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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承载力理论计算

一、标准联箱梁特征

现以标准断面联支架为研究对象，箱梁顶宽 26 米，梁高 2.2 米。梁底至原地面平均净

高约 11.5米。

二、支架布设方案

1、门式支架布置



标准联箱梁顶板投影面宽 26米，其中翼板投影宽 3.5米，箱梁底板宽 16.87米。为了

方便计算，把箱梁纵向划分成 3 个区段，横向划分成 3 个区块，如下列图所示。门式支架

采用 HR重型门架，门架正面与桥梁纵轴线面平行，横桥向采用交叉拉杆连接。分别布置如

下：

〔1〕、横梁处〔C段〕：横桥向采用 60cm间距，顺桥向采用 50cm间距。

〔2〕、箱梁中部一般位置〔A段〕：

横桥向采用 90cm间距，顺桥向采用 100cm间距，腹板位置横桥向加密至 60cm，顺桥向

片间距均取 100cm。

〔3〕、箱梁底板厚度渐变位置〔B段〕：

横桥向采用 90cm间距，顺桥向采用 100cm间距，腹板位置横桥向加密至 60cm，顺桥向

片间距均取 100cm。

〔4〕、悬臂翼板部位：

横桥向位置 90+90+90+120cm，顺桥向片间距均取 100cm。

2、传力系统设置

〔1〕、上下托设置

门架上设调节杆，上安装可调顶托，下端设可调底座。

〔2〕、分配梁设置

箱梁梁底支架顶托上设三根Φ48×3.5mm 并排钢管，横桥向布置，作为分配梁；翼板局部

顶托上设三根Φ48×3.5mm 并排钢管，横桥向布置，作为分配梁；

〔3〕、方木及竹胶板

底模及外侧方木均采用 10×10 松木方，中心间距 25cm，材质东北落叶松。模板采用 15mm

厚优质覆膜竹胶板。

三、理论计算

〔一〕、根本计算原理及依据

所有模板、方木及钢管分布梁均按多跨连续梁结构近似计算，为确保平安，钢管原那

么虽然采用φ48×3.5mm 钢管，考虑钢管下公差，在计算时按φ48×



3.0mm 钢管的相关参数进行验证。钢管扣件在施工时其扭矩采用扭力扳手进行检查，

确保其扭力在 40N.M-65N.M。

由于竹胶板的刚度较小，在浇筑混凝土时作用在底部支架上的荷载是不均匀的，通常

腹板位置支架承受的荷载相对较大，翼缘位置支架承受的荷载相对较小，而腹板之间顶、

底板的支架承受的荷载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因此，主要对腹板及腹板之间的顶、底板支架

立杆进行强度和稳定性验算，考虑到立杆的布置情况及箱梁截面尺寸，取纵向三个区段、

横向三个控制块进行验算。进行强度验算时，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取 1.2，可变荷载分项系数

取 1.4。

〔二〕、分析单元选取

根据箱梁纵、横断面图以及划分的区段和区块，对各个区段和区块分别进行组合计算

混凝土的自重荷载，具体如下：A-1 单元、A-2 单元，B-1 单元、B-2 单元，翼板悬臂单元，

横梁单元，共 6 个单元。其中标准段中翼板悬臂截面和横梁截面在各区段中的尺寸不变，

所以在计算时不再分区段进行计算。

〔三〕、各个单元的自重荷载计算

1、A-1 单元如图：

顶板

厚 260-435mm，底板厚 220mm，按顶板 435mm 计，所以 A-1 单元〕×2

A-2 单元如图：

3、A-2 单元自重荷载：



A-2单元叠加后混凝土厚度 A-2混凝土自重荷载
4、

B-1 单元如图：

B-1 单元中顶板厚由 26cm 渐变为 61cm，底板厚由 22cm 渐变为 40cm，所以 B-1 单元

在自重荷载计算时，顶板厚度取 61cm,底板厚度取 40cm 计算，其〕×2

5、B-2 单元如图：

B-2 单元自重荷载：

B-1 单元中腹板宽由 50 渐变为 80cm，所以 B-2 单元在自重荷载计算时，腹板厚度取

80cm 计算，其每平方米混凝土自重 G1=×26=KN/m2

上述单元荷载汇总如下：

名称 施工恒载

名称
A-1 单

元
A-2 单元 B-1 单元

B-2

单元

横梁

单元
翼板单元

1
混凝土自重

(KN/m2)

2
方木自重

(KN/m)

3
钢管自重

(KN/m)



4
门架自重

(KN/m2)

5
芯模、内支撑

自重(KN/m2)

6
竹胶板自重

(KN/m2)

施工活载

1
施工人员及

设 备 荷 载        
(KN/m2)

1.5 1.5 1.5 1.5 1.5 1.5

2
振捣混凝土

产生的荷载

 (KN/m2)

3

倾倒混凝土

时冲击所产

生 的 荷 载

〔KN/m2〕

〔四〕、A-1 单元分析计算

1、支架布置

拟浇筑箱梁底板满铺厚 15mm 竹胶板，竹胶板下设 10.0×10.0CM 松木挡，中对中间距

25CM，单根长 4 米，纵向布置，方木底为钢管分配梁，置于门式支架顶托上端，横向布置。

分配梁下为门式支架，横桥向采用 90cm 间距，顺桥向片间距为 100cm。

2、厚 15mm 竹胶板受力计算

模板参数:竹胶板采用 122*244*1.5cm 规格，面板采用竹胶板厚度 15mm，抗弯曲强度

90Mpa，抗剪强度为 1.4Mpa，弹性模量 6000N/mm4。

由于竹胶板下方木为 10×10cm 松木方，中对中间距 25cm，沿竹胶板长边方向布置，

单根长度为 4m，竹胶板与底下松木档料以铁钉固定，长边与纵桥平行摆设，竹胶板可简化

为五联跨连续梁作受力分析，取 1 米长为计算单元。

〔1〕、荷载组合

根据上述计算每平方米荷载组合为

××(1+2+2)=27.8 KN/m2

〔2〕受力计算

方木尺寸为 10×10cm，中对中 25cm，两档方木间竹胶板净跨径 15



cm，取 1 米模板宽为研究对象，那么竹胶板的线载 27.8×1.0=27.8KN/m，受力分析如

下：

受力图

剪力图

弯矩图

〔3〕、弯曲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弯矩 Mmax=0.19KN·M

截面抵抗矩 W=bh2/6=100×2m3

最大弯曲应力σmax=Mmax/W=190

=Mpa＜[σw]= 90Mpa(竹胶板抗弯应力强度值)

满足要求

   〔4〕、剪应力强度验算

Qmax=KN

最大剪应力τ=Qmax/A=KN/100×m2=0.3

满足要求。

〔5〕、挠度验算

竹胶板的惯性矩：I= bh3/12=100×3/12=cm4

4/(100EI)

×2×103×0.254/〔100×6×106××10-8〕

=0.39mm＜[f]= 250/400=0.625mm

满足要求。

3、10.0×

竹胶板下设 10.0×10.0cm 松木挡，中对中间距 25cm，单根 4 米长，弹性模量 =9×

103MPa，抗弯设计强度 1Mpa，抗剪设计强度 1.5Mpa。松木档料纵桥向布置，搁于钢管分

配梁之上，根据门架间距布置，最大间距可看作是四跨均布荷载作用下的连续梁。

〔1〕、荷载组合

×(1×(1+2+2)= KN/m2，木挡间距中对中 25cm，那么线荷载为 q=2×0.25×=KN/m



〔2〕、受力计算



荷载布置图

剪力图

弯矩图

〔3〕、剪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剪力发生在第二支点和第四支点

Qmax=KN

最大剪应力τ=Qmax/A=KN/100cm2=0.4Mpa＜[Q]=1.5Mpa

满足要求

〔4〕、弯曲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弯矩力发生在第二支点和第四支点

Mmax=750N·M

截面抵抗矩 W= bh2/6=10×102m3

最大弯曲应力σmax=Mmax/W=750m3=4.5Mpa＜[σw]= 1Mpa

满足要求

〔5〕、挠度验算

最大挠度发生在第一、四跨中点

方木惯性矩：I= bh3/12=10×1034

4/(100EI)

××103×4/〔100×11×1010××10-8〕

=0.48

4、顶三排钢管托梁承载力及稳定性验算

门架顶托上设三根并排Φ〕

根据门架一般布置，横桥向片间距一般为 90cm，纵桥向片间距 100cm，故顶托上横杆

排距 100cm，跨距 90cm，那么就某一根顶横杆而言，因为钢管采用单根 6 米长Φ48mmm

壁厚 3.5mm 钢管，可采用多跨连续梁承受均布荷载形式作受力分析。为平安及简化计算，

以六跨等跨连续梁受为分析为例，作内力及挠度计算：

〔1〕、荷载组合



根据上述计算荷载组合为

× (17.03× (1+2+2)= KN/m2，钢管排距为 100cm，那么线荷载为 q=2××3〕×

1.2=2KN/m

〔2〕、受力分析

荷载布置图

剪力图

弯矩图

〔1〕、剪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剪力及剪应力发生在第二支点和第五个支点位置

最大剪力 Qmax=1KN

最大剪应力τmax=Qmax/A=1KN/cm2

=12Mpa＜[τ]= 125Mpa

满足要求

〔2〕、弯曲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弯矩及弯应力发生在第二和第五个支点处

最大弯矩 Mmax=2400

截面抵抗矩 W=0.0982(D4-d4×44

m3

最大弯曲应力σmax=Mmax/W=2400/(3××10-6)

=178Mpa<[σw]=215Mpa

满足要求

〔3〕、挠度验算

第一、五跨中点挠度最大，最大挠度计算：

钢管截面惯生矩：I=3××44)=cm4

32ql4/(100EI)

 =32××103×4/〔100××1011××10-8〕

 =1.71mm<[f]=9



所以，三根钢管并排作纵梁转递上部载荷满足要求。在实际施工中，钢管可看作多跨

连续梁结构，实际挠度将更少。

5、门式支架承载力验算

〔1〕、单榀门架理论承载力计算验证

本工程采用宽 1m、高 1.9m 的 HR 重型门式支架，立杆采用截面为Φ57×2.5mm 钢管，

横杆采用Φ48×2.5mm 钢管，立杆加强杆采用Φ×2.5mm 钢管与主立杆平行。立杆高

1.9m，立杆加强杆 1.60m。每榀门架稳定承载力容许值简约计算如下：

立杆横截面积：A1＝π〔D2－d2〕/4＝π〔572－522〕/4＝428mm2

立杆高：h1＝1900mm

立杆惯性矩：I1＝π〔R4－r4〕/64＝〔574－524×105mm4

立杆加强杆横截面积：A2＝π〔D2－d2224

立杆高：h2＝1600mm

立杆加强杆惯性矩：I2＝π〔D4－d4〕/64＝〔26.84－21.84〕/64×104mm4

所以，门架立杆组合惯性矩

I＝I1+I2××105×104××105mm4

门架立杆盘旋半径：i 平均＝sqrt(I/A1×105

立杆长细比：λ＝kh1×1900/19.93＝108

K：调整系数，因支架总高小于 30 米，那么 k＝1.13《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脚手架平安技术

标准》

门架采用 Q235 钢材，查表有立杆稳定性系ф

Q235 钢材强度设计值 f＝215N/mm2

所以一榀门架立杆稳定承载力设计值：

Nd＝ФA1×428×215×10-3×2＝9KN

说明厂家提供的一榀门架立杆承载力为 75KN，偏于平安。

〔3〕、A-1 单元下门架承载力

根据箱梁箱室下门式支架布置特征，为平安起见按平均布荷载，门架间距不考虑腹板

及横梁下加密的情况下，进行计算：

支架自重取 1.2KN/㎡〔按 6 层门架重估算，钢管及扣件按 1/3 门架重进行估计〕

×(1+0.2+0×(1+2+2)=KN/m2，



每榀门架立杆受力:P1=2××2=KN<75 KN



调节杆受力：每榀门架立杆受力:P1==2KN KN

门架及调节杆计算承载力符合允许承载力要求。

〔五〕、A-2 单元模板支架计算

1、支架布置

A-2 单元位置〔箱梁的中腹板〕箱梁底板满铺厚 15mm 竹胶板，竹胶板下设 10.0×

10.0CM 松木挡，中对中间距 25CM，单根长 4 米，纵向布置，方木底为钢管分配梁，置于

门式支架顶托上端，横向布置。分配梁下为门式支架，横桥向采用 60cm 间距，顺桥向片

间距为 100cm。

箱梁中腹厚 50cm，下倒角 40×20cm，上倒角 90×30cm，箱梁底板厚 22cm，顶板厚

26cm。

2、分析单元选取

如图所以示：

3、荷载组合

×(×(1+2+2)=2KN/m2

×(2×(1+2+2)=KN/m2

×(5×(1+2+2)=76KN/m2

4、竹胶板计算

方木尺寸为 10×10cm，中对中 25cm，两档方木间竹胶板净跨径 15cm，取米为研究，

即中间 7 道方木间竹胶板进行分析，腹板考虑横梁附近变宽，那么受力分析时，将腹板厚

度按照 50cm，梯形荷载进行计算，更偏于平安。

计算时 ,

按照梯度荷载输入，各个单元荷载按照内插法计算，共输入节点、杆件、荷载及坐标表如

下:



节点 单元
距原点距

离(米)
荷载(KN/M) 备注

1 0

2 (1) 0.25 2-3 梯度荷载

3 (2) 0.5 3- 梯度荷载

4 (3) 0.75 76 均布荷载

5 (4) 1 76 均布荷载

6 ⑸ 1.25 - 梯度荷载

7 ⑹ 梯度荷载

计算结果如下：

剪力图

弯矩图

挠度图

〔4〕、弯曲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弯矩及弯应力发生在第四支点上。

最大弯矩 Mmax= 450N·M

截面抵抗矩 W=bh2/6=100×2m3

最大弯曲应力σmax=Mmax/W=450×10-6)

=12Mpa＜[σw]=90Mpa

满足要求！

〔5〕、剪应力强度验算

Qmax=1KN

最大剪应力τ=Qmax/A=1KN/100×m2=0.7

满足要求。

〔6〕、挠度验算

根据计算，竹胶板的最大挠度出现在第三、第四跨中：fmax=0.59

满足要求。

1 2 3 4 5 6 7( 1 ) ( 2 ) ( 3 ) ( 4 ) ( 5 ) ( 6 )
2.97

-4.91

4.38

-5.35

8.84

-10.16

10.16

-8.84

5.35

-4.38

4.91

-2.97



5、10.0×

竹胶板下设 10.0×10.0cm 松木挡，中对中间距 25cm，单根 4 米长，弹性模量 =11×

103MPa，抗弯设计强度 1Mpa，抗剪设计强度 1.5Mpa。松木档料横桥向布置，搁于钢管分

配梁之上，根据门架间距布置，最大间距可看作是四不等跨均布荷载作用下的连续梁。

按照四跨连续计算：

〔1〕、荷载组合

取 A-2 单元梯度荷载重的最大荷载：

××(1+2+2)=76KN/m2

方木的间距为 0.25 米，故其线荷载=76××0.065=1KN/m

〔2〕、受力简图

受力荷载

剪力图

弯矩图

〔3〕、剪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剪力发生在第二支点、第四支点位置

Qmax=KN

最大剪应力τ=Qmax/A=1KN/100cm2=1.2Mpa＜[Q]= 1.5Mpa

满足要求！

〔4〕、弯曲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弯矩力发生在第二支点、第四支点位置

Mmax=2040N·M

截面抵抗矩 W= bh2/6=10×102cm3

最大弯曲应力σmax=Mmax/W=204m3=1Mpa＜[σw]= 1Mpa

满足要求！

〔5〕、挠度验算

最大挠度发生在第一、四跨中点

方木惯性矩：I= bh3/12=10×1034

4/(100EI)

19.08 19.08 19.08 19.08

1 2 3 4 5( 1 ) ( 2 ) ( 3 ) ( 4 )
1.00 1.00 1.00 1.00



×1×103×1.04/〔100×11×109××10-8〕

     =1.31m

6、顶三排钢管分配梁验算

〔1〕、分析单元选取：

门架顶托上设三根并排Φ〕

根据门架布置，A-2 单元横桥向片间距为 60cm，纵桥向片间距 100cm，故顶托上横杆

排距 100cm，跨距 60cm，那么就某一根顶横杆而言，因为钢管采用单根 6 米长Φ48mmm

壁厚 3.5mm 钢管，可近似多跨连续梁承受梯度荷载形式作受力分析。

〔1〕、分析单元选取：如下列图所示

A-2单元混凝土自重荷载

〔2〕、

荷载组合

Q1=1.2×(+0.065+0.038)×(1+2+2)=22KN/m

×(2+0.065+0.038)×(1+2+2)=KN/m

×(5+0.065+0.038)×(1+2+2)=KN/m

中腹板附近门式支架布置为：

0.9+0.6+0.6+0.9=3 米,那么三钢管托梁简化为 4 不等跨连续梁结构进行力学性能分析。



A-2单元荷载组合

钢管截

面抵抗矩 W=0.0982(D4-d4×44

m3(平安起见,按薄的钢管 3.0mm 计算)

×444

×1011××10-4=94353000 N

×1011××10-8=22638 N·m2

为提高平安系数且简化计算，各个单元的梯度荷载,共输入节点、杆件、荷载及坐标表如下:

节点 单元
距原点距离

(米)
荷载(KN/M) 备注

1 0

2 (1) 均布荷载

3 (2) 2- 梯度荷载

4 (3) 梯度荷载

5 (4) 均布荷载

〔3〕、计算结果

剪力图

弯矩图

挠度图

〔5〕、剪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剪力及剪应力发生第三支点处

最大剪力 Qmax=1KN

1 2 3 4 5( 1 ) ( 2 ) ( 3 ) ( 4 )

9.95

-15.18

15.07

-16.15

16.15

-15.07

15.18

-9.95



最大剪应力τmax=Qmax/A=1KN/(3×m2)

=Mpa＜[τ]= 125Mpa

满足要求

〔6〕、弯曲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弯矩 Mmax= KN·M

最大弯曲应力σmax=Mmax/W=2360/(3××10-6)

=Mpa<[σw]=215Mpa

满足要求

〔7〕、挠度验算

腹板附近最大挠度

f=mm<[f]= 0.

腹板下挠度

f=mm<[f]= 0.6/400=1.5 mm

所以，三根钢管并排作横梁转递上部载荷在腹板位置满足要求。

6、门式支架承载力验算

根据门架布置，横桥向采用 60cm 间距，顺桥向片间距为 100cm。上部总荷载=2×[1××

KN，按三榀门架受力计算:

每榀门架立杆受力:P=/3=KN<75 KN

调节杆受力：P=/2=KN KN

门架及调节杆计算承载力符合允许承载力要求。

〔六〕、 B-1 单元模板支架计算

1、支架布置

拟浇筑箱梁底板满铺厚 15mm 竹胶板，竹胶板下设 10.0×10.0CM 松木挡，中对中间距

25CM，单根长 4 米，纵向布置，方木底为钢管分配梁，置于门式支架顶托上端，横向布置。

分配梁下为门式支架，横桥向采用 60cm 间距，顺桥向片间距为 100cm。

2、厚 15mm 竹胶板受力计算

模板参数:竹胶板采用 122*244*1.5cm 规格，抗弯曲强度 90Mpa，抗剪强度为 1.4Mpa，

弹性模量 6000N/mm4。

由于竹胶板下方木为 10×



10cm 松木方，中对中间距 25cm，沿竹胶板长边方向布置，单根长度为 4m，竹胶板与

底下松木档料以铁钉固定，长边与纵桥平行摆设，竹胶板可简化为五联跨连续梁作受力分

析，取 1 米长为计算单元。

〔1〕、荷载组合

根据上述计算每平方米荷载组合为

×(×(1+2+2)= KN/m2

〔2〕受力计算

方木尺寸为 10×10cm，中对中 25cm，两档方木间竹胶板净跨径 15 cm，取 1 米为研究

对象，那么竹胶板的线载×1.0=KN/m，，受力分析如下：

受力图

剪力图

弯矩图

〔3〕、弯曲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弯矩 Mmax=0.28KN·M

截面抵抗矩 W=bh2/6=100×2m3

最大弯曲应力σmax=Mmax/W=2

=Mpa＜[σw]=90Mpa

满足要求

〔4〕、剪应力强度验算

Qmax=KN

最大剪应力τ=Qmax/A=KN/100×m2=0.4

满足要求。

〔5〕、挠度验算

竹胶板的惯性矩：I= bh3/12=100×3/12=5cm4

32ql4/(100EI)

××103×4/〔100×6×106××10-8〕

=0.52mm＜[f]= 1.



满足要求。



3、10.0×

竹胶板下设 10.0×10.0cm 松木挡，中对中间距 25cm，单根 4 米长，材质为东北落叶

松，弹性模量 =11×103MPa，抗弯设计强度 1Mpa，抗剪设计强度 1.5Mpa。松木档料横桥

向布置，搁于钢管分配梁之上，根据门架间距布置，最大间距可看作是四跨均布荷载作用

下的连续梁。

〔1〕、荷载组合

×(×(1+2+2)= KN/m2，木挡间距中对中 25cm，那么线荷载为 q=××1.2=KN/m

〔2〕、受力计算

荷载布置图

剪力图

弯矩图

〔3〕、剪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剪力发生在第二支点和第四支点

Qmax=KN

最大剪应力τ=Qmax/A=KN/100cm2=0.7Mpa＜[Q]= Mpa

满足要求

〔4〕、弯曲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弯矩力发生在第二支点和第四支点

Mmax=1150N·M

截面抵抗矩 W= bh2/6=10×102m3

最大弯曲应力σmax=Mmax/W=1150m3=Mpa＜[σw]= 1Mpa

满足要求

〔5〕、挠度验算

最大挠度发生在第一、四跨中点

方木惯性矩：I= bh3/12=10×103/124

4/(100EI)

××103×4/〔100×11×109××10-8〕



=0.74

4、顶三排钢管托梁承载力及稳定性验算

门架顶托上设三根并排Φ〕

根据门架布置，横桥向片间距一般为 60cm，纵桥向排间距 100cm，故顶托上横杆排距

60cm，跨距 100cm，那么就某一根顶横杆而言，因为钢管采用单根 6 米长Φ48mmm 壁厚

3.5mm 钢管，可采用多跨连续梁承受均布荷载形式作受力分析。为平安及简化计算，以五

跨等跨连续梁受为分析为例，作内力及挠度计算：

〔1〕、荷载组合

根据上述计算荷载组合为

×(×(1+2+2)=KN/m2，钢管排距为 90cm，那么线荷载为 q=××3〕×1.2=KN/m

〔2〕、受力分析

荷载布置图

剪力图

弯矩图

〔3〕、剪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剪力及剪应力发生在第二支点和第五个支点位置

最大剪力 Qmax=KN

最大剪应力τmax=Qmax/A=KN/3×m2

=12.2Mpa＜[τ]= 125Mpa

满足要求

〔4〕、弯曲应力强度验算

最大弯矩及弯应力发生在第二和第五个支点处

最大弯矩 Mmax=1620

截面抵抗矩 W=0.0982(D4-d4×44

m3

最大弯曲应力σmax=Mmax/W=1620/(3××10-6)

=Mpa<[σw]=215Mpa

满足要求

〔5〕、挠度验算

42.74 42.74 42.74 42.74 42.74

1 2 3 4 5 6( 1 ) ( 2 ) ( 3 ) ( 4 ) ( 5 )
0.60 0.60 0.60 0.60 0.60



第一、五跨中点挠度最大，最大挠度计算：

钢管截面惯生矩：I=3××44)=cm4

4/(100EI)

 =××103×0.64/〔100××1011××10-8〕

3mm<[f]=600/400=1.5mm

所以，三根钢管并排作纵梁转递上部载荷满足要求。

5、B-1 下门架承载力

根据箱梁箱室下门式支架布置特征，为平安起见按平均布荷载，门架间距不考虑腹板

及横梁下加密的情况下，进行计算：

支架自重取 1.2KN/㎡〔按 6 层门架重估算，钢管及扣件按 1/3 门架重进行估计〕

×(×(1+2+2)=KN/m2

每榀门架受力:P1=×0.6×2=KN<75 KN

调节杆受力:P1=/2=KN KN

门架及调节杆计算承载力符合允许承载力要求。

〔七〕、B-2 单元模板支架计算

1、支架布置

B-2 单元位置〔箱梁的中腹板〕箱梁底板满铺厚 15mm 竹胶板，竹胶板下设 10.0×

10.0CM 松木挡，中对中间距 25CM，单根长 4 米，横向布置，方木底为钢管分配梁，置于

门式支架顶托上端，纵向布置。分配梁下为门式支架，横桥向采用 60cm 间距，顺桥向片

间距为 100cm。

2、分析单元选取

如图所以示：

3、荷载组合

×(×(1+2+2)=KN/m2

×(×(1+2+2)=76KN/m2

4、竹胶板计算

方木尺寸为 10×10cm，中对中 25cm，两档方木间竹胶板净跨径 15cm，按五跨连续梁

计算。××(1+2+2)=76KN/m2，取 1 米宽模板为研究对象，故竹胶板的线荷载为 76×

1=76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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