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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为了探究钢板结合梁桥的振动噪声，建立车－轨－桥耦合动力分析模型，获得了列车与

桥梁的动力反应，后将 此 动 力 反 应 作 为 声 学 边 界 条 件 求 解 得 到 了 钢 板 结 合 梁 桥 的 结 构 噪 声 辐

射，并对噪声辐射影响参数进行了探究。研究表明，列车过桥时，桥梁的结构位移呈现出周期性

变化，各测点的竖向加速度均大于横向加速度；全桥结构噪声表现为全频段内均有衰减，高频区

段衰减速率较低频段快；当车速提高时，各场点的总体声压级逐渐变大，车速从２００　ｋｍ／ｈ升至

２６０　ｋｍ／ｈ时，各场点声压级的上升幅度更大；双向行车时总体声压级显著增加，但各板件在峰

值声压级时的贡献量比例无显著变化；有板肋时，顶板声压级贡献量较上翼缘板的更大，无板肋

时则相反。添加板肋能够对局部结构进行优化，但对于整体的降噪效果影响不大。本桥板肋布

置间距宜在５．２　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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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钢板结合连续梁桥相比于其他桥梁有着跨度大、自重轻等优点，但因使用了钢结构其向空间环境中

辐射的噪声频带更宽、传播能力更强，这种噪声污染的环境会对人们生理和心理造成严重影响。因此，研

究钢板结合连续梁桥的结构噪声具有重要意义。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１］提出了无限障板上计算平板辐射声场的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积分 法。ＨＡＲＤＹ［２］基 于 大 量 试 验，提 出 了 车 辆 激 励 下 桥 梁 的 噪 声 表 达 式。ＣＲＯＣＫＥＴＴ
ｅｔ　ａｌ［３］采用有限元方法对混凝土简支梁桥的结构噪音辐射进行了数值模拟，但其结果存在着计算准确度

和效率 不 高 等 问 题。ＢＲＥＢＢＩＡ［４］导 出 了 边 界 元 计 算 方 法，并 对 其 进 行 了 详 细 介 绍。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５－６］对钢桥的结构 噪 声 进 行 了 有 限 元 方 法（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简 称ＦＥＭ）和 统 计 能 量 分 析 法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简称ＳＥＡ）的研究，结果表明，在４０　Ｈｚ频率范围内，ＳＥＡ法的计算精度较

高，效率较高。张迅［７］提出了全频段噪声预测方法，验证了“强耦合”假设对子系统间耦合损耗因子求解

的简化作用。刘全民［８］对铁路结合梁和钢桁梁的结构振动噪声辐射规律进行了探究，首次将约束阻尼层

应用于铁路结合梁桥的噪声控制中，经实地试验，证明其正确性。马广［９］对客运专线钢板结合梁进行了

探究，结果表明，该桥结构噪声属于中高频，钢腹板的贡献量在５０％以上，对该类型桥梁的结构噪声研究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杨得旺等［１０］以节点位移作边界条件分析了高铁简支箱梁的结构噪声，主要从板厚、
翼缘斜撑和横隔板３个方面来探 究 对 桥 梁 结 构 噪 声 的 影 响，为 桥 梁 减 振 降 噪 提 供 了 理 论 依 据。李 小 珍

等［１１］总结了近年来铁路桥梁结构噪声辐射的研究现状，并分析了未来该领域的发展方向。

１　桥梁动力响应与噪声计算理论

１．１　桥梁动力响应理论

车桥动力模型包括车辆模型、桥梁模型和轨道模型。通过车耦合模型求解扣件力，将扣件力作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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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结构噪声的外部激励。整个车桥动力响应运动方程为

ＭＢ̈ｕＢ＋ＣＢ�ｕＢ＋ＫＢｕＢ＝ＰＢ （１）
式中，̈ｕＢ、�ｕＢ 和ｕＢ 分别为桥梁的加速度、速度、位移列向量；ＭＢ、ＣＢ、ＫＢ 分别为桥梁结构的质量、阻尼、刚

度矩阵。

１．２　桥梁声辐射理论

把钢板结合梁看成是多个长方形的板件，把每个长方形的板件看成一个子系统。设板件一条边的长

为ａ，另一条边长为ｂ，其辐射声功率为［１２］

Ｗｉ＝ρａｉｒｃａｉｒσｉＳｉ（ｖ
２
ｉ） （２）

式中，σｉ 为该子系统的辐射效率；ρａｉｒ为空气流体密度；ｃａｉｒ为声速；Ｓｉ 为该子系统的表面积；ｖ２ｉ 为均方速度。
设声压测点Ｃ到各子系统的中心垂向距离为ｒ。

当ｒ≤ａ／π，即测点Ｃ距离声源较近，此时声源发射不衰减平面波，则

（ｐ２ｉ）Ｃ＝πρａｉｒ
ｃａｉｒＷｉ

４ａｂ
（３）

当ａ／π＜ｒ＜ｂ／π，即测点Ｃ距离声源较远，此时辐射声波的声压级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线性减小，则

（ｐ２ｉ）Ｃ＝ρａｉｒ
ｃａｉｒＷｉ

４ｂｒ
（４）

当ｒ≥ｂ／π，即测点Ｃ距离声源很远，此时测点Ｃ的均方声压为

（ｐ２ｉ）Ｃ＝ρａｉｒ
ｃａｉｒＷｉ

４πｒ２
（５）

由式（３）～ 式（５）可知，桥梁外声场任一点的声压级可通过线性叠加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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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钢板结合梁桥横截面图（单位：ｃｍ）

２　桥梁动力响应分析

２．１　工程概况

桥模型为一座三跨连续钢板结合梁桥，该桥双

线间距４．６　ｍ。桥跨布置为（３２＋４０＋３２）ｍ，桥梁

高度２．９　ｍ，纵梁高度２．５　ｍ，桥面板宽１２．４　ｍ，翼
缘宽１．２　ｍ，腹板厚０．０２４　ｍ，翼缘厚０．０５　ｍ，４　ｍ
设一道横联。桥梁截面尺寸详见图１。

车辆模型选用ＣＲＨ２型列车，列车车辆采用８
编组（拖＋动＋动＋动＋动＋动＋动＋拖）形 式。

图２　车辆模型

单 节 列 车 模 型，见 图 ２。列 车 运 行 速 度 为 ２６０
ｋｍ／ｈ，为使频率响应在２０～２　５００　Ｈｚ，设置求解时

间步长为０．０００　２　ｓ，此时最大频率可达到１／（２×
０．０００　２）＝２　５００　Ｈｚ，满足计算要求。

２．２　桥梁动力响应

采 用 ＡＮＳＹＳ进 行 了 桥 梁 的 建 模，采 用 ＵＭ
进 行 了 列 车 和 轨 道 的 建 模。最 终，将 ＡＮＳＹＳ中

桥 梁 模 型 导 入 ＵＭ 后，展 开 车 辆、轨 道 和 桥 梁 模

型 的 综 合 模 拟 与 分 析，振 动 噪 声 激 励 仅 考 虑 竖 向 激 励（使 用 的 是ＣＲＨ２０１７轨 道 不 平 顺 谱，在 此 情 况

下 列 车 对 轨 道 的 竖 向 激 励 远 大 于 横 向 激 励，横 向 激 励 可 以 忽 略 不 计，故 仅 考 虑 竖 向 激 励）。钢 轨 为

Ｒ６０型 号，轨 底 坡 为１／４０　ｒａｄ，模 型 使 用ＣＲＨ２０１７轨 道 不 平 顺 谱 来 分 析，拖 车 和 动 车 轮 对 的 竖 向 轮

轨 力 如 图３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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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竖向轮轨力

３　桥梁结构噪声分析

３．１　模型建立

利 用 ＶＡ－ｏｎｅ建 立（３２＋４０＋３２）ｍ钢 板 结 合 连 续 梁 整 体 模 型，板 块 都 使 用 了 板 单 元 进 行 模 拟。
桥 梁 简 化 处 理 后 各 尺 寸 为：桥 面 板０．２～０．４８７　ｍ，下 翼 缘 板５０　ｍｍ，腹 板２４　ｍｍ。在 应 用 混 合 方 法

（ＦＥ－ＳＥＡ）与 统 计 能 量 方 法（ＳＥＡ）前，在 全 频 率 范 围 内 的 结 构 噪 声 研 究 中，应 该 对 照 每 个 子 系 统 所 对

应 的 弯 曲 模 态 数（Ｎ）来 划 分 求 解 频 段：Ｎ≤１时，定 为 低 频；１＜Ｎ＜５时，定 为 中 频；Ｎ≥５时，定 为

高 频。
（１）ＦＥ－ＳＥＡ混合模型。在２０～１６０　Ｈｚ的频率下，利用混合法（ＦＥ－ＳＥＡ），即建立桥梁顶板与上翼缘

板的有限元模型，在ＶＡ－Ｏｎｅ中设定顶板和上翼缘板为ＦＥ板，网格划分为０．２４８　ｍ，腹板和下翼缘板设

定为ＳＥＡ板子系统。将频域下１／３倍频程的扣件力施加至车桥耦合模型中轨道扣件位置处，即按照轨道

扣件间距０．６　ｍ施加到桥梁的桥面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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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场点位置示意图（单位：ｍ）

（２）ＳＥＡ统计能量模型。在１６０～２　５００　Ｈｚ的

频率下，利用统计能量法（ＳＥＡ），全桥子系统采用

ＳＥＡ板建立，荷载激励布置与混合模型相同，无需

划分声场网格。根据文献［１３］确定了场点Ｍ１的位

置，同时 考 虑 到 居 民 住 房 在 桥 体 的 侧 下 方，Ｍ２、

Ｍ３、Ｍ４场点设在高出地面１．５　ｍ处，各场点都在

跨中横截面上。具体场点位置如图４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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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场点声压级频谱图

３．２　桥梁结构噪声预测

３．２．１　场点声压级

车速为２６０　ｋｍ／ｈ时，各场点 声 压 级 测 试 结 果

如图５所示。由图５可知，Ｍ１与 Ｍ２场 点 声 压 级

较大，Ｍ４场点声压级最小，在Ｍ２和Ｍ３之间，噪

声平均 的 衰 减 速 率 为０．３１　ｄＢ（Ａ）／ｍ，Ｍ３和 Ｍ４
之间，噪声平均的衰减速率为０．１３　ｄＢ（Ａ）／ｍ，不难

发现，近场声压级衰减较远场快；此外，桥梁结构的

噪声在全频段都有衰减，且高频段衰减速率较低频

段快；Ｍ１的最大声压级达到了８５．８　ｄＢ（Ａ）。由于

Ａ级计权主要对低频段的噪声辐射有所折减，所以

该桥的全频段结构噪声 Ａ计权声压级范围主要为

８０～１　０００　Ｈ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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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贡献量分析

辐射贡献见图６。当列车经过该桥时，在小于４００　Ｈｚ频段内，顶板、上翼缘板对噪声的贡献较大；在

５００～２　５００　Ｈｚ频段，腹板的噪声辐射贡献量更大，在此频段内，下翼 缘 板 的 噪 声 辐 射 贡 献 量 有 所 增 加。
本桥总体噪声声压级贡献量对应的峰值频率为１００　Ｈｚ和６３０　Ｈｚ左右；在８０～１　０００　Ｈｚ频段，噪声辐射

影响最集中。全频段下，各板件声压级有着相近的变化趋势。在中心频率超过６３０　Ｈｚ后，各个子系统的

声压级都会随其增大而迅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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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各场点噪声频谱图

列车以２６０　ｋｍ／ｈ速度通过该钢板结合梁桥时，在峰值频率下，各板块声压级贡献量见表１。峰值频

率６３０　Ｈｚ处，各场点的总体声压级分别为：Ｍ１处８８．１　ｄＢ（Ａ）、Ｍ２处８６．２　ｄＢ（Ａ）、Ｍ３处７９．６　ｄＢ（Ａ）、

Ｍ４处６８．１　ｄＢ（Ａ）。可见该桥整体结构辐射噪声较大，有必要进行减振降噪研究；腹板、上翼缘板和顶板

３部分结构辐射噪声贡献最大，噪声贡献量大小为腹板＞上翼缘板＞顶板＞下翼缘板，应着重考虑对腹

板、上翼缘板或顶板进行减振降噪控制。
表１　峰值频率下的声压级贡献量

对应部位

Ｍ１

声压级贡献

量／（ｄＢ（Ａ））
对总体的

贡献量／％

Ｍ２

声压级贡献

量／（ｄＢ（Ａ））
对总体的

贡献量／％

Ｍ３

声压级贡献

量／（ｄＢ（Ａ））
对总体的

贡献量／％

Ｍ４

声压级贡献

量／（ｄＢ（Ａ））
对总体的

贡献量／％

顶板　　 ８０．６　 １４．５９　 ７８．７　 １３．６０　 ７１．４　 １３．２２　 ６０．５　 １２．３６

上翼缘板 ８０．８　 １７．５６　 ７８．９　 １５．１６　 ７２．１　 １５．６３　 ６０．８　 １５．７８

腹板　　 ８５．７　 ５６．９８　 ８３．８　 ６０．２１　 ７７．２　 ５９．６９　 ６５．８　 ６０．３４

下翼缘板 ７８．５　 １０．８７　 ７６．６　 １１．３３　 ７０．０　 １１．４６　 ５８．５　 １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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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板肋对结构辐射噪声的影响

４．１　模型建立

为了探讨板肋对噪音的影响规律，建立了添加板肋的模型如图７所示，采 用 三 角 形 状 的 板 肋，单 侧

布置２７块板肋，每２块板肋间隔４　ｍ，板肋材料参数同腹板，板厚２４　ｍｍ，板肋添加 后 不 改 变 桥 梁 其 他

参数。

图７　 （有板肋）桥梁声学模型

４．２　场点声压级

２种工况下，即列车驶过无板肋和有板肋的桥梁时，各场点的声压级如图８所示。无板肋时，各场点

的最大声压级为：Ｍ１处８８．１　ｄＢ（Ａ）、Ｍ２处８６．２　ｄＢ（Ａ）、Ｍ３处７９．６　ｄＢ（Ａ）、Ｍ４处６８．１　ｄＢ（Ａ）；有板肋

时，各场点的最大声压级为：Ｍ１处８６．７　ｄＢ（Ａ）、Ｍ２处８４．４　ｄＢ（Ａ）、Ｍ３处７７．８　ｄＢ（Ａ）、Ｍ４处６６．８　ｄＢ
（Ａ）。无板肋结合梁桥辐射的噪声较有板肋时略大，在２０～２　５００　Ｈｚ全频段内，２种工况下，各场点声压

级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峰值声压均在６３０　Ｈｚ附近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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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1 场点噪声频谱图 (b)M2 场点噪声频谱图

(c)M3 场点噪声频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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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4 场点噪声频谱图

图８　２种工况下各场点声压级频谱图

４．３　声压级贡献量

计算了顶板、上翼缘板、腹板和下翼缘板各子系统在无板肋和有板肋２种工况下对场点Ｍ１～Ｍ４的

Ａ计权声压级频谱图，如图９所示（场点Ｍ２、Ｍ３和Ｍ４的变化和规律和Ｍ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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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顶板噪声频谱图 (b)上翼缘板噪声频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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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压
级

/(d
B(
A)

)

16 25 40 63 100 160 250 400 630 100016002500
1/3 倍频程中心频率/Hz

80

70

60

50

40

30

20

10

无板肋
有板肋

(d)下翼缘板噪声频谱图

图９　场点Ｍ１噪声频谱图

由图９可知，当列车通过无板肋钢板结合连续梁桥时，顶板在５００　Ｈｚ处取得声压级贡献的最大值，

上翼缘的峰值频率在５００　Ｈｚ与６３０　Ｈｚ之间波动。腹板和下翼缘板所产生的声压级有着明显的峰值，在

６３０　Ｈｚ处取得最大值。顶板在２种工况下，全频段的声压级变化不大，腹板、上翼缘板和下翼缘板的全频

段声压贡献值仅在５００～２　５００　Ｈｚ内略有下降，２种工况下各子系统对各场点的声压级贡献量变化较小，

添加板肋对钢板结合连续梁桥的总体声压级有降低。

场点Ｍ１处、Ｍ２处有板肋和无板肋声压贡献量见表２、表３。Ｍ３、Ｍ４的规律一样没有列出。

在２种工况下，中心频率６３０　Ｈｚ时，腹板和下翼缘板的峰值声压贡献量比例无明显变化；有板肋时，

顶板的贡献量比例较无板肋时有所增大，而上翼缘板的声压贡献量比无板肋时有所减小，总体声压级有

降低。有板肋时贡献量：腹板＞顶板＞上翼缘板＞下翼缘板；无板肋时贡献量：腹板＞上翼缘板＞顶板＞
下翼缘板。

表２　场点Ｍ１峰值频率对应的声压级贡献量

对应部位
无板肋

声压级贡献量／（ｄＢ（Ａ）） 对总体的贡献量／％

有板肋

声压级贡献量／（ｄＢ（Ａ）） 对总体的贡献量／％

顶板　　 ８０．６　 １４．５９　 ８０．５　 １９．６２

上翼缘板 ８０．８　 １７．５６　 ７８．９　 １３．８８

腹板　　 ８５．７　 ５６．９８　 ８３．５　 ５６．３４

下翼缘板 ７８．５　 １０．８７　 ７６．７　 １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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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场点Ｍ２峰值频率对应的声压级贡献量

对应部位
无板肋

声压级贡献量／（ｄＢ（Ａ）） 对总体的贡献量／％

有板肋

声压级贡献量／（ｄＢ（Ａ）） 对总体的贡献量／％

顶板　　 ７８．７　 １３．３０　 ７８．６　 １７．７５

上翼缘板 ７８．９　 １５．１６　 ７７．１　 １２．２２

腹板　　 ８３．８　 ６０．２１　 ８１．６　 ５９．６１

下翼缘板 ７６．６　 １１．３３　 ７４．８　 １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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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有无板肋总体声压级对比图

４．４　板肋最佳布置间距

工程中要求在达到一定减振降噪效果的同时能够

最大限度的节约用材。本节以板肋间距分别为２．０ｍ
（单侧５３块板肋）、４．０ｍ（单侧２７块板肋）、５．２　ｍ（单

侧２１块板肋）、８．０ｍ（单 侧１４块 板 肋）来 探 究 不 同 板

肋间距下 的 降 噪 效 果，以 寻 求 合 理 的 板 肋 布 置 间 距。
将各板肋间距下的Ｍ２～Ｍ４　３个场点的总体声压级进

行对比，边界 条 件 与 参 数 设 置 相 同。各 板 肋 间 距 下 场

点Ｍ２～Ｍ４的峰值频率下总体声压级如图１０所示。
由图１０可知，添加板肋后各场点峰值频率下的总

体声压 级 均 有 不 同 幅 度 的 降 低。板 肋 间 距 为２．０ｍ
时，相 比 无 板 肋 时，总 体 声 压 级 降 低 了０．６ ～３．５
ｄＢ（Ａ）；板肋间距为４．０ｍ，总体声压级降低了１．３～１．８　ｄＢ（Ａ）：板肋间距为５．２　ｍ时，总体声压级降低

了１．４～１．６　ｄＢ（Ａ）；板肋间距布置为８．０ｍ时，总体声压级降低了０．２～０．７　ｄＢ（Ａ）。可以看出板肋间距

为２．０ｍ时，总体声压级降幅反而小于间距为４．０ｍ和５．２　ｍ时，这是因为板肋间距越小所需布置的板

肋数增多，使得板肋面积增大，由板肋产生的结构噪声影响也会逐渐增大。板肋间距为８．０ｍ时其降噪

效果不及间距为４．０ｍ（单侧２７块板肋）和５．２　ｍ（单侧２１块板肋），同时板肋布置间距为４．０ｍ和５．２　ｍ
时，２种情况下结构噪声相近，且间距为５．２　ｍ时所需布置的板肋数更少，本桥合理板肋布置间距应为

５．２　ｍ最优。

５　结论

（１）近场声压级衰减较远场快；桥梁结构的噪音在整个频率范围都有明显的衰减，高频区段衰减速率

较低频段快；每一个场点处都获得了一个在６３０　Ｈｚ的中心频率下的峰值声压级；该桥的全频段结构噪声

Ａ计权声压级范围主要为８０～１　０００　Ｈｚ。
（２）无板肋时，噪声贡献量大小为腹板＞上翼缘板＞顶板＞下翼缘板，应着重考虑对腹板、上翼缘板

或顶板进行减振降噪控制；有板肋时，顶板的贡献量比无板肋时有所增大，而上翼缘板的声压贡献量比无

板肋时有所减小。
（３）添加板肋能够降低钢板结合连续梁桥的总体声压级贡献量。峰值声压级下，２种工况中腹板的贡

献量均最大，顶板和上翼缘板的贡献量大小有所变化。有板肋时，顶板声压级贡献量比上翼缘板更大；无

板肋时，顶板声压级贡献量比上翼缘板小。

参　考　文　献

［１］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Ｌ．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ｏｕｎｄ，ｖｏｌｕｍｅ　１［Ｍ］．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ａｎｄ　Ｃｏ．，１８７７．
［２］ＨＡＲＤＹ　Ａ　Ｅ　Ｊ．Ｎｏｉｓｅ　ｆｒｏｍ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ｂｒｉｄｇｅｓ［Ｊ］．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Ｐａｒｔ　Ｆ：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ａｉｌ　ａｎｄ　Ｒａｐｉ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１９９９，２１３（３）：１６１－１７４．
［３］ＣＲＯＣＫＥＴＴ　Ａ　Ｒ，ＰＹＫＥ　Ｊ　Ｒ．Ｖｉａｄｕｃ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ｆｏｒ　ｍｉｎ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ｒａｄｉａｔｅｄ　ｔｒａｉｎ　ｎｏｉｓ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３８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３７卷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０，２３１（３）：８８３－８９７．
［４］ＢＲＥＢＢＩＡ　Ｃ　Ａ．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Ｐｅｎｔｅｃｈ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５］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Ｄ　Ｊ，ＪＯＮＥＳ　Ｃ　Ｊ　Ｃ．Ｔｈａｍｅｓｌｉｎｋ　２０００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ｎｏｉｓｅ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ＶＲ），１９９７．

［６］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Ｄ　Ｊ，ＪＯＮＥＳ　Ｃ　Ｊ　Ｃ．Ｔｈａｍｅｓｌｉｎｋ２０００　Ｍｅｔｒｏｐｏｌｉｔａｎ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Ｌｏｎｄｏｎ　Ｂｒｉｄｇｅ　ｎｏｉｓｅ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ＳＥＡ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ｂｒｉｄｇｅ　ｎｏｉｓｅ　ａｔ　ｌｏｗ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ｉｅｓ［Ｒ］．Ｓｏｕｔｈａｍｐ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ＳＶＲ），１９９７．
［７］张迅．轨道交通桥梁结构噪声预测与控制研究［Ｄ］．成都：西南交通大学，２０１２．
［８］刘全民．铁路结合梁桥结构噪声预测及约束阻尼层控制研究［Ｄ］．成都：西南交通大学，２０１５．
［９］马广．客运专线钢板结合连续梁桥结构噪声分析［Ｊ］．铁道工程学报，２０１６，３３（１２）：７２－７６．
［１０］杨得旺，李小珍，高慰．高速铁路简支箱梁结构噪声优化措施［Ｊ］．噪声与振动控制，２０１８，３８（增刊１）：１９３－１９８．
［１１］李小珍，郑净，毕然，等．轨道交通桥梁减振降噪２０２０年度研究进展［Ｊ］．土木与环境工程学报（中英文），２０２１，４３

（增刊１）：１４２－１５１．
［１２］张迅，张健 强，李 小 珍．混 合 ＦＥ－ＳＥＡ 模 型 预 测 箱 梁 低 频 噪 声 及 试 验 验 证 ［Ｊ］．振 动 工 程 学 报，２０１６，２９（２）：

２３７－２４５．
［１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ｓ－ｒａｉｌｗａｙ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ｉｓｅ　ｅ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ｒａｉｌ

ｂｏｕｎｄ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ＩＳＯ３０９５—２０１３［Ｓ］．Ｉｒｅｌ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Ｂ　Ｓ，２０１３．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Ｎｏｉ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ｅｅｌ　Ｐｌａｔ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Ｇｉｒｄｅｒ　Ａｘｌｅ

ＸＩＮＧ　Ｚｈａｎ１，　ＨＵＡＮＧ　Ｘｉｎｂｏ１，　ＣＨＥＮ　Ｚｈｉｙｕａｎ１，　ＬＩＮ　Ｙｕｓｅｎ１，２

（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ｉｖｉ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２．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Ｔｉｅｄａ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　０５００４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ｖｉｂ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ｅｌ　ｐｌａｔｅ　ｂｏｎｄｅｄ　ｇｉｒｄ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ａ　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ａｉｌ－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ｏｌｖｅｓ　ｔｈｉ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ｓ　ｔｈｅ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ｎｏｉｓ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ｅｅｌ　ｐｌａｔｅ　ｂｏｎｄｅｄ　ｇｉｒｄ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ｎｏｉｓｅ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ｉｍｐａｃ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ｎ　ｃｒｏ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ｈｏｗｓ　ｐｅｒｉｏｄ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ｎｏ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ｈｏｗｓ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ｂａｎ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ｕ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ｂａｎｄ　ｉｓ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ｆｒｅ－
ｑｕｅｎｃｙ　ｂａｎｄ．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ｐｏｉｎｔ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ｌａｒｇｅｒ，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ｆｒｏｍ２００　ｋｍ／ｈ　ｔｏ　２６０　ｋｍ／ｈ．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ｅａｃｈ　ｆｉｅｌｄ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ｎ　ｔｗｏ－ｗａｙ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ｐｌ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ｅａｋ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ｗｉｔｈ　ｐｌａｔｅ　ｒｉｂ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　ｐｌａｔ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ｆｌａｎｇｅ　ｐｌａｔ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ｉｓ　ｔｒｕ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ｐｌａｔｅ　ｒｉｂｓ．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ｌａｔｅ　ｒｉｂｓ
ｃ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ｕ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ｎｏｉｓ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ｌａｔｅ　ｒｉｂ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ｂｒｉｄｇ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ｂｏｕｔ　５．２　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ｔｅｅｌ　ｐｌａｔ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ｇｉｒｄｅｒ　ｂｒｉｄｇｅ；ｖｅｈｉｃｌｅ－ｒａｉｌ　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ｖｉｂｒａ－
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ｎｏｉｓｅ；ｎｏｉｓ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