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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程的内容原属于 给水排水工程结构设计规范

中的第七章 为了逐步与国际接轨 并便于工程应用和今后修

订 现按照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建标协字第 号 关于

下达推荐性标准编制计划的函 的要求进行修订 并独立成本

本规程系根据国家标准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和 工程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 规定的原则 采

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编制 并与有关的结构

专业设计规范协调一致

本规程在修订过程中 总结了近十多年来原 给水排水工程结

构设计规范 的工程实践经验 吸取了国外相关标准的

内容 并经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管道结构委员会多次讨论 使

内容有了充实和完善

根据国家计委计标 号文 关于请中国工程建设标

准化委员会负责组织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 的要

求 现批准协会标准 给水排水工程埋地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和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管道结构设计规程 编号为

推荐给工程建设设计 施工 使用单位采用

本规程第

条建议列入 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管道结构委员会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乙二号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

院 邮编 归口管理 并负责解释 在使用中如发现需要修

改或补充之处 请将意见和资料径寄解释单位

主 编 单 位 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主要起草人 翟荣申 刘雨生 沈世杰 潘家多

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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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则

为了在给水排水工程埋地预应力 管芯缠丝工艺 混凝土

管和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管道结构设计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

济政策 做到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安全适用 确保质量 制定本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和预应力钢筒混

凝土管管道的结构设计

本规程是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给水排水工程管道结构设计

规范 规定的原则制定的

对于建设在地震区 湿陷性黄土或膨胀土等特殊条件地区

的预应力 管芯缠丝工艺 混凝土管和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管道的

结构设计 除应执行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主 要 符 号

管道上的作用和作用效应
管侧主动土压力标准值

浮托力标准值

管侧被动土压力标准值

管道单位长度上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管道的工作压力标准值

管道的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

组合作用下管壁截面上的最大弯矩

组合作用下管壁截面上的轴向力
地面车辆的单个轮压标准值

地面堆积荷载标准值

地面车辆轮压产生的管顶处单位面积上竖向压力标

准值
环向预应力钢丝的有效预加应力

材料

砂浆抗压强度标准值

砂浆抗拉强度标准值

砂浆的弹性模量

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砂浆出现可见裂缝时的应变量

几何参数

管芯混凝土截面面积

钢筒截面面积

管壁截面 含管芯混凝土 钢丝和砂浆保护层 的折算



面积

管壁截面 含管芯混凝土 钢丝 钢筒和砂浆保护层

的折算面积

环向预应力钢丝截面面积

单个车轮着地分布长度

单个车轮着地分布宽度

圆管外壁直径

管顶至设计地面的覆土高度

计算系数

填埋式土压力系数

开槽施工土压力系数

不开槽施工土压力系数

混凝土拉应力限制系数

矩形截面抵抗距的塑性系数

动力系数

管壁截面受拉边缘的弹性抵抗矩折算系数



材 料

管芯混凝土

管芯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不得低于

管芯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弹性模量等力学性能指

标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采

用 离心成型的管芯混凝土强度 可按现行国家标准 预应力混凝

土输水管 管芯缠丝工艺 的规定提高 采用

管芯混凝土的碱含量应符合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

会标准 混凝土碱含量限值标准 的规定

混凝土配制中采用的外加剂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

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 的规定 并应通过检验确定其

适用性及相应的掺量

预应力钢丝

预应力钢丝应采用高强度碳素钢丝 直径不得小于

其物理力学性能指标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

丝 的规定外 尚应满足下列抗扭试验的规定

采用由钢丝盘卷端直接剪下的钢丝作为试样 试样在扭

转机和两夹具间的长度为 在相当于 的钢

丝最低断裂强度的轴向力作用下 试样断裂时的扭转圈数 对直径

为 的钢丝不应少于 圈 对直径为 的钢丝

不应少于 圈

试样的扭断裂面上不应出现沿试样长度方向延伸的螺旋形

纵向 裂缝 如经肉眼观察或手指触摸发现存在此类裂缝 则该卷

钢丝应重新进行试验 重新试验时 试样长度不应小于 以



每 长扭转 圈的比例进行扭转试验 并使用 倍放大镜检

测裂缝 如见到环向 螺旋形 纵向 裂缝 则应判该卷钢丝为不合格

普通钢筋和预应力钢丝的强度标准值及弹性模量 应按现

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采用

钢 筒

钢筒用钢板的厚度不得小于 其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碳素结构钢和低合金结构钢热轧薄钢板及

钢带 的规定

钢筒用钢板的强度设计值和弹性模量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采用

砂浆保护层

砂浆的抗拉强度标准值应符合下列要求

式中 砂浆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砂浆的抗压强度标准值 根据生产厂提供的

数据采用或设计指定由生产厂家满足要求

砂浆的弹性模量 应按下式确定

管体砂浆保护层相应于砂浆抗拉强度的应变量 应按

下式确定



管道结构上的作用

作用分类和作用代表值

管道结构上的作用分为永久作用和可变作用两类

永久作用应包括管自重 竖向土压力和侧向土压力 管道

内水重 预加应力 地基不均匀沉降

可变作用应包括地面堆积荷载 地面车辆荷载 管道内静

水压力及地下水压力

管道结构设计时 对不同性质的作用应采用不同的代表

值 作用标准值为作用的基本代表值

对永久作用 应采用标准值作为代表值 对可变作用 应根据

设计要求采用标准值 组合值或准永久值作为代表值 可变作用

组合值应为可变作用标准值乘以作用的组合系数 可变作用准永

久值应为可变作用标准值乘以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

当管道结构承受两种或两种以上可变作用 按承载能力极

限状态的作用效应基本组合进行设计或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作

用效应标准组合进行设计时 可变作用应采用标准值和组合值作

为代表值

当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进行设计

时 可变作用应采用准永久值作为代表值

永久作用标准值

管自重和水重的标准值可按管道的设计尺寸与相应材料

单位体积的自重标准值计算确定 常用材料单位体积的自重标准

值可按表 采用



表 常用材料单位体积的自重标准值

材料 钢筋混凝土 水泥砂浆 钢丝 钢筒 水

自重标准值

作用在单位长度管道上的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应根据

管道埋设方式按附录 确定

作用在单位长度管道上的侧向土压力标准值 应

按附录 确定

施加在管道上的预加应力标准值 应为预应力钢丝的

张拉控制应力值 扣除相应张拉工艺的各项应力损失值 预应

力钢丝的张拉控制应力值不宜超过其强度标准值的

相应预应力张拉工艺的各项预应力损失 应按表 的

规定计算 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表 各种管型的预应力损失组合表

管 型

应力损失类型

管芯缠丝预

应力管环向

预应力

管芯缠丝预

应力管纵向

预应力

衬筒式钢筒

预应力管

环向预应力

埋置式钢筒

预应力管

环向预应力

张拉锚具变形

钢丝应力松弛

混凝土收缩徐变

注 表中 有 的项目表示应计算的预应力损失

张拉锚具变形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应按下式确定

式中 张拉端锚具的变形值 可按 计算

张拉端至锚固端之间的距离

钢丝的弹性模量 可取

钢丝应力松弛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应按下式确定



式中 第 层钢丝松弛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预应力钢丝的张拉控制应力

管芯制管工艺影响系数 当立式浇注时应取

当离心机成型时宜取

对第 层钢丝的配筋影响系数 对单层配筋应取

对双层配筋的第一层钢丝 当其配筋率

时应取 时宜取 对双层配

筋的第二层钢丝 当其配筋率 时应取

时宜取

注 当作初步估算时 可采用加权平均值 即 分别

为第一 二层钢丝的截面面积

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应按表 的

规定采用
表 混凝土收缩徐变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预应力混凝土管和埋置式预应力

钢筒混凝土管环向预应力钢丝

预应力混凝土管的纵向预应力钢丝

注 表中 为管壁环向截面上的法向预压应力 此时预应力损失仅考虑混凝土预

压前的损失 为施加预应力时的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管壁环向截面上的法向预压应力 应符合下式要求

式中 管壁环向截面上的法向预压应力



单层筋或第一层预应力钢丝对管壁环向截面的法向

预压应力

第二层预应力钢丝对管壁环向截面的法向预压应力

第一层 第二层预应力钢丝松弛引起的预应力损失

第一 二层预应力钢丝的截面面积

单层配筋时 管芯和钢筒的截面折算面积

双层配筋时 管芯 钢筒和内层钢丝砂浆保护层的截

面折算面积

对管壁施加预应力时 管芯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强度

地基不均匀沉降的标准值 应按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的规定计算确定

可变作用标准值 准永久值系数

地面车辆荷载对管道产生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可按附

录 确定 其相应的准永久值系数可取

地面堆积荷载的标准值 可取 其相应的准永

久值系数可取

管道内的静水压力标准值应按设计内水压力确定 设计

内水压力标准值 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管道的工作压力标准值

设计内水压力的准永久值系数可取 但设计内水压力的

准永久值不得小于运行的工作压力标准值

埋设在地下水水位以下的管道 应计算作用在管道上的地

下水压力 含浮托力 其标准值和准永久值系数应按下列规定确

定



地下水位 可按近期内的统计数据和对设计使用周期内补

给发展趋势的分析判断确定其可能出现的最低水位和最高水位

据此计算管道结构的相应作用效应

地下水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 当采用最高地下水位时 可

取平均水位与最高水位的比值 当采用最低水位时 应取



基本设计规定

一 般 规 定

本规程采用以概率理论为基础的极限状态设计方法 以可
靠指标度量管道结构的可靠度 除对管道整体稳定验算外 均采

用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行设计

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管道和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管

道结构 应按下列两种极限状态进行设计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 管道结构达到最大承载能力 管体因

材料强度被超过而破坏 管道结构整体失去平衡 横向滑移 上浮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管道结构出现超过使用要求的裂缝

对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计算

工况的作用组合应按表 的规定采用
表 计算工况的作用组合

计
算
工
况

计算

项目

永 久 作 用 可 变 作 用

管自重 管内
水重

竖向
土压力

侧向
土压力

预加
应力

设计
内水
压力

车辆或
堆积
荷载

地下水
压力
浮力

抗浮
稳定

抗推力
稳定

管体
强度



续表

计
算
工
况

计算

项目

永 久 作 用 可 变 作 用

管自重 管内
水重

竖向
土压力

侧向
土压力

预加
应力

设计
内水
压力

车辆或
堆积
荷载

地下水
压力
浮力

控制开裂
标准组合

控制开裂
准永久组合

注 车辆荷载和地面堆积荷载不需同时计入 取其中较大者

计算工况 管体强度计算中给出的 等系数为相应作用的分项系数

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和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管道的

结构内力应按弹性体系计算 不考虑非弹性变形引起的内力重分布

当管道地基土质或管顶覆土有显著变化时 应计算地基不

均匀沉降对管道结构的影响 采取相适应的构造措施或地基处理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规定

管道结构按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进行强度计算时 结构上的

各种作用均应采用作用设计值 作用设计值应为作用分项系数与

作用代表值的乘积

对管道结构进行强度计算时 应满足下式要求

式中 管道的重要性系数 取 当设计为双线或设有调

蓄设施时 可取

作用效应组合的设计值

管道结构抗力设计值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确定

管道结构进行强度计算时 作用效应的基本组合设计值应

按下式确定

式中 管自重分项系数 当作用效应对管道结构不利时取

有利时取

除管自重外 第 个永久作用分项系数 当作用效

应对管道结构不利时均取 当有利时均取

第 个可变作用分项系数 均取

管自重的作用效应系数

除管自重外 第 个永久作用效应系数

第 个可变作用效应系数

管自重标准值

除管自重外其他永久作用标准值

第 个可变作用标准值

可变作用的组合系数 取
注 作用效应系数为管道结构中作用产生的效应 内力 应力等 与该作用的比值

可按结构力学方法确定

对埋设在地下水水位以下的管道 应根据最高地下水位和

管顶覆土条件验算抗浮稳定性 验算时 各种作用应采用标准值

并应满足抗浮稳定性抗力系数 不低于 的要求

在管道敷设方向改变处应采取抗推力措施 重力式支墩

打桩等 并进行抗滑稳定验算 其抗滑稳定性抗力系数 不应小

于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规定

对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管道结构应分别按作用效应的标准

组合和准永久组合进行验算 并应保证管壁截面和砂浆保护层不



出现裂缝 以及应力计算值不超过规定的限值

管道结构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时 作用效应均应采用

作用代表值计算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按标准组合验算时 作用效应组合设计

值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变形 裂缝等作用效应的设计值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按准永久组合验算时 作用效应组合设

计值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第 个可变作用的准永久值系数 按本规程第

节的有关规定采用



管道结构计算

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

抗浮稳定验算应满足下式要求

式中 管道单位长度上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管道单位长度上浮托力标准值

抗浮稳定性抗力系数 按本规程第 条的规

定采用

管道敷设方向改变处的抗推力稳定验算应满足下列要求

当采用重力式支墩抗推力时 应满足下式要求

式中 作用在支墩抗推力一侧的被动土压力标准值

按附录 计算

作用在支墩迎推力一侧的主动土压力标准值

按附录 计算

支墩底部滑动平面上摩擦力标准值

在设计内水压力作用下 管道承受的推力标准值

抗滑稳定性抗力系数 按本规程第 条的规定

采用



支墩作用在地基土上的平均压力

支墩作用在地基土上的最小压力

支墩作用在地基土上的最大压力

经过深度修正的地基土承载力特征值 按现行

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的规

定确定

当采用桩基抗推力时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基础

设计规范 的规定验算

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的环向预应力钢丝截面面积 应

针对管侧截面计算并满足下式要求

式中 环向预应力钢丝截面面积

设计内水压力及管顶荷载作用下 管侧截面

上的轴拉力

在组合作用下 管侧截面上的最大弯矩

预应力钢丝中心至管壁截面重心的距离

预应力钢丝的强度设计值 按现行

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采用

钢丝强度调整系数 可取

管壁截面的计算半径 取管中心至管壁截面

重心的距离

分别为竖向 侧向压力和管内水重 管自重作



用下 管壁截面上弯矩的弯矩系数 可根据

管基形式按附录 确定 其中 应按管基

中心角为 的数据采用

管外径

第 个永久作用 第 个可变作用的分项系数

地面车辆轮压引起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当小于地面堆积荷载 时 应取

计算

管内水重标准值

管自重标准值

设计内水压力标准值

和 的量纲单位应采用 和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的环向预应力钢丝截面面积 应符合

下式要求

式中 钢筒的截面面积

钢筒的材料抗拉强度设计值 按现行国家

标准 钢结构设计规范 的规定采用

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的管壁截面纵向有效预压应力

值 不应低于环向有效预压应力值的 相应纵向预应力

钢筋的配筋截面面积应符合下式要求

式中 纵向预应力钢筋的截面面积

纵向预应力钢丝和扣除应力损失后的有效预加应

力

管壁截面上的纵向有效预压应力



纵向预应力损失的和

管芯混凝土截面面积

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

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其环向预应

力钢丝的截面面积 应符合下式要求

式中 管壁截面 含钢丝和砂浆保护层 的折算面积

在标准组合下 管壁顶 底截面上的最大弯矩

在内水压力标准值作用下 管壁上的轴向拉力

管芯截面 含钢丝和砂浆保护层 受拉边缘的折算弹

性抵抗矩

管芯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标准值

预压效应系数 取

受拉区混凝土的塑性影响系数 取

环向预应力钢丝扣除应力损失后的有效预加应力

在作用效应标准组合下 管壁顶 底计算截面上的边

缘最大拉应力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在正常使用条件下 其环向预应力钢



丝的截面面积 应符合下式要求

式中 管芯混凝土 砂浆 钢筒和钢丝的截面折算面积

混凝土材料强度调整系数 取

管壁 含管芯混凝土 钢筒 钢丝 砂浆保护层 矩形截

面未经折算的受拉边缘弹性抵抗矩

管壁截面受拉边缘弹性抵抗矩的折算系数 按附录

确定

在标准组合下 管体的环向预应力钢丝截面面积 尚应符

合下列要求

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

式中 在作用效应标准组合下 管体两侧计算截面边缘的

最大拉应力
在作用效应标准组合下 管体两侧计算截面上的轴

向拉力

在作用效应标准组合下 管体两侧计算截面上的最

大弯矩

管芯混凝土的弹性模量

管体砂浆保护层相应于抗拉强度的应变量 按本规程



第 条采用

砂浆保护层应变量设计参数 取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在准永久组合下 管体的环向预应力钢丝截面面积 应符

合下列要求

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

式中 在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下 管体两侧计算截面边缘

的最大拉应力

在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下 管体两侧计算截面上的轴

向拉力

在作用效应准永久组合下 管体两侧计算截面上的

最大弯矩

内水压力 地面车辆荷载产生的竖向压力的准永久

值系数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构 造 规 定

管 体

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和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的环向

预应力钢丝直径不得小于 同一层钢丝的中到中间距 对埋

筒管不得小于钢丝直径的 倍 对衬筒管不得小于钢丝直径的

倍 最大间距不得大于 当衬筒管配置直径大于

的粗钢丝时 其最大间距不应大于

在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两端 长度范围内

宜放置非预应力构造钢筋网 其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钢筋网格

间距不应大于

环向预应力钢丝外缘的保护层砂浆净厚度不应小于

配置双层钢丝时 内层钢丝的水泥砂浆覆盖层厚度不应小

于钢丝直径

管道基础和沟槽回填

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和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宜采用

土弧基础 土弧基础的支承角 值 应根据作用在管道上的外

压荷载确定 通常 设计支承角 可采用 和 两种 施工安

装时宜另加

当管道上作用的外压荷载很大 采用土弧基础不能满足承

载能力要求时 可采用混凝土基础 管道采用混凝土基础时 支承

角 可采用

当管道敷设在一般素土平基原状或经回填压实的砂性土

或粘性土上时 土弧基础的设计支承角 可采用

对沟埋式管道的沟槽回填土 应分区域采用不同的压实密



度 管两侧至槽边范围 自槽底到管顶以上 区域内回填土

的压实系数不得低于 管道宽度范围管顶以上 区域内

回填土的压实系数可取 在上述区域以上 回填土的压实系数

可按该地区对管道上部地面的要求确定

填埋式管道两侧回填土的宽度 在管道水平中心线每侧不

得小于 倍管外径 在此宽度范围 管顶以上 区域内回填

土的压实系数不得低于 并应与其外侧土的回填同时进行

管 道 接 头

管芯缠丝预应力混凝土管应采用橡胶密封圈柔性接头

橡胶密封圈可采用圆形实心滚入式安装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应采用钢制承插口橡胶密封圈接头

钢制承插口必须与管身钢筒焊接 并应留有设置橡胶密封圈的凹

槽 橡胶密封圈应采用实心滑入式安装

在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道的接头处 对内 外部缝隙 应根

据输送水质及环境防腐条件 采用水泥砂浆或其他柔性材料嵌填

严实

接头用橡胶密封圈的规格和尺寸 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并由管材生产厂配套供应

管 件

管件可采用钢板卷制拼装或钢管切割成斜口短管后焊接

成型的钢筒制造

钢制管件成型后 应采用水泥砂浆 混凝土或其他有效材

料做管件内衬和外防腐层 内外水泥砂浆或混凝土防腐层应配置

增强焊接钢丝网 钢丝网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外防腐层内焊接钢丝网的尺寸应为 钢丝

直径不得小于

外防腐层内的钢丝网 应放在离钢制管件外表面 处



水泥砂浆内衬中的钢丝网 可焊在钢制管件内表面上

钢制管件水泥砂浆内外防腐层的厚度应与管件内径成比

例 但内衬厚度不得小于 外防腐层厚度不得小于

管件钢筒最小厚度可按表 的规定采用
表 管件钢筒最小厚度

管件内径 钢筒壁厚

管道与管件的连接可采用焊接或承插式接头 管道与闸

门等设施的连接可采用法兰连接



附录 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开槽施工的管道 其管顶竖向压力标准值应按下式计算

式中 每沿米管道上管顶竖向土压力标准值

开槽施工土压力系数 可取

管顶至设计地面的覆土高度

管道外径

回填土单位体积的自重标准值 可取

当设计地面高于原状地面 管顶覆土为填埋式时 管顶竖

向土压力标准值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填埋式土压力系数 可取



附录 侧向土压力标准值

对埋设在地下水水位以上的管道 作用在管道上的侧向主

动土压力标准值 应按下式确定

式中 管侧主动土压力标准值

自地面至计算截面处的深度

对埋设在地下水水位以下的管道 作用在管道上的侧向主

动土压力标准值 应按下式确定

式中 地下水位以下回填土的有效单位体积自重标准值

可取

自地面至地下水位的距离

作用在管侧的被动土压力标准值 可按下式计算

式中 土的内摩擦角 应根据试验确定 当无试验数据时

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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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地面车辆荷载对管道的作用标准值

作用在管道上的车辆荷载标准值 应根据地面车辆的

运行条件和地面至管顶的深度 图 确定

图 地面车辆荷载作用标准值的确定

单个轮压作用在管顶上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可按下式计

算

式中 车辆轮压产生的管顶处单位面积上竖向压力标准

值

动力系数 按本附录表 采用

地面车辆的单个轮压标准值 后轮轮压对汽 重车

取 对汽超 重车取

单个车轮着地分布长度

单个车轮着地分布宽度

设计管顶至地面的深度

双排 个轮压作用在管顶上的竖向压力标准值 可按下



式计算

式中 沿车轮着地分布长度方向 相邻两个车轮的净距 取

沿车轮着地分布宽度方向 同一辆车相邻两个车轮

的净距 取

沿车轮着地分布宽度方向 相邻两车车轮最短净距

取
表 动 力 系 数

地面至管顶深度

动力系数

刚性混凝土路面下埋设的管道 可不考虑地面车辆荷载

对管道的影响 但应考虑路基施工时运料车辆和碾压机械对管道

的作用 其计算公式同本附录式 或式

地面车辆荷载对管道侧向压力的标准值 可取竖向压力

标准值的



附录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弹性
抵抗矩折算系数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的管壁截面受拉边缘弹性抵抗矩折算系

数 根据管的类别和管径 可按表 采用
表 弹性抵抗矩折算系数

管内径 管类别 系数 管内径 管类别 系数

衬筒 埋置

衬筒 埋置

衬筒 埋置

衬筒 埋置

衬筒 埋置

衬筒 埋置

埋置

埋置

埋置

埋置

埋置

埋置



附录 圆形刚性管道在荷载
作用下的弯矩系数

圆形刚性管道在各种荷载作用下的弯矩系数 可根据管基构

造按表 采用
表 管道在荷载作用下的最大弯矩系数

荷载类别 计
算

部
位

管基中心角

管基型式

系数

土弧基础
混凝土

管基

竖向土压力

管底

管顶

管侧

侧向土压力

管底

管顶

管侧

管内水重

管底

管顶

管侧

管自重

管底

管顶

管侧

注 正号表示管内壁受拉 负号表示管外壁受拉

混凝土管基的基础宽度不应小于管径加 倍壁厚 管底基础厚度不应小于

倍管壁厚度



本规程用词说明

一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 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 必须

反面词采用 严禁

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应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

对表示允许稍有选择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 宜 或 可

反面词采用 不宜

二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 写法为 应符合

的规定 或 应按 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