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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地下开采引起的地表移动变形可对地表建（构）筑物产生损坏，地下开挖地表移动变

形分析对地表建（构）筑物的安全评价有着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利用概率积分法推导出山区

地表移动变形的数学模型，分析山区地下开采地表移动变形特性，利用该数学模型对具体工程

实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地表自然坡坡角不同时，最大水平拉伸变形不同，随着坡度的增

加，最大水平拉伸变形减小；在靠近山脚处水平变形较大，水平移动系数对地表的水平变形影响

显著。该数学模型可很好地分析山区地下开采地表移动变形，为矿区地表建（构）筑物的设计和

施工提供了可靠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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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如今，岩层移动变形研究有了许多新的发展，地下开采引起的地面下沉和移动变形问题也有了较为

成熟的分析方法［１－６］。谭志祥等［７］在实测资料基础上，通过理论分析获得了下沉系数与采宽的关系式以

及水平移动系数、主要影响范围角、拐点偏移距与宽深比的关系式。秋兴国等［８］采用计算机可视化手段

得到了一种用于任意形状采煤工作面开采后地面沉陷变形预测系统。胡海峰等［９］结合高速公路实例，得

出残余变形预测与计算方法。目前，基于概率积分法对矿山开采地表移动变形进行分析是公认的方法，

概率积分法被引入到《建筑物、水体、铁路及主要井巷煤柱留设与压煤开采规程》（煤行管字［２０００］第８１
号）（以下简称“三下规程”）中，作为煤矿开采地表移动变形的最主要方法，由于非煤矿山缺乏类似“三下

规程”的行业规范，因此非煤矿山开采地表移动变形计算也普遍借鉴“三下规程”中的概率积分法。随着

现代化手段的进步和计算机性能的飞速发展，地下开采岩层移动变形正趋于电算化和可视化发展，但地

下开采地表移动变形理论研究对地表地形因素考虑较少，当研究对象满足平面应变条件，可以采用二维

概率积分法分析时，目前能够考虑地形因素的二位概率积分法公式推导极少，山区地下开采地表移动变

形缺少理论基础。随着采矿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多的开发高陡山区的矿产资源，不仅对山体稳定产生

了重大影响，而且势必对矿区附近地表设施产生危害。山区地下开采地表移动变形基础理论研究是必要

的，山 区 地 表 移 动 变 形 数 学 模 型 的 建 立 可 很 好 地 分 析 山 区 地 下 开 采 地 表 移 动 变 形 特 征，为 矿 区 地 表 建

（构）筑物的设计和施工提供可靠的分析方法，具有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１　山区地下开采地表移动变形数学模型

假设被采动岩体为随机介质，在水平矿层单元开采的影响下，山区地表形成了单元下沉盆地，单元下

沉盆地累积组成地表下沉盆地，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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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山区地表下沉盆地示意图

地下各单元开采对地表点的影响称为影响函数，
可采用式（１）的形式表示。

ｆ（ｘ，ｚ）＝Ｐ２ｅｘｐ（－ｈ２　ｘ２） （１）
式中，ｈ，Ｐ为待定参数；ｘ为开采单元坐标值。

开采对地表 总 的 影 响 等 于 地 下 各 点 开 采 影 响 的

叠加，对于厚度均一的水平矿层，地表任一点的下沉

表达式为

Ｗ（ｘ，ｚ）＝ １
Ｗｍａｘ∫

ｓ０

－ｓ０

Ｗｍａｘ

ｒ（ｘ，ｚ）ｅｘｐ －π
（ｘ－ｓ）２
ｒ２（ｘ，ｚ［ ］）ｄｓ

（２）
式中，－ｓ０，ｓ０ 为井下开采所划分微元的起始边界；Ｗｍａｘ为最大下沉值；ｒ（ｘ，ｚ）为主要影响半径。

主要影响半径随地表点的位置而变化是山区地表移动规律的最大特点。山地各地表点所对应的主

要影响半径ｒ（ｘ，ｚ）为

ｒ（ｘ，ｚ）＝Ｈ－ｚｔａｎβ
（３）

　　因此，山地地表下沉计算公式可表示成

Ｗ（ｘ，ｚ）＝∫
Ｌ

０

ｍｋ　ｔａｎβ
Ｈ ＋ξｔａｎα

·ｅｘｐ － πｔａｎ２β
（Ｈ＋ξｔａｎα）

２（ｘ－ξ）｛ ｝２　ｄξ （４）

式中，Ｌ为开采宽度；ｋ为下沉系数；ｍ为开采厚度；Ｈ 为最大开采深度；β为主要影响范围角；α为山地地

表自然坡的坡角。
由此可得，采区上部地表岩层水平移动计算公式为

Ｕ（ｘ，ｚ）＝ｂ１ｍｋ　ｅｘｐ －πｘ２　ｔａｎ２β
（Ｈ＋ｘｔａｎα）［ ］２ （５）

式中，ｂ１ 为水平移动系数，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地表水平变形表达式可由式（４）导出，其表达式为

Ｅ（ｘ，ｚ）＝ ｘ
Ｕ（ｘ，ｚ） （６）

　　本文山区地下开采地表移动变形数学模型属于平面问题研究范畴，矿体开采形态需满足平面问题假

设，该数学模型的应用前提是被采动岩体可视为随机介质且符合概率积分法应用条件。

２　数学模型应用分析

某矿区位于丘陵地带，地表高低起伏，下部矿层厚度为１０　ｍ，开采范围宽度为３００　ｍ，采用长臂法开

采，冒落法管理顶板，上覆岩层为近水平状沉积岩，为中等坚硬岩石，最大开采深度Ｈ 为４００　ｍ，适合采用

图２　地表下沉曲线

概率积分法进行地表移动变形分析。根据现有的资料，结
合“三下规程”相关规定，采用工程类比法获得地表移动计

算参数为：主要影响范围角β＝７０°；下沉系数ｋ＝０．３。

２．１　不同自然坡脚地段地表变形分析

按坡角α分别取０°、２０°、４０°、６０°时考虑，取水平移动

系数为ｂ１＝０．２５。
根据地表移动参数值，利用推导出的数学模型进行计

算分析，得出不同自然边坡角对应的地表下沉曲线、地表

水平移动曲线、水平变形曲线分别见图２～图４，地表不同

位置水平移动、水平变形值见表１、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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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地表水平移动曲线
图４　地表水平变形曲线

表１　α取不同角度时地表水平移动值 ｍ

位置ｘ／ｍ　 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０　 １．０６７　９×１０－４　 １．７２０　４×１０－８　 ２．９９１　６×１０－１４４

－１５０　 ０．０２６　７　 ０．００８　６　 ６．２０２　２×１０－４　 １．２２６　２×１０－１２

－１００　 ０．１７０　４　 ０．１２４　８　 ０．０６９　９　 ０．００７　５
－５０　 ０．５１７　８　 ０．４９９　４　 ０．４７２　４　 ０．４１０　２
０ ０．７５０　０　 ０．７５０　０　 ０．７５０　０　 ０．７５０　０
５０　 ０．５１７　８　 ０．５３４　４　 ０．５５３　７　 ０．５８３　９
１００　 ０．１７０　４　 ０．２１６　０　 ０．２７２　５　 ０．３６４　５
１５０　 ０．０２６　７　 ０．０５６　８　 ０．１０９　０　 ０．２２０　３
２００　 ０．００２　０　 ０．０１０　８　 ０．０３９　６　 ０．１３６　７
２５０　 ７．１３４　２×１０－５　 ０．００１　６　 ０．０１３　９　 ０．０８８　７
３００　 １．２１２　８×１０－６　 ２．００１　０×１０－４　 ０．００４　９　 ０．０６０　２
３５０　 ９．８２８　７×１０－９　 ２．１９０　８×１０－５　 ０．００１　８　 ０．０４２　６
４００　 ３．７９７　２×１０－１１　 ２．１９２　９×１０－６　 ６．７７７　８×１０－４　 ０．０３１　３
４５０　 ６．９９３　５×１０－１４　 ２．０６９　８×１０－７　 ２．６７３　３×１０－４　 ０．０２３　８
５００　 ６．１４０　３ｅ×１０－１７　 １．８８７　４×１０－８　 １．１０３　９×１０－４　 ０．０１８　６
５５０　 ２．５７０　１ｅ×１０－２０　 １．６９５　１×１０－９　 ４．７７３　２×１０－５　 ０．０１４　９
６００　 ５．１２８　３ｅ×１０－２４　 １．５２２　２×１０－１０　 ２．１５８　８×１０－５　 ０．０１２　２

表２　α取不同的角度时地表水平变形 ｍｍ·ｍ－１

位置ｘ／ｍ　 ０° ２０° ４０° ６０°
－２００ －１．１８×１０－４ －１．１５×１０－５ －５．２１×１０－９ －７．３７×１０－１４３

－１５０ －０．００１　２ －５．９２×１０－４ －８．５６×１０－５ －１．２６×１０－１２

－１００ －０．００５　１ －０．００４　９ －０．００４　２ －０．００１　２
－５０ －０．００７　７ －０．００８　５ －０．００９　８ －０．０１２　６
０ ０ ０ ０ ０
５０　 ０．００７　７　 ０．００６　９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４　８
１００　 ０．００５　１　 ０．００４　９　 ０．００４　６　 ０．００３　７
１５０　 ０．００１　２　 ０．００１　７　 ０．００２　１　 ０．００２　２
２００　 １．１８×１０－４　 ３．８６×１０－４　 ８．２０×１０－４　 ０．００１　２
２５０　 ５．２８×１０－６　 ６．４３×１０－５　 ２．９１×１０－４　 ７．２７×１０－４

３００　 １．０７×１０－７　 ８．６２×１０－６　 １．０１×１０－４　 ４．４０×１０－４

３５０　 １．０１×１０－９　 ９．９１×１０－７　 ３．５６×１０－５　 ２．７７×１０－４

４００　 ４．５０×１０－１２　 １．０２×１０－７　 １．２９×１０－５　 １．８２×１０－４

４５０　 ９．３２×１０－１５　 ９．８５×１０－９　 ４．８５×１０－６　 １．２３×１０－４

５００　 ９．０９×１０－１８　 ９．０７×１０－１０　 １．９０×１０－６　 ８．６８×１０－５

５５０　 ４．１８×１０－２１　 ８．１７×１０－１１　 ７．７８×１０－７　 ６．２７×１０－５

６００　 ９．１１×１０－２５　 ７．３２×１０－１２　 ３．３３×１０－７　 ４．６４×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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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４及表２可得，当边坡 角α分 别 取０°、２０°、４０°、６０°时，最 大 水 平 拉 伸 变 形Ｅｍａｘ分 别 为０．００７　７，

０．００６　９，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４　８。
随着边坡角α的增大，地表最大下沉值有所减小，最大下沉点偏向坡脚方向。水平移动系数确定时，

随着边坡角α的增大，水平移动最大值相同，水平移动影响范围在坡顶方向影响更远，而坡脚方向影响范

围更近。地表自然坡 坡 角 不 同 时，最 大 水 平 拉 伸 变 形 不 同，随 着 坡 度 的 增 加，最 大 水 平 拉 伸 变 形 有 所

减小。

２．２　水平移动系数对地表变形影响分析

当边坡角α＝０°，水平移动系数ｂ１ 分别取０．１，０．２，０．３时，地表水平移动见图５。当α＝４０°，水平移动

系数ｂ１ 分别取０．１，０．２，０．３时，地表水平移动见图６。

图５　地表水平移动曲线（α＝０°） 图６　地表水平移动曲线（α＝４０°）

　　由图５、图６可知，水平移动系数对山区地表的水平变形影响显著，随着水平移动系数的增大，地表水

平移动最大值增加，但水平移动影响范围变化不大，最大水平变形发生在靠近山脚的地段。

３　结论

（１）利用概率积分法理论推导出的山区地表移动变形数学模型适用于山区地下开采地表移动变形分

析，为矿区地表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提供了可靠的计算方法。
（２）随着边坡角α的增大，地表最大下沉值有所减小，最大下沉点偏向坡脚方向。山地边坡角α不同

时，最大水平拉伸变形不同，随着坡度的增加，最大水平拉伸变形有所减小。
（３）山区地表水平移动较大，最大水平变形发生在靠近山脚处，水平移动系数对地表的水平变形影响

显著。

参　考　文　献

［１］颜荣贵．地基开采沉陷及其地表建筑［Ｍ］．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１９９５．
［２］刘宝琛，廖国华．煤矿地表移动的基本规律［Ｍ］．北京：中国工业出版社，１９６５．
［３］李文秀，赵胜涛．宜昌磷矿地下开采岩体移动分析［Ｊ］．岩土力学，２００６，２７（１）：１３７－１４０．
［４］闻磊．地下开挖地表移动变形可视化系统开发［Ｊ］．金属矿山，２０１０，１０：１２６－１２８．
［５］任伟中，白世伟，葛 修 润．厚 覆 盖 层 条 件 下 采 矿 引 起 的 地 表 变 形 陷 落 特 征 模 型 试 验 研 究［Ｊ］．岩 石 力 学 与 工 程 学 报，

２００４，２３（１０）：１７１５－１７１９．
［６］张雪峰，王延兵，陈英鹏，等．浅埋小净 距 隧 道 下 穿 多 股 铁 路 的 风 险 分 析 及 对 策［Ｊ］．石 家 庄 铁 道 大 学 学 报：自 然 科 学

版，２０１５，２８（３）：４９－５５．
［７］谭志祥，邓喀中．综放面地表变形预计参数综合分析及应用研究［Ｊ］．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２６（５）：１０４１－１０４７．
［８］秋兴国，刁瑞朋，龚尚福．“三下”采煤地表变形预计系统的开发及应用［Ｊ］．工矿自动化，２００８，５：４－８．
［９］胡海峰，赵阳升，康建荣，等．煤矿采空 区 跨 度 和 延 续 时 间 与 地 面 残 余 变 形 的 相 关 规 律 及 实 证［Ｊ］．岩 石 力 学 与 工 程 学

报，２００８，２７（１）：６５－７１．



第４期 张玉根等：山区地下开采地表移动变形分析 ３５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ｇｅｎ１，　Ａｎ　Ｙａｎｗｅｉ　１，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ｂｉｎ１，　Ｗｅｎ　Ｌｅｉ　２，　Ｙｕａｎ　Ｗｅｉ　３，　Ｗａｎｇ　Ｗｅｉ　３

（１．Ｔｈｅ　２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Ｌｔｄ．，Ｃｈｉｎａ　Ｒａｉｌｗａｙ　３ｒｄ　Ｂｕｒｅａｕ　Ｇｒｏｕｐ，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３１，Ｃｈｉｎａ；

２．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ｕ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
ｇｒｏｕ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ｓ　ｖｅｒｙ　ｕｓｅｆｕｌ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Ｔｈｅ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ｓ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ｕ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Ｔｈ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ｎ　ｇｅ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ｎｅａｒ　ｔｈｅ　ｆｏｏｔｈｉｌｌｓ．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ｃａｎ　ｂｅ　ａ　ｎｏｖｅ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ｕ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ｉｎｉｎｇ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ｒｏｃｋ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ｅ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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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

（上接第１１页）
［３］Ｍｉｌｅｒ　Ｕ．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ｄｅ　ｏｆ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１９９９，９９（４）：２８１－２８５．
［４］Ｍｕｌｌｅｒ　Ｊ　Ｍ．Ｖｅｒｙ　Ｌｏｎｇ　Ｓｐａｎ　Ｂｒｉｄｇｅ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Ｒ］．Ｋｏｂｅ：ＩＡＢＳＥ，１９９８：３４－４８．
［５］Ｒ　Ｓａｕｌ，林广元．特大跨度斜拉桥［Ｊ］．世界桥梁，１９９１（３）：７８－７９．
［６］宋涛．矮塔斜拉桥近似分析方法研究［Ｄ］．西安：长安大学，２０１６．
［７］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ＪＴＧ　Ｄ６０－２０１５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Ｓ］．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１５．
［８］陈从春．矮塔斜拉桥设计理论核心问题研究［Ｄ］．上海：同济大学，２００６．
［９］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ＪＴＧ　Ｄ６５－０１－２００７公路斜拉桥设计细则［Ｓ］．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７．
［１０］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ＪＴＧ／Ｔ　Ｄ６０－０１－２００４公路桥梁抗风设计规范［Ｓ］．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２００４．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ｎ　ｏｆ　Ｓｅｌｆ－ａｎｃｈｏｒｅｄ　Ｅｘｔｒａｄｏｓｅｄ　Ｃａｂｌｅ－ｓｔａｙｅ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Ｐｅｎｇ　Ｙｉ　１，　Ｓｏｎｇ　Ｔａｏ２，　Ｓｈｅｎｇ　Ｍａｎ１，　Ｊｉａｎｇ　Ｊｉａｏ１

（１．Ｔｉａｎｍｅ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Ｔｉａｎｍｅｎ　４７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Ｓｅｃｏｎｄ　Ｈａｒｂ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Ｌｔｄ．，ＣＣＣＣ．，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４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　ｓｐａｎ　ｏｆ　ｓｅｌｆ－ａｎｃｈｏｒ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ｅｘｔｒｏｄｏｓｅｄ　ｃａｂｌｅ－ｓｔａｙｅ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ｉｎ　ｇｉｒｄｅｒ，ｔｈ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ｂｌｅ，ｔｈｅ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ａｎｔｉ－
ｗｉｎｄ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ｏ　ｌｉｍｉ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ｅｘｔｒｏｄｏｓｅｄ　ｃａｂｌｅ　ｓｔａｙｅ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ｐａｎ；ｇｉｒｄ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ｅａｄ　ａｎｄ
ｌｉｖｅ　ｌｏａｄ　ｉｓ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ａｃｔｏｒ；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ｉｒｄｅｒ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ｂｌ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ａｎｄ　ａｎｔｉ－ｗｉｎｄｙ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ｈａｖｅ
ｌｉｔｔｌ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ｎ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ｄｏｓｅｄ　ｃａｂｌｅ　ｓｔａｙｅｄ　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ｅｘｔｒｏｄｏｓｅｄ　ｃａｂｌｅ　ｓｔａｙｅ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ｐａｎ　ｉ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ｄｏｓｅｄ　ｃａｂｌｅ　ｓｔａｙｅｄ　ｂｒｉｄｇｅ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ｌｅ－ｔｏｗｅｒ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ｔｏｗｅｒ　ｉｓ　ｒｉｇｉｄ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ｉ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ｉ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ｒｉｄｇ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ｘｔｒａｄｏｓｅｄ　ｃａｂｌｅ－ｓｔａｙｅｄ　ｂｒｉｄｇｅ；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ｎ；ｂｕｃｋｌｉｎｇ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