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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研究简支钢梁基频与预应力值之间的关系，基于ＦＦＴ（Ｆａｓｔ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即快速傅氏变换）和 ＨＨＴ（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即希尔伯特黄变换）两种分析方法，
以预应力简支钢梁为研究对象，通过不同预应力值下钢梁基频试验研究，对比了两种分析方法

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传统的力学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预应力梁基频与预应力值之间的关

系，相比于ＦＦＴ分析方法，ＨＨＴ方法能够更好的捕捉到梁体的瞬时频率，梁体基频会随着预应

力值的增大而呈现增长的趋势，瞬时频率的震荡幅度也会随之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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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随着对大跨度空间结构的需求越来越多，预应力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尤其在桥梁中的使用更为

普遍。对于预应力桥梁，预应力体系承受了桥梁所承受的大部分荷载，其实际受力状况从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桥梁的健康状况，因此需要对桥梁的预应力体系进行定期的检测。但是在桥梁的运营期间，通过常

规手段检测预应力体系的预应力值是较为困难的［１－３］。

桥梁内的预应力体系在张拉完毕后，会对梁体的抗弯刚度等有很大的提高，从而使得桥梁的固有频

率发生变化，因此可以对桥梁的固有频率进行检测，进而识别预应力值。在桥梁的长期运营中，混凝土的

收缩和超载车辆的通过等都可能使预应力值发生变化，甚至使桥梁出现局部损伤［４－５］。许多文献指出随

着预应力值的增大，桥梁的固有频率会随之增大，这与传统的力学理论恰恰相反［６］。基于此实验现象，许

多学者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此问题。Ｓａｉｉｄｉ和张耀庭等人［７－９］均基于大量的试验数据，提出了各

自的刚度修正公式和预应力梁的频率计算公式。
对于桥梁时域信号处理方法用的最为广泛的是ＦＦＴ方法，此方法通过离散傅里叶算法，可将时域信

号转为频域信号，从而得到梁体的基频信息，但是此方法无法得到梁体在采集时间段内的瞬时频率。梁

体在 预 应 力 钢 绞 线 轴 向 力 作 用 下 的 自 振 频 率 通 常 为 一 个 时 变 量，只 有 对 其 瞬 时 频 率 分 析 才 有 意 义，而

ＨＨＴ是一种相对新 颖 的 非 线 性 非 稳 态 信 号 处 理 方 法，他 从 原 始 信 号 的 特 征 出 发，用ＥＭＤ（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即经验模态分解）方法将原始信号分解为一系列的ＩＭＦ（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ｍｏｄ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本
征模态函数）分量，然后对各ＩＭＦ分量进行 Ｈｉｌｂｅｒｔ变换，得到时频平面上能量分布的 Ｈｉｌｂｅｒｔ谱图，从而

突破了测不准原理的限制，可以更为精确地将信号在时频面上的信息表达出来。
本文在对实测数据进行分析时发现，由于ＦＦＴ方法不能获得结构的瞬时频率，从而无法得到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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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固有频率的关系，因此采用了ＨＨＴ的方法处理数据。本文以偏心曲线布筋的钢梁为研究对象，采用

动态检测的方法进行预应力简支梁的动力试验，研究预应力值与简支梁固有频率的关系，以期为实际工

程中预应力值的检测提供理论指导。

１　简支梁动力试验

１．１　试验模型

本次试验用简支梁采用１０号工字钢（Ｑ２３５）进行模拟，并在钢梁腹部设置竖向加劲肋，钢梁总长度为

５．２　ｍ，净跨度为４．８　ｍ，试验模型如图１所示。钢梁弹性模量为２．１×１０５　ＭＰａ。简支梁一端为固定支

座，通过将滚轴焊接在钢板上并用４个螺纹杆将主梁固定来实现；另一端为滑动支座，依靠４个螺纹杆将

钢板、滚轴与主梁固定；２个支座底部通过膨胀螺栓固定在地面上，支座形式如图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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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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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力传感器

坚向腹板加劲肋

200

滑动支座

图１　钢梁总体布置图（单位：ｍｍ）

１．２　预应力施加方式

梁体中的预应力钢绞线通过两根直径２　ｍｍ的７×７－３０４＃ 不锈钢丝绳进行模拟，钢丝绳通过相应的

螺栓卡扣固定于梁体梁端，试验中可通过调整梁体两端的螺栓，来实现对钢丝绳拉力大小的调整。钢绞

线穿过梁体竖向加劲肋中的孔洞，且中间与钢梁没有固定，在张拉状态下与钢梁无接触。预应力值通过

拉力传感器进行测试，拉力传感器通过带滚轴的吊环与钢丝绳串联连接，钢丝绳、拉力传感器及预应力调

控装置如图３所示。

１．３　试验方案

此次试验主要是为了研究预应力简支梁中预应力与梁体固有频率之间的关系，基于上述试验模型，
采用偏心的方式布置预应力钢丝绳。加载时，对钢丝绳分别的张拉０Ｎ、１００　Ｎ、２００　Ｎ和３００　Ｎ的张拉

力，用以模拟不同的预应力值。在每级荷载加载完毕后，采用锤击法在钢梁１／６处进行激励，由布设于梁

体上的加速度传感器采集梁体振动信号，试验过程中的现场照片如图３所示。

钢梁钢梁

滚轴
焊接

滚轴

（a） 滑动支座 （b） 固定支坐

图２　支座形式 图３　现场测试照片

２　理论分析方法

基于传统力学理论，将梁体视为各向同性的材料，可以得到简支梁在梁两端受压状态下的固有频率

ωｎ，计算公式为［１０－１１］

ωｎ ＝ ｎπ（ ）ｌ
２

１－ Ｎｌ２
ｎ２π２　ＥｈＩ槡 ｂ

ｇ ＥｂＩｂ
ρ槡Ａ （１）

式中，ｎ为正整数；ｌ为梁体的净跨；Ｎ 为梁体两端所受的轴向压力；ＥｂＩｂ 为梁体的抗弯刚度；ρＡ为梁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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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质量。
传统的力学理论认为，物 体 在 压 力 作 用 下，其 自 振 频 率 会 降 低，在 拉 力 作 用 下，其 自 振 频 率 会 增 大。

因此，从公式（１）中可以看出，简支梁的自振频率会随着梁体两端预应力的增大而减小，但是从目前既有

的试验结果来看，预应力梁中的预应力与梁体自振频率的关系完全相反。基于此试验现象，有必要寻求

新的途径来解决此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新的理论和方法来解释此问题。Ｓａｉｉｄｉ和张耀庭等人均基于大

量的试验数据，提出了各自的刚度修正公式和预应力梁的频率计算公式。
目前常用的预应力梁基频分析方法有基于ＦＦＴ的实测数据分析法和有限元分析法等，由于钢梁在

施加 预 应 力 后，其 整 体 的 振 动 成 为 一 个 时 变 系 统 的 振 动，用 常 规 的 频 域 分 析 方 法 很 难 得 到 其 频 率 的 变

化［１２］。基于有限元线弹性的动力分析中，一般均把预应力当做外荷载施加于梁体两端，并不改变梁体本

身的刚度矩阵和质量矩阵，因此并不能区分出预应力大小与梁体基频之间的关系。
为了很好的区分预应力梁体中预应力与自振频率之间的关系，此处引入了一种新的瞬时频率分析方

法，即 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变换方法，简称为 ＨＨＴ方法。此方法第一步先基于ＥＭＤ把原始信号

分解为若干个ＩＭＦ分量；第二步再对每个ＩＭＦ进行ＨＨＴ变换，即可得到信号的Ｈｉｂｅｒｔ谱，此Ｈｉｂｅｒｔ谱

可描述结构的频率随时间的变化及分布情况，也即梁体的瞬时频率。对于简支梁，消除梁体两端的端点

效应后，对梁体瞬时频率进行线性拟合后，可得到梁体的１阶频率。

３　试验结果分析

按照试验方案，对梁体钢丝绳施加不同的预应力后，采集钢梁受锤击作用下的加速度信号，然后对所

采集的信号进行滤波处理，最后分别基于ＦＦＴ和 ＨＨＴ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３．１　基于ＦＦＴ的基频分析

基于通用的ＦＦＴ分析方法，对所采集到的梁体加速度信号进行分析，可以得到梁体在不同预应力下

的频谱曲线，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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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基于ＦＦＴ的梁体频谱曲线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基于ＦＦＴ分析方法对不同预应力状态下钢梁自振频率的分析结果没有变化，均

为１２．８１２　５　Ｈｚ，也即ＦＦＴ分析方法对预应力梁体中的预应力值并不敏感，基于此方法无法得到梁体内

预应力大小与基频之间的关系，因此需要寻找别的方法来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３．２　基于ＨＨＴ的基频分析

采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对 ＨＨＴ分析方法进行编程，对于同样的钢梁加速度信号，此处基于 ＨＨＴ分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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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进行重新的分析，可 以 得 到 各 工 况 下 的 钢 梁 自 振 频 率。此 处 以Ｔ＝３００　Ｎ预 应 力 工 况 为 例，对 基 于

ＨＨＴ的数据分析流程进行说明。
在对原始信号进行滤波后，基于ＥＭＤ把原始信号分解为若干个ＩＭＦ分量，此处列出前４个ＩＭＦ分

量，如图５所示。对第一个ＩＭＦ分量进行 ＨＨＴ变换，可以得到其瞬时频率和相位角，其中相位角对试件

求导可以得到梁体在振动过程中的瞬时频率，梁体在Ｔ＝３００　Ｎ工况下的瞬时频率如图６所示，其相位角

如图７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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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７中可以看出，ＩＭＦ１的相位角具有较好的线性关系，与拟合的线性方程较为吻合，则此时梁体

的基频为

ｆ＝８１．２１３２π ＝１２．９２５　５ （２）

基于同样的方法和程序，可 以 得 到 梁 体 在０Ｎ、１００　Ｎ、２００　Ｎ和３００　Ｎ预 应 力 值 下 的 基 频 分 别 为

１２．８７０　９　Ｈｚ、１２．８９９　７　Ｈｚ、１２．９２０　５　Ｈｚ和１２．９２５　５　Ｈｚ。

３．３　试验结果对比分析

对基于ＦＦＴ和 ＨＨＴ两种分析方法所得到的预应力梁基频结果进行汇总，如图８所示。从图８中可

以看出，ＦＦＴ方法基本无法分析出预应力值大小对梁体基频的改变，在几种不同预应力值作用下，梁体的

基频分析结果均未发生变化；基于ＨＨＴ分析方法的分析结果显示，梁体基频随着预应力值的增大而逐渐

的增大，但也不是呈现完全的线性增长；在无预应力状态下，两种分析方法的基频误差为０．４６８％，说明分

析结果具有较强的可信性。

ＨＨＴ分析方法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可以得到结构的瞬时频率，也即频率与时间的关系，在分析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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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与基频之间的关系后，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预应力与瞬时频率之间的关系，此处取Ｔ＝０Ｎ和Ｔ＝
３００　Ｎ两种工况的瞬时频率谱进行对比分析，如图９所示。从图９中可以看出，梁体预应力值的增大，会

使得梁体频率的变化幅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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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不同工况下瞬时频率－时间谱

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简支梁自振频率在一段时间内是一个变量，基于常规的ＦＦＴ分析方法很

难得到预应力与频率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之前的一些研究中无法准确得到准确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采

用 ＨＨＴ分析方法则可很好的解决此问题。

４　结论

本文通过预应力钢梁模型试验，研究了简支梁基频与预应力值之间的关系，从不同频谱分析方法的

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１）传统的力学理论不能很好的解释预应力梁基频与预应力值之间的关系，其理论值与实测值正好

相反。
（２）ＦＦＴ分析方法不能获得结构的瞬时频率，也无法得到基频随预应力值的变化情况。
（３）基于 ＨＨＴ的频谱分析方法能够很好的捕捉到梁体的瞬时频率，且分析结果对预应力值较为敏

感，能够真实的反映出梁体频率与预应力值之间的关系。
（４）梁体基频会随着预应力值的增大而呈现增长的趋势，瞬时频率的震荡幅度也会随之增大。

参　考　文　献

［１］Ｂｒｕｎｏ　Ｇｏｄａｒｔ．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ｒｅｐａｉｒ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ｌｄ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ｂｅａｍ　ａｎｄ　ｓｌａｂ　ｂｒｉｄｇｅｓ［Ｊ］．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１１（４）：５０１－５１８．
［２］黄颖，房贞政．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静力及动力性能有限元分析研究［Ｊ］．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２０１３，

３７（１）：１２３－１２６．
［３］李士元．客运专线３２　ｍ双线整孔简支箱梁张拉应力试验研究［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２７（１）：２４－
３０．

［４］Ｃｌａｓｓｅｎ　Ｍａｒｔｉｎ，Ｄｒｅｓｓｅｎ　Ｔｏｂｉａｓ．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Ｂｅａｍｓ　ｗｉｔｈ　Ｏｐｅｎｉｎｇｓ［Ｊ］．ＡＣ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５，１１２（２）：２２１－２３２．
［５］王勇．既有大准铁路１６　ｍ简支Ｔ梁横向加固研究及应用［Ｊ］．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５，２８（１）：５４－５７．
［６］Ｌｕｎｉｎｇ　Ｓｈｉ，Ｈａｏｘｉａｎｇ　Ｈｅ，Ｗｅｉｍｉｎｇ　Ｙａｎ，ｅｔ　ａｌ．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　Ｆｏｒｃ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Ｂｅａ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Ｊ］．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４（２）：１－１３．
［７］Ｓａｉｉｄｉ，Ｄｏｕｇｌａｓ　Ｍ，Ｆｅｎｇ　Ｂ．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　ｆｏｒ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ｂｒｉｄｇｅｓ［Ｊ］．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４，１２０（７）：２２３３－２２４１．
［８］张耀庭，汪霞利，李瑞鸽．全预应力梁振动频率的理论分析与试验研究［Ｊ］．工程力学，２００７，２４（８）：１１６－１２０．

（下转第３６页）



３６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３０卷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Ｒｏｃｋ　Ｓｌｏｐ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ＯＴＤＡ

Ｌｕ　Ｈｏｎｇｑｉａｎｇ１，　Ｇａｏ　Ｊｕｎｑｉ　２，　Ｒｅｎ　Ｑｉａｎｇ１，　Ｗｕ　Ｊｉａｑｉ　２

（１．Ｑｉｎｇｄａｏ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ｏ．，Ｌｔｄ．，Ｑｉｎｇｄａｏ　２６６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２．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１６，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ａｋｉｎｇ　ａ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ｌｏｐ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ａ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ｅｄ　ｏｐｔｉｃａｌ　ｆｉｂｅｒ　ｓｅｎｓｏｒ　ｗａｓ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ｕｓｉｎｇ　ＢＯＴＤＡ　ｆｏｒ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ｔｒａ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ａｒｓ　ｉｎ　ａ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Ｌａｏｓｈａｎ　Ｒｏａ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ｆｏｒ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ｏｎｅ　ｙ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ｂｏｌｔ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ｈｏｒ　ｈｅａｄ，ｂ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ｉｔｓ　ｓｔｒａｉｎ　ｉｓ　ｂｅｃｏｍｉｎｇ　ｓｍａｌｌｅｒ．Ｔｈ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ａ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ｉｓ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Ｔｈｅ　ｓｔｒａｉ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ｄｅｐｔ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ａｒｓ　ｉｎｓｔａｌｌｅ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ｉｇｈｔ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ｕｔ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ａｎｃｈｏｒ　ｂａｒ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ｂｅ　ｓａｆ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ＯＴＤＡ；ｓｌｏｐｅ；ａｎｃｈｏｒ　ｂａｒ；ｓｔｒａｉｎ；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ｇ

（上接第５页）
［９］何涛，张巍，吴植安．基于动静载试验数据的预应力混凝土梁模型修正方法试验研究［Ｊ］．公路交通科技，２０１５，３２（１２）：

７５－８０．
［１０］张耀庭，李宏健．全预应力砼梁动力性能试验研究［Ｊ］．工程力学，２００８，２５（Ｓ１）：７１－７５．
［１１］王慧东，马其森．韩江大桥（４８＋８０＋８０＋８８＋４８）ｍ道 岔 连 续 梁 车 桥 耦 合 动 力 响 应 分 析［Ｊ］．石 家 庄 铁 道 大 学 学 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５，２８（１）：１２－１６．
［１２］刘寒冰，王龙林，谭国金，等．预应力对体外预应力简支钢梁自振频率的影响［Ｊ］．吉林大学学报：工学版，２０１３，４３（１）：

３７－３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Ｂｅａｍ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ｔｏ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ｎｇ　Ｈｏｎｇｙａｎ１
，２，３，　Ｚｈａｏ　Ｓｉｓｉ　３，　Ｌｉｕ　Ｐｅｎｇ３，　Ｇｕｏ　Ｙａｏｈｕａ３

（１．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２．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ａｓｔ　Ｃｉｖｉ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ａｆｅ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ｓｉｍｐｌｅ　ｓｔｅｅｌ　ｂｅａｍ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ｖａｌｕｅ，ｔｗ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ＦＴ（Ｆａｓｔ　Ｆｏｕｒｉｅｒ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ＨＨＴ
（Ｈｉｌｂｅｒｔ－Ｈｕａ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ｗｉｔｈ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ｓｉｍｐｌｙ－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ｓｔｅｅｌ　ｂｅａｍ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ｅｅｌ　ｂｅａｍ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　ｂａｓ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ｗｅｌｌ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ＦＴ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ｅ　ＨＨ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ｃａｎ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ｅａｍ　ｂｏｄｙ．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ｉ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　ｖａｌｕ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ｓｃｉｌ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ｏｏ．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ｓｔｒｅｓｓ；ｓｉｍｐ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ｅａｍ；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