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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混凝土各项性能和水泥水化反应密切相关，因此混凝土热学和力学性能的发展不仅与龄期有关，还
与自身温度和温度历程有关，而传统混凝土坝实测应变转换应力计算理论中尚未考虑温度历程的影响，这导致

转换获得的拉应力并非真实应力。 基于等效龄期理论与变形法基本原理，推导了考虑温度历程的实测应变转

换应力公式，并给出了考虑温度历程的实测应变转换应力计算步骤；结合西北地区典型混凝土坝对比分析了考

虑温度历程及不考虑温度历程的转换应力，分析表明，西北寒冷地区的典型混凝土坝温度范围为 ６ ４～ ３７ ０ ℃，
考虑温度历程的拉应力与不考虑温度历程的最大差值为 ０ ４９ ＭＰａ，且差值峰值出现在早龄期，此时混凝土强度

尚未充分发展，若不考虑温度历程影响，则无法进行准确的安全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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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ＴＵ５２８ ０１； ＴＶ４２＋１ １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６４０Ｘ（２０１７）０６－００９８－０６

温度历程是影响混凝土力学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１］。 实际工程中，通常采用标准养护试件的热学和力

学性能参数，进行大坝混凝土抗裂性及温度应力仿真分析［２］。 大量文献研究表明温度对抗压强度、弹性模

量、徐变度等有显著影响，王甲春等［３］研究了实际结构混凝土温度历程下以及 ２０ 和 ５０ ℃恒温养护下混凝土

早期抗压强度的发展，得出 ３ 种情况下混凝土早期强度发展历程差异较大。 Ｋｉｍ 等［４－６］ 对温度与混凝土力

学性能（抗压强度、抗拉强度和弹性模量）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将混凝土分别在 １０，２３，３５，５０ ℃的温度

下进行养护，并在 １，３，７，２８ ｄ 的龄期下测试其力学性能，试验表明高温养护下试件比低温养护下的混凝土

试件早期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更高，但后期强度则较低，同理弹性模量也有相同规律。 Ｚｈａｏ 等［７］ 开展了粉

煤灰混凝土在不同养护温度下的徐变性能研究，发现 ５０ ℃养护下混凝土的水化产物更多，其对应徐变度较

２０ ℃养护下混凝土的徐变度大。 不同温度历程下混凝土力学性能发展存在较大差异性的原因是温度影响

混凝土的水化反应速率，此时应将不同的温度历程等效为标准养护状态以考虑温度的影响，文献［８］和［９］
基于成熟度等效龄期理论考虑温度历程对力学性能的影响，开展了混凝土温度应力与开裂分析。

混凝土应力应变监测是保证施工质量、评估大坝安全的重要手段［１０］。 混凝土坝的应力监测主要采用应

变计组监测应变，然后根据混凝土的徐变试验成果推算应力。 目前以实测应变资料计算应力的方法主要有

３ 种［１１－１３］：有效弹模法、叠加法和流动率法。 有效弹模法最简单，但计算的应力没有考虑混凝土施工期等阶

段的应力对后续应力的影响。 叠加法以叠加原理为基础，该法又分为变形法和松弛系数法。 叠加法计算精

度高，是目前国内外常用的计算方法。 流动率法对计算精度要求较高，目前该方法在工程上使用较少。
由于混凝土热学和力学性能的发展不仅与龄期有关，还与自身温度和温度历程有关，而现有文献将实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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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转换为应力仅考虑其与龄期的关系，并未考虑温度历程的影响，因此获得的应力历程也无法反应真实的

混凝土应力状态，由此作出安全评价的准确性也无法保证。 据此，本文基于等效龄期理论，考虑温度对徐变

度、弹性模量的影响，基于变形法推导考虑温度历程的实测应变转换为应力公式，并结合西北地区典型混凝

土坝内埋应变计组实测资料进行应力计算，对比分析考虑及不考虑温度历程的应力差异。

１　 基本原理

１ １　 等效龄期基本原理

根据 Ａｒｒｈｅｎｉｕｓ 方程提出等效龄期［１４］的表达式如下：

τｅ ＝ ∫ｅｘｐ［Ｕｈ

Ｒ
（ １
Ｔ０

－ １
Ｔ
）］ｄｔ （１）

式中： Ｕｈ 为水化活动能（Ｊ ／ ｍｏｌ）； Ｒ 为气体常数，取 ８ ３１５ Ｊ ／ （ｍｏｌ·Ｋ）； Ｔ 为混凝土温度； Ｔ０ 为参考温度，通
常取 ２９３ Ｋ，即 ２０ ℃。

张子明［１５］等通过对已有不同温度下混凝土绝热温升资料进行回归分析，认为 Ｕｈ ／ Ｒ 与混凝土实际温度

Ｔ 满足如下关系：
Ｕｈ ／ Ｒ ＝ １６ １８７Ｔ１ ０００ ２ （２）

１ ２　 应变转换实际应力计算原理

１ ２ １　 不考虑温度历程的实测应变转换实际应力原理　 将实测应变转换为应力在文献［１１－１２］中有详细

报导。 当采用变形法将实测应变转换为实际应力时，对于一维应力状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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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σｉ 为各计算时段的应力增量； εｎ（τ
－
ｎ） 为一维应变过程线上， ｔ ＝ τ－ ｎ 时刻的应变值，该值为扣除自由体

积变形的测值； Ｅ（τｉ） 为混凝土龄期 τｉ 时刻弹性模量； Ｃ（τ－ ｎ，τｉ） 是以龄期 τｉ 为加荷龄期，单位应力持续作用

到 τ－ ｎ 的徐变； τ－ ｎ ＝ （τｎ－１ ＋ τｎ） ／ ２，是时段中点的龄期。
对于三维应力状态，引入泊松比矩阵［１６］，有

Δσｎ ＝ Ｅｓ（τ
－
ｎ，τ ｎ－１） Ｑ －１εｎ（τ

－
ｎ） － ∑

ｎ－１

ｉ ＝ ０
Δσｉ

１
Ｅ（τ ｉ）

＋ ｃ（τ－ ｎ，τ ｉ）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４）

式中： Δσｉ 为 ｔ ＝ τ ｉ 时刻的三维应力增量； ε ｎ（τ
－
ｎ） 为 ｔ ＝ τ－ ｎ 时刻的三维应变值，该值已扣除自由体积应变；Ｑ －１

为泊松比矩阵［１６］。
在 τ－ ｎ 时刻的混凝土实际应力为：

σｎ ＝ ∑
ｎ－１

ｉ ＝ ０
Δσｉ ＋ Δσｎ （５）

１ ２ ２　 考虑温度历程的实测应变转换应力公式　 由上述分析可知，混凝土的热学和力学性能与自身温度和

温度历程有关，即由实测应变转换为应力的计算式（３）中的徐变度 ｃ（τ－ ｎ，τ ｉ） 和弹性模量 Ｅ（τ ｉ） 需要考虑温

度的影响。 为此，采用 １ １ 节的等效龄期理论将实际温度历程下的力学性能转换到参考温度历程下，从而获

得考虑温度历程的徐变度和弹性模量，然后将实测应变转换应力计算式（３）中的徐变度和弹性模量替换成

等效龄期的徐变度和弹性模量后再进行计算，获得考虑温度历程的实际应力。 由此获得考虑温度历程的一

维应变转换应力公式为：

Δσ ｎ ＝ Ｅｓ（τ
－
ｅｎ，τ ｅ ｎ－１） ε ｎ（τ

－
ｎ） － ∑

ｎ－１

ｉ ＝ ０
Δσ ｉ

１
Ｅ（τ ｅ ｉ）

＋ ｃ（τ－ ｅｎ，τ ｅ ｉ）
é

ë
êê

ù

û
úú{ } （６）

９９



水 利 水 运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式中： ε ｎ（τ
－
ｎ） 为一维应变过程线上， ｔ ＝ τ－ ｎ 时扣除自由体积变形后的实测应变。 Ｅ（τ ｅ ｉ） 为基于等效龄期的弹

性模量， ｃ（τ－ ｅｎ，τ ｅ ｉ） 为以等效龄期 τ ｅ ｉ 为加荷龄期，单位应力持续作用到等效时间 τ ｅ ｎ 的徐变。
引入泊松比矩阵，考虑温度历程的三维应变转换应力计算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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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εｎ（τ
－
ｎ） 为 ｔ ＝ τ－ ｎ 时扣除自由体积变形后的三维应变值。

１ ２ ３　 考虑温度历程的实测应变转换应力计算步骤　 根据上述分析，将考虑温度历程的实测应变转换应力

计算步骤归纳如下：
（１）基准时刻选取。 埋入混凝土中应变计的基准值应选择在仪器和混凝土开始共同工作的时刻。 由混

凝土的特性可知，混凝土达到终凝时开始具备足够强度，并随龄期持续增长。 因此，初步确定基准时间为混

凝土终凝时间。 混凝土的终凝时刻与混凝土浇注时的环境温度、入仓温度和温升过程有关，通常在 １２～２４ ｈ
左右［１１］。

（２）无应力计测值分析。 由选定的基准时间和基准值，根据规范中实测资料处理方法计算无应力计的

应变和温度，与此同时，分析系统误差并加以修正或删除，然后采用最小二乘法或通过无应力计测值统计模

型反演热膨胀系数并分离自生体积变形。
（３）应变计测值分析。 由选定的基准时间和基准值，根据规范中实测资料处理方法计算各应力计总应

变及温度，与此同时，分析系统误差并加以修正或删除，扣除自生体积变形，获得荷载应变，然后利用第一应

变不变量原理或点应变平衡原理进行误差检验，最后基于弹性力学原理，计算正应变和剪切应变。
（４）等效龄期计算。 根据应变计的实测温度历程，采用式（１）和式（２）计算出对应的等效龄期和温度

历程。
（５）考虑温度历程的应力计算。 将实验室标准试验下获得的混凝土徐变度和弹性模量公式中龄期，替

换为等效龄期，获得考虑温度影响的徐变度及弹性模量公式，然后根据式（６）或式（７）进行考虑温度历程的

应力计算。

图 １　 五向应变计组埋设

Ｆｉｇ １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ｆ ｓｔｒａｉｎ
ｇａｕｇｅ ｇｒｏｕｐ

本文采用 Ｖｉｓｕａｌ Ｆｏｒｔｒａｎ 语言编写了考虑温度历程的实测应变转

换应力计算程序。

２　 实例分析

新疆某水利枢纽工程为 Ｉ 等工程，工程规模为大（ Ｉ）型。 该坝坝

址处多年平均气温为 ２ ７ ℃，极端最高气温 ４０ １ ℃，极端最低气温零

下 ４９ ８ ℃。 以下选取埋设在该坝典型坝段 ６３２ ｍ 高程处的 Ｓ３⁃４ 编号

的 ５ 向应变计组为例进行应力应变分析，应变计组埋设位置的混凝土

等级为 Ｒ１８０２０Ｗ４Ｆ５０，混凝土配合比如表 １ 所示，典型五向应变计组埋

设如图 １ 所示，应变计组采用差阻式应变计，在应变计组附近配套埋

设了 １ 支无应力计 Ｓ３⁃４⁃Ｎ。
表 １　 混凝土材料配合比

Ｔａｂ １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强度等级 级配 水胶比
水泥 ／

（ｋｇ·ｍ－３）

水量 ／

（ｋｇ·ｍ－３）

粉煤灰 ／

（ｋｇ·ｍ－３）

砂 ／

（ｋｇ·ｍ－３）

粗骨料 ／ （ｋｇ·ｍ－３）

大石 中石 小石
减水剂 引气剂

Ｒ１８０２０ 三 ０ ５３ ６５ ９０ １０５ ５７８ ４４９ ５９９ ４４９ １ ５２８ ０ １０２

２ １　 基准时刻选取及测值分析

绘制电阻比和温度过程线，进行粗差分析后，当测值不再跳动，温度和电阻比呈现有规律的对应变化的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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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刻即基准时刻，本文选取该混凝土坝应力计算基准时刻为 １ ４６ ｄ。
通过无应力计测值统计模型，分离出无应力计 Ｓ３⁃４⁃Ｎ 自生体积变形，热膨胀系数为９ ３４５ ０×１０－６ ／ ℃，

分析表明，自生体积变形呈收缩型，１９５ ５ ｄ 龄期时自生体积变形达到 ３６ ８４ ×１０－６，随后趋于稳定。

图 ２　 实测温度与标准养护温度对比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根据文献［１１］中的应变计监测资料分析基本方

法，获得应变计组 Ｓ３⁃４ 各应变计的温度历程和总应变。
Ｓ３⁃４ 处混凝土温度历程为各向应变计温度值的平均

值，与标准养护温度的对比如图 ２ 所示，由于该工程地

处西北高寒地区，温控措施一般，在前 １６０ ｄ 龄期内，混
凝土内部温度均高于标准养护温度；坝体内部混凝土初

期由于水泥水化热等原因，达到最高温度 ３７ ０ ℃后降

温，接着新浇筑的混凝土引起温度再次回升，然后持续

降温，呈现周期性的变化规律。 总体来看，Ｓ３⁃４ 处混凝

土温度历程的变化范围为 ６ ４ ～ ３７ ０ ℃。 并对五向应

变计组进行误差平衡修正，然后由修正后的应变扣除自生体积变形，获得荷载应变，最后根据弹性力学原理

获得正应变和剪切应变。
２ ２　 等效龄期及考虑温度历程的应力计算

根据式（１） ～ （２）计算应变计组的等效龄期，其中 Ｕｈ ／ Ｒ 取４ ５１６ ２４。 Ｓ３⁃４ 应变计组典型时刻 ２ ７５，
１４２ ９，２６ ６２，４５ ２１，６０ ５０，９４ ２５，２８０ ２１ 和 ５００ ２５ ｄ 对应的等效龄期为 ６ ０６，２３ ９０，４７ ４６，７１ １７，９２ ３２，
１３６ ３０，３１７ ６０ 和 ５０７ ４２ ｄ。 可见，初期由于混凝土温度高于标准养护温度（２０ ℃），混凝土等效龄期大于

混凝土浇筑龄期。

根据混凝土标准试验获得混凝土的弹性模量为： Ｅ（τ） ＝ ３４ ３８１τ
７ ９２１ ６ ＋ τ

（８）

混凝土的徐变度采用下式计算：
ｃ（ ｔ，τ） ＝ （０ ０００ ７９ ＋ ５５ ９４１ ４８τ －０ ５１６ ７８）（１ － ｅｘｐ（ － ０ ９３５ ９５（ ｔ － τ））） ＋

（０ ０００ ６９ ＋ ５６ ９３１ ８０τ －０ ３８７ １５）（１ － ｅｘｐ（ － ０ ０４２ ４０（ ｔ － τ））） （９）
式中： τ 为龄期（ｄ）；Ｅ 为弹性模量（ＭＰａ）；ｃ 为徐变度（１０－６ ／ ＭＰａ）。

据此，由式（６）和（７）获得考虑温度历程的弹性模量、徐变度、应力，并与基于变形法计算的不考虑温度

历程的应力进行对比分析如图 ３ 所示。

图 ３　 考虑温度影响和不考虑温度影响下的应力对比分析

Ｆｉｇ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

由图 ３ 分析可见：①考虑温度历程计算的应力与不考虑温度历程计算的应力变化趋势相同。 正应力和

剪切应力的变化速率在两种情况下十分接近，且出现应力峰值的时刻基本相同。 ②考虑温度历程计算的正

应力和剪切应力均大于不考虑温度历程时计算的应力。 两者差值最大值分别为 Δσ ｘ ＝ ０ ４６ ＭＰａ， Δσ 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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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４９ ＭＰａ， Δσ ｚ ＝ ０ ３１ ＭＰａ， Δτ ｘｙ ＝ ０ ０８９ ＭＰａ，不考虑温度影响时，应力最大值分别为 Δσ ｘ ＝ １ ２８ ＭＰａ，
Δσ ｙ ＝ １ ５０ ＭＰａ， Δσ ｚ ＝ ２ １２ ＭＰａ， Δτ ｘｙ ＝ ０ ９５ ＭＰａ，即最大差值分别为不考虑温度影响时应力最大值的

３６％，３２ ６％，１４ ６％，９ ４％，且应力差值峰值出现在早期，此时由于混凝土强度未得到充分发展，若不考虑温

度影响，会影响大坝安全状态的评价。

３　 结　 语

混凝土热学和力学性能的发展不仅与龄期有关，还与自身温度和温度历程有关，针对目前常用的实测应

变转换应力基本方法均未考虑温度历程对力学性能发展的影响，与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本文开展相关研

究，并得到以下结论：
（１）本文基于变形法原理，结合等效龄期理论，推导了考虑温度历程的实测应变转换应力公式，并给出

了考虑温度历程将实测应变转换应力步骤。
（２）结合西北地区典型混凝土坝五向应变计组实测资料进行应力分析，分析表明考虑温度历程计算的

正应力和剪切应力均大于不考虑温度历程时计算的应力，拉应力最大差值为 ０ ４９ ＭＰａ，且应力差值峰值出

现在早期，考虑到此时混凝土强度未完全发展，如果不考虑温度的影响，会影响对混凝土开裂可能性评价的

准确性，进而影响结构安全。

参　 考　 文　 献：

［１］ 梅塔 Ｐ Ｋ， 蒙特罗 Ｐ Ｊ Ｍ． 混凝土： 微观结构、性能与材料［Ｍ］． 覃维祖， 王栋民， 丁建彤， 译．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２００８． （ＭＥＨＴＡ Ｐ Ｋ，ＭＯＮＴＥＩＲＯ Ｐ Ｊ Ｍ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ＡＮ Ｗｅｉｚｕ，
ＷＡＮＧ Ｄｏｎｇｍｉｎ， ＤＩＮＧ Ｊｉａｎｔ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丁建彤， 陈波， 蔡跃波． 温度历程对早龄期混凝土抗裂性的影响［Ｊ］． 江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１， ３２（２）： ２３６⁃
２４０． （ＤＩＮＧ Ｊｉａｎｔｏｎｇ， ＣＨＥＮ Ｂｏ， ＣＡＩ Ｙｕｅｂ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 ｃｒａｃｋ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 ３２（２）： ２３６⁃ ２４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王甲春， 阎培渝． 温度历程对早龄期混凝土抗压强度的影响［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１４， ４２（７）：
２２８⁃ ２３４．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ｃｈｕｎ， ＹＡＮ Ｐｅｉｙｕ．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Ａ ＆ 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４２（７）： ２２８⁃ ２３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４］ ＫＩＭ Ｊ Ｋ， ＭＯＯＮ Ｙ Ｈ．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ｕｒｉ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Ｊ］． 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１９９８， ２８（１２）： １７６１⁃ １７７３

［５］ ＫＩＭ Ｊ Ｋ．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ｂｙ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 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３， ３３（７）： ９６５⁃ ９７１

［６］ ＫＩＭ Ｊ Ｋ．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ｇ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Ｐａｒｔ Ⅱ．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Ｊ］． 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２， ３２（７）： １０９５⁃ １１００

［７］ ＺＨＡＯ Ｑｉｎｇｘｉｎ， ＬＩＵ Ｘｉａｏ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Ｇ Ｊｉｎｙａ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ｕｒ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ｃｒｅｅｐ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ｆｌｙ ａｓ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 Ｊ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１５， ９６： ３２６⁃ ３３３

［８］ 张岫文， 叶列平， 吴佩刚． 基于成熟度的大体积混凝土早期温度应力场有限元分析［Ｊ］． 建筑结构， ２００５， ３５（１）： ６８⁃ ７１．
（ＺＨＡＮＧ Ｘｉｕｗｅｎ， ＹＥ Ｌｉｅｐｉｎｇ， ＷＵ Ｐｅｉｇａｎｇ．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ｍａｓ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ａｔ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００５， ３５（１）： ６８⁃ ７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９］ 金贤玉， 田野， 金南国． 混凝土早龄期性能与裂缝控制［Ｊ］． 建筑结构学报， ２０１０， ３１（６）： ２０４⁃ ２１２． （ ＪＩＮ Ｘｉａｎｙｕ， ＴＩＡＮ
Ｙｅ， ＪＩＮ Ｎａｎｇｕｏ．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ｒａｃｋ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０１０， ３１（６）： ２０４⁃
２１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０］ 储海宁． 关于高混凝土坝应力应变监测的几个问题———兼评安全监测规范的有关规定［Ｊ］． 大坝与安全， ２００９（２）： ２９⁃
３７． （ＣＨＵ Ｈａｉｎ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ｉ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ａｍ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ｎｏｒｍ［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ａｍ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２００９（２）： ２９⁃ ３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 储海宁． 混凝土坝内部观测技术［Ｍ］． 北京： 水利电力出版社， １９８９． （ ＣＨＵ Ｈ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ｉｄ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ａｍ［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１



　 第 ６ 期 练　 迪， 等： 考虑温度历程的混凝土坝实测应变转换应力分析

［１２］ 吴中如． 水工建筑物安全监控理论及其应用［Ｍ］．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３． （ＷＵ Ｚｈｏｎｇｒｕ． Ｓａｆｅｔｙ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ｏｒｙ ＆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３］ 黄国兴， 惠荣炎， 王秀军． 混凝土徐变与收缩［Ｍ］． 北京： 中国电力出版社， ２０１１． （ＨＵＡＮＧ Ｇｕｏｘｉｎｇ， ＨＵＩ Ｒｏｎｇｙａｎ，
ＷＡＮＧ Ｘｉｕｊｕ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ｅｐ ａｎｄ ｓｈｒｉｎｋａｇ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４］ ＧＥＥＲＴ Ｄ 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ｏ⁃ｖｉｓｃｏ⁃ｅｌａｓｔｉｃ ｂｅｈａｖｉｏｕｒ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Ｊ］． 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ｓ， ２００４， ２６（５）： ４３７⁃ ４４３

［１５］ 张子明， 周红军， 殷波． 基于等效时间的混凝土徐变［ Ｊ］． 河海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２００５， ３３（２）： １７３⁃ １７６．
（ＺＨＡＮＧ Ｚｉｍｉｎｇ， ＺＨＯＵ Ｈｏｎｇｊｕｎ， ＹＩＮ Ｂｏ．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ｉｍｅ⁃ｂａｓ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ｃｒｅｅｐ［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５， ３３（２）： １７３⁃ １７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黄耀英， 郑宏， 周宜红， 等． 基于小概率事件法估计大坝混凝土实际抗拉强度［Ｊ］．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 ２０１２， ３４（３）：
８６⁃ ９０． （ＨＵＡＮＧ Ｙａｏｙ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 Ｈｏｎｇ， ＺＨＯＵ Ｙｉｈ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ｕａｌ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ｄａｍ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ｍａ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Ｗｕ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 ３４（３）： ８６⁃ ９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ｓｔｒａｉｎ ｔｏ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ａｍ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ＬＩＡＮ Ｄｉ１， ２， ＨＵＡＮＧ Ｙａｏｙｉｎｇ１， ＺＨＵ Ｚｈａｏｈｕｉ３， ＧＡＯ Ｊｕｎ４

（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Ｙｉｃｈａｎｇ　 ４４３００２， Ｃｈｉｎａ；
２．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ｕｒｅａｕ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３． 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ｐｏｗｅ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８， Ｃｈｉｎａ； 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 Ｌｔ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ｍｅｎｔ ｈｙｄ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ｅ，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ｓｔｒａｉｎ ｔｏ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ａｎ ｕｎｒｅ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ｓｔｒａｉｎ ｔｏ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ｄｅｄｕｃ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ａｇｅ ａｎｄ ａ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ｔｅｐ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ａ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ａｎｇｅ ｉｓ ｆｒｏｍ ６ ４ ℃ ｔｏ ３７ ０ ℃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ａｍｓ，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０ ０４９ ＭＰａ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ｏ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ｎｅｇ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ｈａ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ｆｕ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ｔ ｔｈｉｓ ｔｉｍ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ｎｏｔ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ｏｒ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ａｍ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ｄａ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ｓｔｒａｉｎ；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ａｇ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３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