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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灰色关联和组合赋权的桥梁剩余寿命预测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Ｌｉｆ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Ｂｒｉｄｇ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Ｇｒｅ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ｉｎｇ

李晓阳，王育德

（河北工程大学 土木工程学院，邯郸 ０５６０３８）

摘　要：为了预测钢筋混凝土桥梁的剩余寿命，建立了钢筋混凝土桥梁的剩余寿命预测模型，通过灰色关
联度法得出各指标的灰色关联度系数，根据改进层次分析法及反熵权法得到各指标的组合权重，通过指标的权

重得出构件的最终评判结果，综合得到桥梁的恶化程度和恶化速度，最终根据设定好的结构寿命的终结标准、

恶化指数和恶化系数得出桥梁的剩余寿命。结果表明：将建立的桥梁剩余寿命预测模型应用到实例中，预测出

桥梁的剩余寿命，并且结果与实际情况相符，表明所建立的桥梁剩余寿命预测模型切实可行，为预测桥梁剩余

寿命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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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桥梁是重要的交通设施，根据统计，到２０２１年
年底，我国公路桥梁总数达到 ９６１１万座、总长
７３８０２１万ｍ。我国钢筋混凝土桥梁大多建于上世
纪９０年代，现在已进入结构性能退化加速期与病害
集中显现期。据行业统计数据显示，运营超过２５年
的在役桥梁中，６３７％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损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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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桥梁的剩余寿命预测是十分有必要的。

付利民［１］将温度和相对湿度作为函数的影响主

因并修改其扩散系数，分别代入不同的数学模型中

发现其适用于计算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碳化寿命预测；

胡俊［２］根据桥梁结构技术状况的评分，运用极小值

分布拟合统计法，构建了一个钢筋混凝土板梁结构

具备９５％保障率的桥梁使用寿命模型；徐方圆［３］基

于动态称重系统制定车荷载模型，分析了桥梁疲劳

损伤发展在不同车辆荷载作用下的规律，提出混凝

土桥梁多轴车辆作用下的疲劳寿命预测方法；樊学

平等［４］将多变量贝叶斯动态线性模型、多维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
Ｃｏｐｕｌａ技术和可靠度计算方法 （ＦＯＳＭ）相结合，基
于考虑控制点的变形失效非线性相关，同时利用监

测点的动态极值挠度信息，对大跨桥梁主梁体系的

动态可靠性进行评估；王继林等［５］在考虑荷载和耐

久性两个因素对结构的极限承载力和正常使用状态

下功能可靠度影响的基础上，对桥梁实现了寿命预

测；韩非［６］将结构的硫酸盐侵蚀寿命准则、碳化寿

命准则和承载力寿命准则相结合，提出混凝土结构

在硫酸盐侵蚀环境下的损伤基础和高温环境下的使

用寿命预测；陈光等［７］根据悬索桥结构的特点，采

用基于疲劳累积损伤理论的数学模型法，针对各种

外因和内因对部件疲劳累积损伤的综合作用展开了

估算，并预测了悬索桥主缆的剩余寿命；王俊峰［８］

基于经典疲劳损伤累积准则和Ｐ－Ｍ准则，提出改进
疲劳损伤累积算法，最后结合时变车载和钢筋锈蚀

模型提出混凝土桥梁疲劳寿命的预测方法；吴云

涛［９］在传统可靠度分析方法的基础上，结合随机有

限元法在桥梁结构可靠度分析中的应用，通过

ＡＮＳＹＳ响应面法对现役简支 Ｔ梁的剩余寿命进行估
算；王伟芳［１０］将车辆荷载与混凝土的退化过程相结

合，通过贝叶斯更新方法得到了服役桥梁的剩余寿

命；毕高波等［１１］运用健康监测的方法，对桥梁结构

混凝土材料的应力指标进行监测，得到材料的强度

可靠度变化趋势，并采用蒙特卡洛方法预测桥梁的

剩余寿命；Ｙｕａｎ等［１２］基于疲劳裂缝扩展模型和非线

性结构分析方法，建立了混凝土桥梁疲劳寿命预测

的贝叶斯网络；Ｍａｎｓｅｌｌ等［１３］分析过去和现在的交通

运营情况，通过有限元分析对桥梁进行疲劳寿命分

析。利用有限元方法结合累积疲劳理论，根据未来

的交通需求统计，预测出铁路桥的剩余使用寿命；

Ｎｅｓｔｅｒｏｖａ等［１４］认为估计现有结构剩余寿命的最适当

的方法之一是在关键细节中对监测的动作或负载影

响进行外推，并基于有限的交通和静风作用数据，

评估高架桥钢正交各向异性桥面在其设计寿命结束

时的可靠性；Ｆａｔｈａｌｌａ等［１５］构建了一个人工神经网络

模型 （ＡＮＮ），该模型将疲劳寿命与裂纹联系在一
起。采用多尺度模拟和伪裂纹法，基于现场检测的

表面裂纹的各种形态，预测出真实钢筋混凝土桥面

的剩余疲劳寿命。

以上研究发现对于桥梁的可靠性分析和剩余寿

命预测主要是从现场的检测数据和建立数学模型来

研究，通过现场的检测数据计算可靠度来预测桥梁

的剩余寿命这种完全客观的手段得到的结果的准确

性不高，与实际情况会出现偏差，在预测桥梁剩余

寿命的预测指标权重存在着主客观失衡等问题。因

此将灰色关联度和组合赋权相结合，以此方法来预

测桥梁剩余寿命，使得最后的预测结果更符合桥梁

实际情况，更加科学合理。

１　确定桥梁剩余寿命预测指标体系

重点研究桥梁的结构性缺损，选取主梁、一般

上部结构、桥墩桥台、基础作为子单元，将影响桥

梁可靠性的因素作为指标层，构建了桥梁剩余寿命

预测指标体系模型，如图１所示。
将所有指标分为程度型指标和速度型指标［１６］。

程度型指标指裂缝的宽度、长度、累计面积占结构

表面积的百分比等，有无锈蚀钢筋，有无结构变位，

混凝土剥落情况等；速度型指标则指结构服役环境

的气候变化 （温湿度、有无干湿交替、有害气体浓

度）、氯离子含量钢筋锈蚀电位、保护层厚度等。程

度型指标和速度型指标，分别对应桥梁的恶化程度

和恶化速度，通过恶化程度和恶化速度得出桥梁的

最终剩余寿命。

根据指标属性将指标分为正向指标和反向指标，

正向指标表示指标数值越大越好，反向指标则反之，

将各指标进行分类处理，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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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１　Ｍｏｄｅｌｏｆｂｒｉｄｇ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ｓｙｓｔｅｍ

U

１　
OPVW

Ｔａｂｌｅ１　Ｉｎｄｅｘ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指标 指标类型 指标属性

跨中挠度ｑ１ 程度型 反向

结构位移ｑ２ 程度型 反向

横向联结ｑ３ 程度型 反向

混凝土强度ｑ４ 程度型 正向

裂缝ｑ５ 程度型 反向

保护层厚度ｑ６ 速度型 正向

钢筋锈蚀率ｑ７ 速度型 正向

碳化程度ｑ８ 速度型 反向

氯离子含量ｑ９ 速度型 反向

墩台位移ｑ１０ 程度型 反向

沉降ｑ１１ 程度型 反向

地基冲刷ｑ１２ 速度型 反向

桥面铺装ｑ１３ 程度型 正向

２　灰色关联度的确定

２１　确定比较序列和参考序列
恶化程度比较序列：

Ｙ１ （ｊ） ＝［ｑ１　ｑ２　ｑ３　ｑ４　ｑ５］
Ｙ２ （ｊ） ＝［ｑ２　ｑ３　ｑ４　ｑ５　ｑ１３］
Ｙ３ （ｊ） ＝［ｑ４　ｑ５　ｑ１０］
Ｙ４ （ｊ） ＝［ｑ４　ｑ５　ｑ１１］
恶化速度比较序列：

Ｘ１ （ｊ） ＝［ｑ６　ｑ７　ｑ８　ｑ９］
Ｘ２ （ｊ） ＝［ｑ６　ｑ７　ｑ８　ｑ９］
Ｘ３ （ｊ） ＝［ｑ６　ｑ７　ｑ８　ｑ９］
Ｘ４ （ｊ） ＝［ｑ６　ｑ７　ｑ８　ｑ９　ｑ１２］
其中：Ｙ为恶化程度，Ｘ为恶化速度。
参考序列为各指标的最优值集合，当指标属性

为正向指标取其最大值，为反向指标取其最小值，

根据ＪＴＧ／ＴＨ２１—２０１１《公路桥梁承载力检测评定规
程》，取各指标上下限见表２。

U

２　
OPXYZ[

Ｔａｂｌｅ２　Ｉｎｄｅｘｖａｌｕｅｒａｎｇｅ
指标 ｑ１ ｑ２ ｑ３ ｑ４ ｑ５ ｑ６ ｑ７ ｑ８ ｑ９ ｑ１０ ｑ１１ ｑ１２ ｑ１３
上限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下限１／６００ ０７ ５５％ ０５５－５００ ２ １％ ２０％

２２　规范化处理
假设指标ｑｓ的取值区间是 ［ｑＬｓ，ｑ

Ｕ
ｓ］，正向指标

最大值为最优取值，反向指标最小值为最优取值，

对指标ｑｓ的无量纲化进行规范化处理。得到其规范
后的恶化程度矩阵Ａｉ和恶化速度矩阵Ｂｉ。

ｐｓ正 ＝
ｑｓ－ｑ

Ｌ
ｓ

ｑＵｓ －ｑ
Ｌ
ｓ
（正向）　ｐｓ反 ＝

ｑＵｓ －ｑｓ
ｑＵｓ －ｑ

Ｌ
ｓ
（反向）

（１）
当ｐｓ越大时，说明关于第Ｓ个指标的损伤程度越

大，ｐｓ越小则损伤程度越小。
２３　确定灰色关联系数

灰色关联系数βｓ的表达式为：

βｓ＝
ρ

１＋ρ－ｐｓ
（２）

式中：ρ为分辨系数，取值范围为 （０～１），为降低
对结果误差的影响，保证结果的一致性，统一取０５。

３　组合权重的确定

３１　改进层次分析法确定主观权重

假设矩阵Ｒ＝ ｒｉｊ，其中ｒｉｊ表示第ｉ个指标相对于

第ｊ个指标的标度值，标度值的含义见表３，且必须满
足以下条件：（１）ｒｉｊ＞０；（２）ｒｉｉ＝１；（３）ｒｉｊ＝１／ｒｊｉ。
　　假设有ｎ个指标为ｘ１，ｘ２，…，ｘｎ，基于重要程
度不减的原则对其进行主观排序，结果为 ｘ１≥ｘ２≥
ｘ３≥…≥ｘｎ，比较ｘｉ和ｘｉ＋１的重要度关系，给与它们
相对应的标度，记为ｔｉ，即得到了相邻２个指标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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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３　
P\Y]^_`

Ｔａｂｌｅ３　Ｓｃａｌｅｖａｌｕ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标度值 含义

１０ 相同重要

１２ 稍微重要

１４ 强烈重要

１６ 明显重要

１８ 绝对重要

的标度值 ｔ１，ｔ２，…，ｔｎ－１。根据重要程度的传递性
得到矩阵中的其他值，则最后的判断矩阵为：

Ｒ＝

１ ｔ１ ｔ１ｔ２ … ∏
ｎ－１

ｉ＝１
ｔｉ

１
ｔ１

１ ｔ２ … ∏
ｎ－１

ｉ＝２
ｔｉ

１
ｔ１ｔ２

１
ｔ２

１ … ∏
ｎ－１

ｉ＝３
ｔｉ

    

１

∏
ｎ－１

ｉ＝１
ｔｉ

１

∏
ｎ－１

ｉ＝２
ｔｉ

１

∏
ｎ－１

ｉ＝３
ｔｉ
…



































１

（３）

此矩阵满足一致性要求，可以不用进行检验直

接进行权重的计算［１７］，各指标的权重表达式为：

Ｗｓｉ＝ ∏
ｎ

ｊ＝１
ｒ








ｉｊ

１／ｎ

∑
ｎ

ｉ＝１
∏
ｎ

ｊ＝１
ｒ








ｉｊ

１／ｎ

（４）

式中：Ｗｓｉ为第ｉ项指标的权重值；∏
ｎ

ｊ＝１
ｒｉｊ为矩阵 Ｒ中

第ｉ行所有元素的积。
３２　反熵权法确定客观权重

反熵权法是基于熵值的反熵，指标的差异越大，

反熵就越大，从而对应的权重就越高，与通常使用

的熵值法相比，能够避免指标差异性过大时导致权

重分配出现极端的情况发生，保证了预测结果的合

理性［１８］。

各指标的反熵值为：

ｈｉ′＝－∑
ｍ

ｊ＝１
ｒｉｊｌｎ（１－ｒｉｊ） （５）

其中

ｒｉｊ＝ｘｉｊ∑
ｍ

ｊ＝１
ｘｉｊ （６）

最后得到各指标的客观权重系数Ｗｏｉ：

Ｗｏｉ＝ｈｉ′∑
ｍ

ｊ＝１
ｈｉ′ （７）

３３　确定指标组合权重
组合赋权法能够避免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

两种单一评价方法的不足，将主观和客观相结合，

能够提高结果的科学性和稳定性。

利用改进层次分析法计算出指标的主观权重ωｓｉ，
通过反熵权法计算出指标的客观权重 ωｏｉ，计算出组
合权重系数：

ωｉ＝
α１ωｓｉ＋βｉωｏｉ

∑
ｍ

ｉ＝１
（αｉωｓｉ＋βｉωｏｉ）

，１≤ｉ≤ｎ （８）

式中：αｉ和βｉ分别为主观权重和客观权重的相对重
要系数：

!

"

#

$

$$

$

$

$$

$

αｉ＝ωｓｉ／（ωｓｉ＋ωｏｉ）

βｉ＝ωｏｉ／（ωｓｉ＋ωｏｉ）
， １≤ｉ≤ｎ （９）

４　桥梁剩余寿命预测模型

４１　恶化程度和恶化速度的确定
各构件的综合结果，如式 （１０）所示：

Ｒｉ＝∑
ｎ

ｓ＝１
βｓωｓ，ｉ＝１，２，３，４ （１０）

由各构件的判定结果，进行桥梁的整体预测，

将构件评定值作为新的指标值重新进行计算，它只

是对构件评定的综合处理，将结构的恶化程度记为

Ｒ，恶化速度记为Ｒ
。

。

４２　在役桥梁剩余寿命预测
Ｒ和Ｒ

。

为结构整体的实际指标集和结构损伤极

限值之间的关联度，利用式 （２）得到规范化后的指
标后，得到Ｆ和Ｆ

。

，以结构的耐久性能劣化到某一程

度φ作为桥梁寿命的终结标准［１９］，由此计算桥梁的

恶化程度φ和恶化速度φ
。

：

φ＝Ｆ×１００％ （１１）
φ
。

＝Ｆ
。

×１％／年 （１２）
假设结构已经服役 Ｔｆ年，服役至今共进行过 ｎ

次维修保养，记录第 ｎ次维修加固发生在 Ｔｉ年，计
算第ｉ次养护维修混凝土强度补强值与混凝土设计强
度的比值，记为ηｉ，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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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Ｔβｆ ＋∑
ｎ

ｉ＝１
ηｉα（Ｔｆ－Ｔｉ）β－∑

ｎ

ｉ＝１
ηｉ＝φ （１３）

αβＴβ－１ｆ ＋∑
ｎ

ｉ＝１
ηｉαβ（Ｔｆ－Ｔｉ）β

－１ ＝φ
。

（１４）

式中：α为恶化系数；β为恶化指数。代入计算得到
α和β，以结构耐久性能恶化到１０％作为桥梁寿命终
结的标志，可得到桥梁的剩余寿命Ｔ：

ａ（Ｔｆ＋Ｔ）β＋∑
ｎ

ｉ＝１
ηｉα（Ｔｆ＋Ｔ－Ｔｉ）β－∑

ｎ

ｉ＝１
ηｉ＝１０％

（１５）

５　桥梁剩余寿命预测模型应用

５１　预测指标灰色关联系数的确定
为了验证模型的有效性，以重庆市某桥梁为例，

预测其剩余寿命。该桥建于１９９８年，上部结构采用
２ｍ×１０ｍ现浇肋板式钢筋混凝土梁，单幅桥宽
４３４ｍ。主梁梁高１０５ｍ，肋宽０４６ｍ，全桥共设
置４道横隔板，横隔板高度０４７ｍ，宽０２６ｍ。

根据ＪＴＧ／ＴＨ２１—２０１１《公路桥梁承载力检测评
定规程》［２０］中桥梁技术情况分类界限和桥梁检验报

告，将各预测指标定量处理，结果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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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４　Ｂｒｉｄｇ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ｖａｌｕｅ

构件
预测

指标
具体值 构件

预测

指标
具体值

主梁

上部

一般

构件

ｑ１ １／４５６８
ｑ２ ０７８
ｑ３ ０７５
ｑ４ Ｋｂｔ＝１１８，Ｋｂｍ＝１２９
ｑ５ ９
ｑ６ ０９６
ｑ７ －４００
ｑ８ ００６
ｑ９ ０５３
ｑ２ ０７５
ｑ４ Ｋｂｔ＝１１８，Ｋｂｍ＝１２９
ｑ３ ０７１
ｑ５ ８
ｑ６ ０９６
ｑ７ －４２７
ｑ８ ０１８
ｑ９ ０６４
ｑ１３ ０６９

桥墩

桥台

桥台

基础

ｑ４ Ｋｂｔ＝１１７，Ｋｂｍ＝１２８
ｑ５ ７
ｑ６ ０９７
ｑ７ －４３５
ｑ８ ０１８
ｑ９ ０７
ｑ１０ ０８５
ｑ４ Ｋｂｔ＝１１７，Ｋｂｍ＝１２８
ｑ５ ６
ｑ６ ０９７
ｑ７ －４３７
ｑ８ ０１９
ｑ９ ０６７
ｑ１１ ０８２
ｑ１２ ４

　　根据２１介绍的灰色关联系数计算过程，各构件
指标的灰色关联度系数见表５～６。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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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５　Ｇｒｅ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ｂｒｉｄｇｅ
ｄｅｇｒｅｅｔｙｐ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构件名称 预测指标 灰色关联度系数

主梁

跨中挠度 ０３６５
结构位移 ０３９１
横向联结 ０４００
混凝土强度 ０３４２
裂缝 ０３７４

上部一般结构

结构位移 ０４００
横向联结 ０４１３
混凝土强度 ０３４２
裂缝 ０３６９

桥面铺装 ０６１７

桥墩桥台

混凝土强度 ０３４２
裂缝 ０３６４

墩台位移 ０３７０

墩台基础

混凝土强度 ０３４２
裂缝 ０３５９
沉降 ０３７８

U

６　
HIi\TabOPdefg\Rh

Ｔａｂｌｅ６　Ｇｒｅｙ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ｆ
ｂｒｉｄｇｅｓｐｅｅｄｔｙｐ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ｘ

构件名称 预测指标 灰色关联度系数

主梁

保护层厚度 ０３５４
钢筋锈蚀 ０７１４
混凝土碳化 ０３４０
氯离子含量 ０５１５

上部一般结构

保护层厚度 ０３５４
钢筋锈蚀 ０７７４
混凝土碳化 ０３５５
氯离子含量 ０５８１

桥墩桥台

保护层厚度 ０３４９
钢筋锈蚀 ０７９４
混凝土碳化 ０３５５
氯离子含量 ０６２５

墩台基础

保护层厚度 ０３４９
钢筋锈蚀 ０７９９
混凝土碳化 ０３５６
氯离子含量 ０６０２
地基冲刷 ０３８４

５２　预测指标组合权重的确定
基于改进层次分析法确定主观权重时，通过发

放问卷的方式确定各构件指标的重要程度，发放对

象为桥梁的检测人员、加固人员、施工现场的技术

负责人等，对收集到的问卷结果进行整理统计，以

主梁程度型指标为例，有５个指标跨中挠度、结构
位移、横向联结、混凝土强度、裂缝，对其进行主

观排序，结果为混凝土强度 ＞裂缝 ＝横向联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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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中挠度 ＞结构位移，比较前后 ２个指标的重要
度关系，给与它们相对应的标度，则最后的判断

矩阵为：

Ｒ＝

１ １６ １６ １９２ ２３
１／１６ １ １ １２ １４４
１／１６ １ １ １２ １４４
１／１９２ １／１２ １／１２ １ １２
１／２３ １／１４４ １／１４４ １／

















１４４ １

此矩阵满足一致性要求，可以不用进行检验直

接进行权重的计算，根据式 （４）求出主梁各程度型
指标的权重为： ［跨中挠度，结构位移，横向联结，

混凝土强度，裂缝］ ＝ ［０１６３，０１３５，０１９５，
０３１２，０１９５］。

根据改进层次分析法确定的主观权重和反熵权

法确定的客观权重，分别求出他们的相对重要系数，

最后得出各构件的组合权重，结果见表７～８。
５３　桥梁剩余寿命预测

由式 （１０）得出各构件的评定结果为：
程度型预测指标：［主梁，上部一般构件，桥墩

桥 台，墩 台 基 础］ ＝ ［０３７１，０４１１，０３５６，
０３５９］；速度型预测指标： ［主梁，上部一般构件，
桥墩桥台，墩台基础］ ＝ ［０５０８，０５５２，０５４６，
０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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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７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ｂｒｉｄｇｅｄｅｇｒｅｅ
ｂａｓｅ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构件 预测指标 αｉ βｉ 组合权重

主梁

跨中挠度 ０４３６ ０５６４ ０１８８
结构位移 ０４４１ ０５５９ ０１５３
横向联结 ０４８６ ０５１４ ０１９９
混凝土强度 ０５４０ ０４６０ ０２８８
裂缝 ０５７２ ０４２８ ０１７２

上部一般

结构

结构位移 ０４９３ ０５０７ ０１７０
横向联结 ０５６２ ０４３８ ０１８１
混凝土强度 ０４４４ ０５５６ ０３２０
裂缝 ０５７０ ０４３０ ０１８０

桥面铺装 ０４６８ ０５３２ ０１４９

桥墩桥台

混凝土强度 ０４５９ ０５４１ ０４４７
裂缝 ０５７０ ０４３０ ０３０４

墩台位移 ０４８９ ０５１１ ０２４８

墩台基础

混凝土强度 ０３９４ ０６０６ ０３９５
裂缝 ０４９９ ０５０１ ０２４９

基础沉降 ０６１９ ０３８１ ０３５６

U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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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８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ｗｅｉｇｈｔｏｆｂｒｉｄｇｅｓｐｅｅｄ
ｂａｓｅ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构件 预测指标 αｉ βｉ 组合权重

主梁

保护层厚度 ０４６８ ０５３２ ０１７０
钢筋锈蚀 ０６４６ ０３５４ ０２６８
混凝土碳化 ０７１２ ０２８８ ０１８９
氯离子含量 ０２９７ ０７０３ ０３７３

上部一般

结构

保护层厚度 ０４８０ ０５２０ ０１４５
钢筋锈蚀 ０５８６ ０４１４ ０２８１
混凝土碳化 ０６３７ ０３６３ ０２２４
氯离子含量 ０３４６ ０６５４ ０３５０

桥墩桥台

保护层厚度 ０３３７ ０６６３ ０２２６
钢筋锈蚀 ０６４３ ０３５７ ０２６７
混凝土碳化 ０６０４ ０３９６ ０２２８
氯离子含量 ０４０８ ０５９２ ０２７９

墩台基础

保护层厚度 ０３１８ ０６８２ ０１９５
钢筋锈蚀 ０６６４ ０３３６ ０２５６
混凝土碳化 ０５２７ ０４７３ ０１７４
氯离子含量 ０４５３ ０５４７ ０２４４
地基冲刷 ０５０２ ０４９８ ０１３１

　　看出该桥梁各构件恶化程度最大的是上部一般
构件，其次分别为主梁、墩台基础和桥墩桥台，恶

化速度为上部一般构件最大，其次分别为桥墩桥台、

墩台基础和主梁，桥梁整体恶化情况见表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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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ｂｌｅ９　Ｏｖｅｒａｌｌ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ｂｒｉｄｇｅ

指标属性 关联系数
等效规范化的

关联系数

恶化程度

／％
恶化速度

／（％／年）
程度型 ０４４２３ ０３６９５ ３６９５
速度型 ０５１４２ ０５２７６ ０５２７６

　　根据所求得桥梁的恶化程度和恶化速度，将值
代入式 （１３）和 （１４）中，得出桥梁的恶化系数
α＝０５１４６、恶化指数β＝００３４９。再根据设定好的
结构寿命的终结标准将恶化系数和恶化指数带入式

（１５）中，最终得出Ｔ＝３２５１年。

６　结论

以钢筋混凝土桥梁的剩余寿命为研究对象，将

灰色关联和组合赋权相结合，预测桥梁的剩余寿命，

主要内容和结论如下：

（１）结合现行标准和影响钢筋混凝土桥梁剩余
寿命的影响因素，建立桥梁剩余寿命预测指标体系，

将指标分为程度型指标和速度型指标，通过程度型

指标最后可得出结构的恶化程度，速度型指标可以

得出结构的恶化速度，将灰色关联和组合赋权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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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由指标的关联系数得到构件的关联度，最终得

到桥梁整体的关联系数，进而得到整体的恶化速度

和恶化系数，最后根据恶化指数和恶化系数得出桥

梁的剩余寿命。

（２）将建立的桥梁剩余寿命预测模型应用到实
例中，预测出桥梁的剩余寿命，并且结果与实际情

况相符，表明所建立的桥梁剩余寿命预测模型切实

可行，为预测桥梁剩余寿命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３）主要研究桥梁结构性损伤造成的剩余寿命
变化的问题，对于环境因素，车辆荷载等因素并未

考虑进去，如何将这些因素的变化考虑进去，使桥梁

剩余寿命预测模型更加全面完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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