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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冻区 ＣＲＴＳ Ｉ 型无砟轨道不平顺规律及受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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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讨路基冻胀变形对轨道不平顺及结构受力的影响规律，基于 ＡＮＳＹＳ 有限单元分析方法，以哈大高速铁路冻胀区

路基段为研究基础，建立了考虑限位凸台、凝胶树脂及层间粘结接触特征的 ＣＲＴＳ Ｉ 型板式无砟轨道－路基冻胀冻融耦合精细

化有限元模型． 在此基础上，探讨局部冻胀区路基冻胀变形发生位置、不同冻胀波长及幅值对无砟轨道结构的影响，分析了短

波冻胀下轨道不平顺、层间离缝特性与静力学性能． 结果表明：短波冻胀时无砟轨道结构不平顺范围、变形、离缝、受力等各项

指标均随冻胀波长的减小、冻胀峰值的增加而增大；冻胀发生于底座板板中时对轨道结构受力影响最大，冻胀发生于底座板

伸缩缝时对轨道结构变形离缝影响最大；相对于轨道板结构，底座板承受拉应力最大，冻胀发生于底座板板中时结构受力影

响更大；在轨道结构抗拉强度方面，底座板为限制结构，建议冻胀检修限值的波长为 １０ ｍ、峰值为 ５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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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季节性冻土区域而言，冻胀和融沉是导致

线路质量不良、影响高速铁路运行品质的关键因

素［１－３］ ． 根据沈阳铁路局检测所提供的“第 ６ 期冻害

监测工作日志”冻胀调研资料［４］，哈大高速铁路路

基 ２８１ ６７０ 测点中，７６％均存在冻胀现象，其中竖向

变形为 ５～１０ ｍｍ 占 ２１．９％，竖向变形为 １０ ～ １５ ｍｍ
的占 ３．７％，０．４９％测点冻胀竖向变形超过 １５ ｍｍ． 在
高速列车循环动载下，冻胀区路基高低不平顺快速

传递至上层无砟轨道结构，导致轨道板与砂浆层、底
座板与基床表层之间产生离缝，甚至粘结强度的完

全丧失，直接影响轨道平顺性与受荷能力． 此外，高
寒环境中，混凝土底座板和砂浆层在反复冻融循环

作用下耐久性大大降低［５－７］，材料性能折减导致轨



道结构受力不均并产生裂纹与疲劳损伤． 研究冻胀

冻融条件下轨道结构的变形与力学性能具有重要意

义． 国内外学者针对严寒地区高速铁路无砟轨道路

基冻胀作用规律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文献

［８－９］通过研究路基冻胀变形下无砟轨道力学响应

提出了合理的路基冻胀控制标准；文献［１０］通过动

态有限元分析论述了冻胀作用下轨道结构静动力学

特性；文献［１１－１２］通过砂浆粘结试验进行了轨道

结构层内聚力变化规律与变形特征分析；文献［１３］
通过施加外部行车激励分析了冻胀效应下轨道几何

不平顺对结构动力响应特征；文献［１４］通过混凝土

力学性能试验提出了季冻地区路基填料改良与保温

措施；文献［１５］基于有限单元法，分析了 Ｉ 型轨道板

端部与砂浆层间的离缝工况对车辆－轨道系统力学

性能的影响，对于底座板与基床表层离缝予以简化，
弱化了整体离缝效应． 文献 ［ １６］ 基于 ＡＮＳＹＳ ＋
ＳＩＭＰＡＣＫ，建立了车辆－无砟轨道刚柔耦合动力学

分析模型，分析了不同冻胀波长及幅值对车辆－轨
道系统的轮轨动力响应． 鉴于 ＣＲＴＳ Ｉ 型板式无砟轨

道的特殊结构与传荷性能，对路基冻胀下轨道结构

变形规律与力学性能研究仍相对较少，层间离缝脱

空机理仍不明确．
本文利用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分析软件，以哈大线冻

胀区路基段 ＣＲＴＳ Ｉ 型板式无砟轨道为研究对象，建
立了考虑限位凸台、凝胶树脂及层间粘结接触特征

的无砟轨道－路基空间耦合有限元模型，在此基础

上，探讨局部冻胀区冻胀作用位置、冻胀峰值、冻胀

波长对轨道结构的影响，分析了短波冻胀下轨道结

构离缝变形不平顺规律与静力学特性．

１　 ＣＲＴＳⅠ型板式无砟轨道－路基计算模型

１．１　 有限元模型

ＣＲＴＳ Ｉ 型板式无砟轨道主要由钢轨、ＷＪ－７ 无

挡肩扣件系统、轨道板、砂浆垫层、凸型挡台、环形凝

胶树脂以及底座板和基床构成［１７］，横断面详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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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ＣＲＴＳⅠ型板式无砟轨道横断面构造（ｍｍ）
Ｆｉｇ．１　 Ｃｒｏｓ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ＴＳ Ｉ ｂａｌｌａｓｔｌｅｓｓ ｔｒａｃｋ （ｍｍ）

　 　 钢轨型号为 ＣＨＮ６０ 轨，视为“Ｅｕｌａｒ 梁”，采用

Ｂｅａｍ１８８ 梁单元模拟，扣件采用 Ｃｏｍｂｉｎ１４ 线性弹簧

单元和 Ｃｏｍｂｉｎ３９ 非线性弹簧单元分别模拟横、垂向

扣件刚度与纵向刚度． 轨道板、砂浆层、凸型挡台、
环形树脂、底座板以及基床均采用具有大变形能力

的 Ｓｏｌｉｄ４５ 实体单元模拟． 轨道模型基于 ５ ｍ ×
２．４ ｍ×０．１９ ｍ 预制单元轨道板拼装组合，相邻单元

板轨缝为 ０．０７ ｍ，端部限位挡台采用半圆形规格．
工程实际中，高寒地区混凝土底座板每隔 ３ 块轨道

板设置一条伸缩缝，伸缩缝宽度取 ０．０７ ｍ． 考虑限

位凸台、凝胶树脂及层间接触关系，建立的 ＣＲＴＳ Ｉ
型板式无砟轨道空间仿真模型如图 ２ 所示．

图 ２　 ＣＲＴＳⅠ型板式无砟轨道－路基空间有限元模型

Ｆｉｇ．２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ＣＲＴＳ Ｉ ｂａｌｌａｓｔｌｅｓｓ ｔｒａｃｋ
　 　 扣件系统采用 ＷＪ－７Ｂ 型扣件，纵向刚度按照

１８ ７５０ Ｎ ／ ０．６２５ ｍ 设置，横向刚度为 ３×１０７ Ｎ ／ ｍ，垂
向刚度为 ５ × １０７ Ｎ ／ ｍ，不计阻尼［１７］，布置间距为

０．６２５ ｍ． 相关参数设置见表 １．
表 １　 轨道结构参数

Ｔａｂ．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结构 泊松比 弹性模量 ／ ＧＰａ 密度 ／ （ｋｇ·ｍ－３） 备注

钢轨 ０．３ ２１０．０ ７ ８００ ＣＨＮ６０ 轨

轨道板 ０．２ ３６．０ ２ ５００ Ｃ６０ 混凝土

凸型挡台 ０．２ ３３．０ ２ ５００ Ｃ４０ 混凝土

环形树脂 — ０．０２ １ １００ 优异粘结性能

砂浆层 ０．１５ ０．３０ ２ ０００ 低温敏感

底座板 ０．２ ３３．０ ２ ５００ Ｃ４０ 混凝土

基床表层 — ０．１２ ２ ０００
面刚度为

７６ ＭＰａ·ｍ－１

１．２　 接触定义、边界条件与荷载约束

研究路基冻融冻胀对无砟轨道作用规律时，需
要考虑轨道板与砂浆层、底座板与基床表层的相对

位移，即离缝产生机理． 对轨道整体结构进行共节

点耦合，轨道板与砂浆间、轨道板与端部挡台和树脂

间以及底座板与基床表层间均采用 Ｔａｒｇｅｔ１７０ 单元

模拟 ３Ｄ 刚性“目标”面，Ｃｏｎｔａｃｔ１７４ 单元模拟 ３Ｄ 柔

性“接触”面，通过设置可分离式“接触对”模拟实际

面－面接触［１８］，所有接触面摩擦系数取为 ０．５，即于

接触面间传递法向力，通过产生相对滑移来模拟离

缝的产生与发展．
冻胀结果可通过基床表层与底座板接触界面变

形曲线来表征． 基于此，在计算中均以此界面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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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向边界条件，将冻胀波作为输入条件． 采用余弦

波来模拟路基冻胀基本波形，如图 ３ 所示．

z

f0

l0z0

y

O

图 ３　 余弦型路基不均匀冻胀曲线

Ｆｉｇ．３　 Ｃｏｓｉｎｅ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ｕｎｅｖｅｎ ｓｕｂｇｒａｄｅ ｆｒｏｓｔ ｈｅａｖｉｎｇ

　 　 冻胀曲线描述函数为

ｙ ＝
ｆ０
２ １ － ｃｏｓ

２π ｚ － ｚ０( )

ｌ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１）

式中： ｆ０ 为冻胀幅值，ｚ为冻胀发生位置，ｚ０ 为冻胀起

始位置，ｌ０ 为冻胀波长．
考虑重力作用下累计变形效应，在进行模态响

应后，针对路基底部施加全约束并进行结构地应力

预平衡，对钢轨两端进行全约束以模拟无缝线路，对
基床、底座板端部进行约束，侧向释放自由度．

按照图 ４ 所示分别将基床表层局部冻胀变形加

载于底座板板中（位置 ａ）、板缝（位置 ｂ） 处．

轨道板
砂浆层
底座板

基床表层
余弦形变

图 ４　 路基冻胀波作用位置

Ｆｉｇ．４　 Ｓｕｂｇｒａｄｅ ｆｒｏｓｔ ｈｅａｖ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２　 路基冻胀基本规律及验证

基于 ＡＮＳＹＳ 有限元模型，计算得到冻胀波长为

１５ ｍ、峰值为 １５ ｍｍ 工况下无砟轨道结构变形示意

图如图 ５ 所示，其中轨道板、底座板结构在与基床形

变的互制作用下均发生上拱变形，中心处最大．

图 ５　 路基冻胀作用下无砟轨道结构变形示意图

Ｆｉｇ．５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ｌｌａｓｔｌｅｓｓ ｔｒａｃｋ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ｂｇｒａｄｅ ｆｒｏｓｔ ｈｅａｖｉｎｇ

　 　 结合图 ４ 加载方式，路基冻胀对轨道结构的垂

向形变作用规律如图 ６ 所示． 当路基冻胀发生在位

置 ａ 时，底座板结构会产生一定的跟随性变形，考虑

到结构本身具有一定的抗弯刚度，在与基床表层的

互制作用下，二者会在冻胀波波脚处产生离缝；在冻

胀波峰正上方，轨道板结构与砂浆层、底座板发生明

显的分离现象，轨道板端部离缝量达到最大，两侧轨

道板与底座板接触状态则较为良好．

限位挡台 钢轨
轨道板

底座板

离缝

离缝

（ａ）板中位置 ａ 冻胀

离缝

离缝

限位挡台 离缝 钢轨 轨道板
底座板

（ｂ）板缝位置 ｂ 冻胀

图 ６　 路基冻胀作用对无砟轨道结构上拱变形影响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ｂｇｒａｄｅ ｆｒｏｓｔ
ｈｅａｖｉｎｇ ｏｎ ａｒｃｈ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ｌｌａｓｔｌｅｓｓ ｔｒａｃｋ

　 　 对比位置 ｂ 与位置 ａ 冻胀作用差异性， 底座板

在冻胀峰值（伸缩缝）处发生翘曲变形，在波脚处产

生离缝变形，但作用范围小于作用于位置 ａ 时；值得

注意的是，中心凸型挡台处，轨道板、底座板结构均

发生一定的分离现象，产生微量离缝，限位传荷能力

较差． 冻胀波峰两侧轨道板结构与砂浆层、底座板

粘结良好，而在波脚处发生分离，离缝量较大． 图 ７
为哈大线现场实测轨道板与砂浆层脱空离缝现象，
结合图 ６ 及离缝产生机理，初步验证本模型具有一

定可靠性．

（ａ）板中冻胀　 　 　 　 　 　 　 （ｂ）板缝冻胀

图 ７　 现场实测轨道板与砂浆层离缝

Ｆｉｇ．７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ｃｋ ｓｌａｂ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ｒ ｌａｙｅｒ

　 　 针对冻胀波长为 ２０ ｍ、冻胀峰值为 ２０ ｍｍ 无砟

轨道，本文通过仿真分析得到无砟轨道结构变形与

静力学特性，并与文献［８－９，１２］进行对比，结果见

表 ２． 其中，板中冻胀指冻胀发生在底座板中部，板
缝冻胀指发生在底座板伸缩缝处． 表中 Ｌｒ 为钢轨位

移、Ｐ ｔ 为轨道板拉应力、Ｐｂ 为底座板拉应力、Ｄｔ －ｍ 为

轨道板 － 砂浆层离缝、Ｄｂ－ｓ 为底座板 － 基床离缝、Ｌｆ

为底座板离缝量最大值位置相对路基冻胀中心距

离，“—” 表示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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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模型计算数据结果

Ｔａｂ．２　 Ｍｏｄｅｌ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工况 数据源
Ｌｒ ／
ｍｍ

Ｐｔ ／
ＭＰａ

Ｐｂ ／
ＭＰａ

Ｄｔ－ｍ ／
ｍｍ

Ｄｂ－ｓ ／
ｍｍ

Ｌｆ ／
ｍ

本文 １９．９４ １．７６ ２．９５ ０．７２ ２．２３ ８．１

板中冻胀
文献［８］ １９．９８ １．８２ ２．８３ ０．７８ ２．１２ —

文献［９］ １９．９６ １．９４ ３．０５ — ２．２７ ８．４

文献［１２］ ２０．０６ １．８９ — — ２．２５ —

本文 ２０．６３ ０．６８ ３．６５ ０．５２ ０．９２ —

板缝冻胀
文献［８］ ２０．７１ — — ０．４８ ０．８９ ７．８

文献［９］ ２０．９８ ０．６９ ３．３９ — ０．９８ ７．３

文献［１２］ — — — — — —

　 　 从表 ２ 可以看到，由于对比算例中部分参数难

以获取，本文计算结果与文献有一定差异性，但基本

规律较为吻合，可认为本文建立的三维实体有限元

耦合冻胀模型可用．

３　 路基冻胀对轨道不平顺的影响

根据沈阳铁路局冻胀监测结果，哈大高铁基床

表层冻胀峰值见表 ３［４］ ．
表 ３　 哈大高速铁路路基变形量监测结果［４］

Ｔａｂ． 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ｏｆ ｓｕｂｇｒａｄ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ａｒｂｉｎ⁃
Ｄａｌｉａｎ ｈｉｇｈ⁃ｓｐｅｅｄ ｒａｉｌｗａｙ［４］

类型 测点总数
不同冻胀峰值的测点数

０～５ ｍｍ ５～１０ ｍｍ １０～１５ ｍｍ ≥１５ ｍｍ

路堤 １７９ ８４４ ９９ ４１０ ２６ ８３０ ３ ２８０ １１３

路堑 １０１ ８２６ ５９ ０２６ ２０ ２３０ ４ ４６０ ９３９

　 　 基于相同季冻区研究对象与相似工程条件、地
质条件，结合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度哈

大高速铁路路基冻胀静态检测数据［１０］，在计算路基

冻胀对 ＣＲＴＳ Ｉ 型板式无砟轨道的影响时，考虑短波

冻胀较不利工况，路基冻胀波长及冻胀峰值的取值：
冻胀波长取值分别为 ５、１０、１５ ｍ；冻胀峰值取值分

别为 ５、８、１５ ｍｍ．
根据工程实际，路基冻胀峰值一般发生在底座

板板中和底座板伸缩缝位置处． 因此，将路基冻胀

峰值分别加载至底座板板中和底座板伸缩缝位置

处． 考虑加载工况，在不影响分析精度的情况下，视
加载工况分别建立 ４５．５６、６０．７７ ｍ 纵向长度 ＣＲＴＳ Ｉ
型板式无砟轨道－路基冻胀模型．
３．１　 路基冻胀－轨道不平顺的传递规律

考虑路基冻胀峰值较不利工况，其在 ５ ～ １０ ｍｍ
之间占比较大，此处设置冻胀波峰 ８ ｍｍ，冻胀波长

与轨道结构各层垂向位移关系如图 ８ 所示．
　 　 由图 ８ 可以看出：在路基冻胀变形下，轨道自上

而下的不平顺传递特性与局部冻胀发生位置有关．

当冻胀发生于位置 ａ 时，轨道不平顺最大值与冻胀

峰值较为接近，无畸形形变；当冻胀发生在位置 ｂ
时，冻胀变形将会导致轨道不平顺在冻胀中心处的

增大，增幅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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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位置 ｂ， 波长 １０ ｍ　 　 　 　 （ ｆ）位置 ｂ， 波长 １５ ｍ

图 ８　 冻胀波长与轨道结构层竖向变形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ｒｏｓｔ ｈｅａｖｉｎｇ ｗａｖｅｌｅｎｇｔｈ ａｎｄ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ｃ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轨道不平顺传递规律受路基冻胀波长影响较

大． 随着波长的增加，轨道纵向不平顺与冻胀波形

趋于协调一致． 在冻胀波长较小时，轨道不平顺波

长要大于局部冻胀波长，随冻胀波长的增加，二者趋

向一致． 轨道板与砂浆层之间及底座板与基床表层

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 结合图 ６，这将导致单元轨道

板的变形翘曲及底座板下离缝． 随着冻胀波长的增

大，轨道结构变形将会与基床变形相协调． 当高速

铁路路基发生冻胀变形时会对无砟轨道结构产生一

定范围的影响，不同路基冻胀工况下轨道结构变形

影响范围见表 ４．
　 　 由表 ４ 可以得到：当冻胀发生于位置 ａ （板中冻

胀）时，冻胀波长在 １５ ｍ 以内，冻胀变形均发生在 １
块底座板正下方，波长与峰值的影响有限，轨道结构

变形受影响范围基本限定在底座板长度范围内． 当

路基冻胀发生于位置 ｂ （板缝冻胀）时，冻胀对轨道

结构变形的影响范围呈现出与冻胀波长、峰值十分

紧密的关系． 轨道结构变形受影响范围随波长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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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增加均在增大． 当冻胀峰值小于 ８ ｍｍ，板缝冻

胀对轨道结构变形影响范围小于板中冻胀情况；峰
值大于 ８ ｍｍ 后，呈现出相反的规律． 因此，短波冻

胀作用下大波峰时板缝冻胀对轨道结构变形范围呈

现更加显著的影响．

表 ４　 冻胀对轨道结构变形影响长度

Ｔａｂ．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ｒａｃ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ｆｒｏｓｔ
ｈｅａｖｉｎｇ

工况 波长 ／ ｍ
不同冻胀峰值的轨道变形影响长度 ／ ｍ

５ ｍｍ ８ ｍｍ １５ ｍｍ

５ １３．８ １４．２ １４．８

板中冻胀 １０ １４．３ １４．４ １４．９

１５ １４．６ １４．７ １４．９

５ １１．１ １３．２ １５．８

板缝冻胀 １０ １３．３ １５．５ １７．７

１５ １５．２ １７．４ １９．２

３．２　 轨道板与砂浆层离缝规律

路基的冻胀拱起将导致轨道板脱空、砂浆层离

缝． 考虑砂浆粘结强度衰减，轨道板刚度保持不变，
分析不同冻胀峰值对轨道板－砂浆层离缝影响，如
图 ９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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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不同冻胀峰值对轨道板－砂浆层离缝影响

Ｆｉｇ． ９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ｒｏｓｔ ｈｅａｖｉｎｇ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ａｃｋ ｓｌａｂ ａｎｄ ｍｏｒｔａｒ ｌａｙｅｒ

　 　 由图 ９ 中可以看出：轨道板下离缝量沿纵向渐

增，靠近冻胀中心逐渐减小，总体呈“Ｍ”型，近似对

称分布，冻胀中心不发生离析现象． 固定冻胀波长

情况下，随着冻胀峰值的增加，层间离缝量显著增

加，呈放大趋势，冻胀峰值对离缝具有显著影响． 冻

胀发生在位置 ａ 时，离缝最大值相距 ５ ｍ，即单块轨

道板的长度，由此可见，冻胀发生在板中时，冻胀峰

值处轨道板两端部产生最大翘曲离缝，从而验证了

图 ６（ａ）中轨道结构的变形规律． 与位置 ａ 不同，冻
胀发生在位置 ｂ 时，由于凸型挡台、环形树脂具有一

定粘结能力，冻胀中心处离缝量发生随机骤变，但在

中心处依然产生约 ０．５ ｍｍ 离缝，与图 ６（ｂ）相一致．
冻胀波长 ５ ｍ 时最大离缝发生在距冻胀中心 ４ ｍ 左

右，且波长增加，相对距离随之增加． 不同冻胀波长

下，随着波长的增加，离缝量减小明显，对应冻胀位

置 ａ、位置 ｂ 降幅分别为 ４６．２％、４８．７％，短波冻胀下

冻胀波长增大对离缝现象的减缓有显著贡献．
３．３　 底座板与基床表层离缝规律

路基冻胀区结构离缝是主要整治关注对象，底座

板与基床表层之间的离缝一方面增加了无缝线路轨

道结构的不稳定性，加大低温环境轨道结构发生上拱

的几率；另一方面，冻胀作用下层间使粘结性能向恶

性发展，影响行车舒适性和轨道耐久性． 不同路基冻

胀峰值对底座板－路基离缝影响如图 １０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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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不同冻胀峰值对底座板－基床表层离缝影响

Ｆｉｇ．１０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ｒｏｓｔ ｈｅａｖｉｎｇ 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ｓｅｐ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ｇ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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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图 １０ 可知，各冻胀变形工况下底座板与基床

表层产生不同程度的离缝现象． 表 ５ 列举出冻胀各

工况下底座板和路基之间的离缝量最大值．

表 ５　 冻胀变形下底座板与路基离缝量最大值

Ｔａｂ． ５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ａｓｅｐｌ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ｇｒａｄｅ ｕｎｄｅｒ ｆｒｏｓｔ ｈｅａｖｉｎｇ

工况 波长 ／ ｍ
不同冻胀峰值的最大离缝量 ／ ｍｍ

５ ｍｍ ８ ｍｍ １５ ｍｍ

５ ４．１１ ６．５６ １２．３１

板中冻胀 １０ ２．６８ ４．２６ ７．９９

１５ １．１２ １．７７ ３．３２

５ ３．４１ ６．１１ １１．１９

板缝冻胀 １０ ２．５１ ４．１２ ７．５２

１５ １．３３ ２．２１ ４．３２

　 　 根据图 １０，对比表 ５ 中离缝量最大值 ｆｍａｘ 可知：
冻胀波长一定时，随着冻胀峰值的增加离缝量显著

增大，脱空现象加剧；冻胀峰值一定时，随着冻胀波

长的增大，路基变形曲率越来越小，曲线平缓，底座

板与路基之间离缝量大幅减小． 以上分析说明冻胀

波长越小、峰值越大，无砟轨道脱空现象越严重． 相

对于板中冻胀（位置 ａ） 而言，板缝冻胀（位置 ｂ） 时

不同波长下最大离缝量增幅均大于其对应始末峰值

增幅，且随波长的增加底座板伸缩缝处发展离缝，离
缝量不断增大． 板缝冻胀对底座板离缝现象具有更

加显著的影响．
３．４　 底座板下离缝纵向位置分布规律

为充分研究底座板离缝开展规律，分别统计路

基冻胀变形各情况下底座板离缝量最大值位置相对

路基冻胀中心距离，见表 ６． 其中， Ｌｆ 为底座板离缝

量最大值位置相对路基冻胀中心距离，Ｌ０ 为路基冻

胀波长．

表 ６　 离缝量最大值位置相对路基冻胀中心距离

Ｔａｂ．６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ｃｒ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ｓｕｂｇｒａｄｅ ｆｒｏｓｔ ｈｅａｖｉｎｇ

工况 波长 ／ ｍ Ｌｆ ／ Ｌ０

不同冻胀峰值的相对中心距离 ／ ｍ

５ ｍｍ ８ ｍｍ １５ ｍｍ

５ ０．４６ ４．１１ ６．５６ １２．３１

板中冻胀 １０ ０．３８ ２．６８ ４．２６ ７．９９

１５ ０．３５ １．１２ １．７７ ３．３２

５ ０．４４ ３．４１ ６．１１ １１．１９

板缝冻胀 １０ ０．４１ ２．５１ ４．１２ ７．５２

１５ ０．４３ １．３３ ２．２１ ４．３２

　 　 根据表 ６ 统计可以看到，冻胀波长一定时，底座

板与路基离缝最大值位置 Ｌｆ 基本一致，与冻胀波作

用位置、冻胀峰值均没有相关性；冻胀峰值一定时，
随冻胀波长增加，Ｌｆ 显著增大，波长影响巨大． 另外，
相较于板中冻胀，板缝冻胀时 Ｌｆ 更大，这与表 ４分析

的结果“板缝冻胀对轨道结构变形范围呈现更加显

著的影响” 相契合．

４　 路基冻胀对轨道结构受力的影响

受路基冻胀下基床表层局部上拱的影响，底座

板与轨道板结构均要产生受迫性弯曲变形，纵向受

力较复杂，图 １１ 为冻胀波长为 １０ ｍ、冻胀峰值为

８ ｍｍ下轨道结构纵向应力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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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轨道结构层纵向应力分布规律

Ｆｉｇ．１１　 Ｌｏｎｇｉｔｕｄｉｎ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ｃ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在图 １１ 中可见， 在板中冻胀（位置 ａ） 时，冻胀

中心区域轨道板与底座板上表面受最大拉应力，在
冻胀波脚处受到最大弯矩与压应力； 在板缝冻胀

（位置 ｂ） 时，伸缩缝两侧底座板端部上表面受到最

大弯矩与拉应力，在冻胀波脚处受最大压应力． 相

对于轨道板，由于底座板直接承受基床上拱影响，其
最大拉应力也最大；相对于板缝冻胀，冻胀发生于底

座板板中时结构受力更显著，影响最大．
相比结构所受到的压应力，无砟轨道混凝土结

构受拉应力影响更为显著，表 ７、８ 给出各冻胀情况

下轨道板、底座板拉应力最大值．

表 ７　 轨道板最大拉应力

Ｔａｂ．７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ｃｋ ｓｌａｂ

工况 波长 ／ ｍ
不同冻胀峰值的轨道板最大拉应力 ／ ＭＰａ

５ ｍｍ ８ ｍｍ １５ ｍｍ

５ ２．７５ ４．１１ ５．４３

板中冻胀 １０ ２．４３ ２．６２ ４．７１

１５ １．７３ ２．４２ ３．５３

５ ０．６５ ０．９８ １．３４

板缝冻胀 １０ ０．５３ ０．７８ ０．９４

１５ ０．３７ ０．５５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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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底座板最大拉应力

Ｔａｂ．８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ｔｅｎｓｉ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ｆ ｂａｓｅｐｌａｔｅ

工况 波长 ／ ｍ
不同冻胀峰值的底座板最大拉应力 ／ ＭＰａ

５ ｍｍ ８ ｍｍ １５ ｍｍ

５ ２．９３ ４．９７ ５．６４

板中冻胀 １０ ２．２２ ３．５１ ４．５６

１５ １．８７ ２．７１ ３．７８

５ １．５４ ２．３３ ３．６７

板缝冻胀 １０ １．４３ ２．１２ ３．６１

１５ １．２７ １．９３ ３．４９

　 　 由表 ７、８ 中可以看到，轨道板与底座板结构最

大拉应力随冻胀变形的规律是一致的，均随冻胀峰

值的增加而增大，随冻胀波长的增大而迅速衰减，且
底座板所受拉应力均大于轨道板． 在冻胀波长较

小、峰值较大的情况下，轨道板和底座板的最大拉应

力都出现高于混凝土材料抗拉强度的现象，表明路

基短波冻胀变形对底座板伤损影响最大，故在严寒

地区需强化底座板的设计．
以上对短波冻胀变形一系列的计算结果表明，

路基冻胀对轨道结构变形、静力学性能的影响非常

显著． 在冻胀波长较小时，不仅引起轨道板－砂浆

层、底座板－基床表层较大的离缝量，还会引起混凝

土轨道板和底座板较大的拉应力，导致轨道板和底

座板悬吊情况下行车动力效应的放大、孔隙水的浸

入以及 ＣＲＴＳ Ｉ 型无砟轨道结构的进一步伤损恶化，
从而对路基不均匀冻胀控制提出了更高的理论要求

与工程监测．

５　 结　 论

１）冻胀由路基传递至无砟轨道结构，轨道受迫

不平顺与冻胀波形基本一致． 短波冻胀下，无砟轨

道结构变形、离缝及受力均随冻胀波长的减小、冻胀

峰值的增加而增大．
２）无砟轨道不平顺特性与冻胀位置有关． 底座

板板中冻胀时，轨道变形极值与冻胀峰值接近，轨道

结构不平顺影响范围基本限定在底座板长度内；底
座板板缝冻胀时，轨道变形在冻胀中心处有明显增

大，结构变形范围随波长、峰值的增加均在增大．
３）冻胀峰值对轨道结构层间离缝具有显著影

响，冻胀波长增大对离缝现象的减缓有显著贡献．
另外，随冻胀波长增加，离缝量最大值位置相对路基

冻胀中心距离显著增大，冻胀发生于底座板伸缩缝

时离缝影响更大．
４）冻胀中心轨道板与底座板上表面受最大拉

应力，在冻胀波脚处受最大压应力． 相对轨道板，底
座板承受更大拉应力． 底座板板中冻胀时结构受力

更大． 冻胀波长较小、峰值较大时，轨道板、底座板

抗拉强度不足，冻胀变形对底座板损伤最大．
５）从轨道结构变形、离缝大小角度考虑，冻胀

作用最不利情况为底座板伸缩缝冻胀． 从轨道结构

强度、静力学特性角度考虑，冻胀作用最不利情况为

底座板板中冻胀． 建议冻胀检修限值为波长 １０ ｍ、
峰值 ５ 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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