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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简介 

本项目针对高海拔高原环境对桥梁结构的影响，开展了桥梁结构特性、健康

状态评估、雷电防御、数据传输与处理等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一套适用于高原极

端环境的桥梁设计、建造、运维和保护技术体系，为高原地区桥梁工程的安全、

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科技支撑。本项目主要创新性成果如下： 

（1）建立了高海拔高原环境下斜拉-悬索组合梁桥的有限元模型更新方案以

及有限元模型修正方法，将区间分析纳入响应面函数，解决结构参数和测量的不

确定性，为斜拉-悬索组合结构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提出基于温度改变的桥

梁快速测试与评估方法。 

（2）提出了基于多源监测数据的桥梁健康诊断端到端模型，实现了桥梁关

键参数的非接触式监测与涡激振动快速识别，提高了桥梁健康状态评估的准确性

和效率。研发了电力电子设备雷电自主监测和防御系统，采用主动防御手段，有

效降低了雷电对桥梁设备的损害风险，保障了桥梁运行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3）研究了基于桥梁安全监测数据特征编码传输算法和极端复杂环境下时

间相关衰落信道估计模型，实现了桥梁监测数据可靠传输与远程状态估计，为桥

梁数据安全高效传输提供了技术保障。 

基于以上发明，开发出的相关技术，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8项，实用新型专利

10项，发表相关 SCI/EI论文 25篇，本项目技术体系已在“拉萨市柳东大桥工

程项目”、“新建成都至贵阳铁路乐山至贵阳段‘四电’系统集成及相关工程”



等多个高原地区重大工程中得到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本项目技

术体系不仅为我国高原地区桥梁工程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国际上类似环

境下的桥梁工程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