(m)

顶面坐标

Z(m)

泥面高程

(m)
桩长(m) 斜度(゜) 转角(゜)

1 1.7 0 3.5 -8 40 0 0

2 5.3 0 4.5 -8 40 0 0

3 8.4 0 4.5 -8 40 4 198

4 9.6 0 4.5 -8 40 4 18

桩其它参数

桩号 地基系数 K(kN/m) 单元模型类型 桩截面名称

4 149092.8 上下固接 桩截面 1

3 149092.8 上下固接 桩截面 1

2 154691.6 上下固接 桩截面 1

1 161736.8 上下固接 桩截面 1

    注：K值：桩的轴向刚性系数，即桩顶轴向单位变形所需的轴向力(kN/m)

        转角：桩在水平面上投影与 X轴的夹角，逆时针为正。

        斜度：桩在 z立面上垂直投影与水平面投影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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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上荷载情况

  3.1 作用在结构上的荷载

荷载名称 荷载类型
荷载分项

系数

地震组合

系数

偶然状

态

永久荷载 永久荷载 1.2 1 非偶然

件杂货、集装箱荷

载 1

件杂货、集装箱

荷载
1.4 .33 非偶然

散货荷载 1 散货荷载 1.5 .7 非偶然

人群荷载 1 人群荷载 1.4 0 非偶然

船舶系缆力 1 船舶系缆力 1.4 .5 非偶然

船舶靠岸撞击力 1 船舶靠岸撞击力 1.5 0 非偶然

波浪力 1 波浪力 1.5 0 非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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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滚动荷载 1 汽车滚动荷载 1.4 .5 非偶然

  3.2．码头均载

      a．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

         自动计算均载沿横梁方向最不利布置

         轨道梁两侧 1.5m范围内不布置荷载

         考虑纵梁方向隔跨布置的不利影响系数为 1

作用点坐标 X1(m) 作用点坐标 X2(m) 竖向均布力(kN/m^2)

0 11 20

      b．散货荷载 1

         自动计算均载沿横梁方向最不利布置

         轨道梁两侧 1.5m范围内不布置荷载

         考虑纵梁方向隔跨布置的不利影响系数为 1

作用点坐标 X1(m) 作用点坐标 X2(m) 竖向均布力(kN/m^2)

0 11 20

      c．人群荷载 1

         自动计算均载沿横梁方向最不利布置

         轨道梁两侧 1.5m范围内不布置荷载

         考虑纵梁方向隔跨布置的不利影响系数为 1

作用点坐标 X1(m) 作用点坐标 X2(m) 竖向均布力(kN/m^2)

0 1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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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波浪力

      a．波浪上托力公式采用压制波高公式，其中：公式中系数β=1.5

      b．波浪相位为水平波浪力最大时的相位，其中：取计算点为 5 个；桩上水平波浪力调整系

数为 1；码头前沿上水平波浪力调整系数为 1

      c．桩的速度力系数由程序自动计算；桩的惯性力系数由程序自动计算；

      d．各波浪力的参数

  波浪参数

  3.4．船舶系缆力参数

        系缆水平力分配系数 = .417

        系缆夹角α(°)：是系缆力水平面投影与码头前沿线的夹角，逆时针为正

        系缆夹角β(°)：是系缆力竖直方向水平面的夹角

作用位

置

系缆力名

称

系缆力

N(kN)
α(°) β(°)

作用点高程

(m)

离码头对应边沿距离

DL(m)

码头前

部

船舶系缆

力 1
300 15 30 7 0

        注：系缆力在码头前后位置已经考虑，DL为系船柱到对应最近码头边缘的距离，DL>0

  3.5．船舶靠岸撞击力参数

        靠岸撞击力水平力分配系数 = .417

作用位置 撞击力名称 作用点高程(m) 撞击力(kN)

码头前部 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 500

  3.6 汽车荷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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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汽车滚动荷载 1

        滚动步长(m)=.5，  起始点位置(m)=0，  终点位置(m)=11   冲击系数：1.3

        车辆外形尺寸长(m)：7；            车辆外形尺寸宽(m)：2.5

        汽车在码头上放置方向：沿纵梁；    是否按两辆排列：是；    排列方式为并排

        注意：汽车在码头上放置方向不影响纵梁计算，纵梁计算时系统自动默认沿纵梁滚动

轴 与前轴距离(m) 轴压(kN) 轮着地宽度(m) 轮着地长度(m) 轮间距

1 1.5 50 .25 .2 1.8

2 4 100 .5 .2 1.8

  3.7 附加荷载参数

4.组合工况详情及计算控制

  4.1组合信息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持久状况作用效应的持久组合

编号 组合内容

1 永久荷载

2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3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4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5 永久荷载+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6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7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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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9 永久荷载+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0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1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2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3 永久荷载+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4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5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6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7 永久荷载+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8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19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20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人群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21 永久荷载+人群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22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23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24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25 永久荷载+汽车滚动荷载 1

26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波浪力 1

27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波浪力 1

28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波浪力 1

29 永久荷载+波浪力 1

30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1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2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3 永久荷载+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4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5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6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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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永久荷载+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8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39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40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41 永久荷载+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42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43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44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45 永久荷载+船舶系缆力 1

46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

47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

48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人群荷载 1

49 永久荷载+人群荷载 1

50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

51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

52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持久状况的标准组合

编号 组合内容

1 永久荷载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持久状况的准永久组合

编号 组合内容

1 永久荷载

2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3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4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5 永久荷载+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6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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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8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9 永久荷载+船舶靠岸撞击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0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1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2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3 永久荷载+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4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5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6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7 永久荷载+船舶系缆力 1+汽车滚动荷载 1

18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19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20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人群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21 永久荷载+人群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22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23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24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汽车滚动荷载 1

25 永久荷载+汽车滚动荷载 1

26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波浪力 1

27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波浪力 1

28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波浪力 1

29 永久荷载+波浪力 1

30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1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2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3 永久荷载+人群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4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5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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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7 永久荷载+船舶靠岸撞击力 1

38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39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40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41 永久荷载+人群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42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43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44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船舶系缆力 1

45 永久荷载+船舶系缆力 1

46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

47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人群荷载 1

48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人群荷载 1

49 永久荷载+人群荷载 1

50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散货荷载 1

51 永久荷载+散货荷载 1

52 永久荷载+件杂货、集装箱荷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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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作用效应总组合

5.1 每种组合类型下的作用效应包络值

    a．承载能力极限状态持久状况作用效应的持久组合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

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052142221040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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