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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名称 

大跨度桥梁拉吊索智能管养成套技术研发与应用 

二、提名单位（专家） 

 

三、项目简介 

桥梁是交通的重要枢纽，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

的不断加快，跨江、跨海大桥日益增多，且向超大跨方向发展。斜拉桥的

斜拉索、悬索桥和大跨度中下承式拱桥的吊杆（本文以下均简称拉吊索）

是保证大跨桥梁安全的关键结构。由于大跨桥梁车流量大，服役环境复杂

恶劣（强风、高温高湿），拉索劣化速度快，导致近年来大跨桥梁事故频

发。因此，对在役大跨桥梁拉吊索的健康监测、安全预警及维修加固是保

障大跨桥梁正常运营的重要措施。目前，我国的大跨桥梁损伤评定主要采

用人工检测及评估的方式，还存在着拉吊索早期损伤检测困难、拉吊索剩

余寿命与承载力的评估不准确、拉吊索养护维修更换方案科学依据不足及

施工过程需要中断交通等技术短板。因此，迫切需要创新复杂环境下大跨

桥梁拉吊索的智能管养成套技术。 

本项目瞄准复杂环境下大跨桥梁拉吊索智能管养的国家重大需求和

福建省路桥业高质量发展的地方需求，在国家和省科技项目的支持下，以

高效、高精度结构健康状态评估方法为主导，结合数值模拟和现场监测，

系统地建立了复杂环境下大跨桥梁拉吊索智能管养成套技术，实现了大量

工程应用推广。 

项目组完成国家级课题 3 项，省级课题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

参编技术标准 2 项，授权发明专利 7 件、实用新型专利 11 件、软件著作权

1 项。在中交二航局、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等十余家企业推广，应用

范围达十余个省份。研究成果在香港青马大桥、厦门海沧大桥、长沙湘江

二桥、广州鹤洞大桥、铜陵长江公路大桥等数十项工程中应用，产生经济

效益约 5.3 亿元，在中交二航局、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等十余家企业



推广，应用范围达十余个省份。以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徐恭义教授级高

工为主任的鉴定委员会的评价结论是：该项目创新成果突出，应用前景广

阔，成果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拉吊索早期损伤检测方法与技术方面

达到国际领先。 

四、主要完成单位 

厦门大学、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厦门路桥百城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厦门市路桥管理有限公司、厦门市元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五、主要完成人及其贡献 

姓名 所属单位 贡献 

陈志为 厦门大学 
项目负责人，负责大跨度桥梁拉吊索早期损

伤多尺度检测技术与剩余寿命预测方法研究 

朱慈祥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

公司 

主要参与人，负责大跨度桥梁智能换索技术、

辅助设备开发与施工工法研究 

高婧 厦门大学 
主要参与人，负责大跨度桥梁拉吊索智能检

测、维修、加固技术研究 

王华昆 厦门大学 
主要参与人，负责大跨度桥梁拉吊索剩余承

载力准确预测方法研究 

张建霖 厦门大学 
主要参与人，负责计算机视觉的桥梁拉吊索

振动全自动识别研究 

叶代成 
厦门路桥百城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主要参与人，负责大跨度桥梁拉吊索损伤检

测技术实桥应用研究 

薛昕 厦门大学 
主要参与人，负责大跨度桥梁拉吊索腐蚀破

坏的结构剩余承载力评估 

程棋锋 厦门大学 
主要参与人，负责大跨度桥梁拉吊索早期损

伤检测智能传感器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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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桥墩和障碍柱的梁底检修平台及其使用方法. 专利号：ZL201410548268.9（发明

专利） 



4. 朱慈祥；赵东奎；翟明；郑波；晏国泰；程修龙；王世祥；邱林. 钢拱桥吊杆更换

用的工具吊杆装置及其更换方法[P]. 专利号：ZL201210447346.7（发明专利） 

5. 王蔚；李少芳；晏国泰；邱业亮；胡先朋. 一种平行钢丝斜拉索载人检修小车. 专

利号：ZL201911206783.8（发明专利） 

6. 王蔚；李少芳；晏国泰；邱业亮；胡先朋；许可；窦昕玥. 一种拉索外套管的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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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晏国泰；盛海军；李少芳；张琦；陈进；谢金齐；朱慈祥；翟明；李凡生；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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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志为；冯宇良；刘键涛；郭军，基于计算机视觉的结构动位移实时监测预警网

络系统，专利号：ZL202121677597.5（实用新型） 

9. 王青海；叶代成；李学红；叶志强；钱雪；刘佑伟；王俊；吴神达. 一种立柱和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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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广应用情况 

本项目围绕大跨度桥梁拉吊索安全服役展开，提出了“诊、断、治”的

总体技术思路，取得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大跨度桥梁拉吊索智能管养成套技

术，并积极应用在桥梁拉吊索的日常运维过程中，为省内外大跨桥梁安全

运营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提升了我国大型桥梁管养的智能化、信息化水

平。研究成果已应用于香港青马大桥、厦门海沧大桥、铜陵长江公路大桥、

长沙湘江二桥、广州鹤洞大桥等工程，产生了显著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