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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广大群众对精神文化

生活的需求也不断提高。城市桥梁作为服务于经济

社会的公益性建筑，既满足交通便利需求，又承载艺

术审美需求。而在造型各异的众多桥型中，拱桥以

其独特的结构、优美的线型、悠远的意境、便捷的施

工备受青睐，在我国古代得到长足发展和广泛应用，

其中建于晋代的绍兴光相桥、隋朝的赵县赵州桥、唐

朝的苏州宝带桥、北宋的星子县观音桥、金代的北京

卢沟桥、清代的颐和园十七孔桥及扬州五亭桥等，都

是我国拱桥发展史上的杰作。在古代，拱桥材料多

以石材为主，使其建设位置、跨径布置、跨越能力受

到相当的限制；随着钢材、混凝土等建筑材料的出

现，以及施工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刘洪进、杨

士金、蒋启平等众多学者对拱桥结构体系、材料运

用、景观构思等方面的进一步研究，使得拱桥在形

式、跨度以及景观结合应用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

展。现结合泃河飞虹五孔人行景观桥的设计，在充

分考虑实用功能的基础上，同步考虑景观需求，跨径

布置采用“黄金分割”原理进行分孔；结构设计采用

T构与拱圈协同受力，减少了拱圈受力及拱脚处的

水平推力；并通过装饰性侧墙外挂细料石材等措施，

体现了桥的建筑特色，实现了现代建筑材料、结构形

式、施工方法与古典风格的结合，继承和创新了拱桥

的发展及应用，可为同类桥梁的设计提供参考。

1.桥梁结构设计

泃河飞虹桥位于河北省三河市内，北靠人民公

园，南临世纪花苑居民区，跨越泃河，桥梁全长 91
m，桥面宽度为 7 m，横向布置为 0.5 m栏杆+2 m人行

踏步+2 m坡道+2 m人行踏步+0.5 m栏杆，桥面无横

坡，纵向坡比为 1∶6.888。如图 1所示，全桥共分 5
孔，结构形式采用板拱，拱圈材料采用钢筋混凝土，

从中跨到边跨跨径近似按“黄金分割”比例布置，跨

径布置为 8.4 m+13.6 m+22 m+13.6 m+8.4 m，跨径 22
m拱圈厚度为 1.1 m，跨径 13.6 m拱圈厚度为 0.8 m，

跨径 9 m拱圈厚度为 0.6 m。因实腹式拱桥会增加

拱圈自身受力和拱脚处水平推力，且填料施工振捣

不密实易产生面层破坏、积水等病害，故此设计采用

拱脚处设立墙并与桥面板现浇成 T形刚构，T形刚构

根部支承于拱圈上，全桥共布置 7个 T形刚构，把一

部分竖向力直接通过 T构传给拱座或基础，从而大

大减少了主拱圈自身的受力及拱脚处水平推力；桥

梁施工采用现场浇筑方式，施工方便，质量容易得到

保证，结构整体性好。立墙厚度为 0.8 m，桥面板厚

0.5 m，为满足泃河岸边人行要求，在桥台内侧设置人

行通道，顶部设置为弧形与中跨圆弧拱呼应。同时

对桥梁位置处的河道人行栏杆采用大理石栏杆结构

形式，与桥梁总体的建筑风格保持一致。

此桥场地地质以细砂、粉质黏土为主，适合于钻

孔灌注桩基础，设计采用实体式拱座，承台接群桩基

础。其中，桥墩拱座尺寸为 7.5 m×3.1 m×4.5 m（长×
宽×高），桥台拱座尺寸为 7.5 m×2.5 m×1.5 m（长×宽×
高），桥墩承台尺寸为 4.65 m×8.5 m×2.5 m（长×宽×
高），桥台承台尺寸为 10 m×8.5 m×2.5 m（长×宽×高），

桩径 1 m，桥台处布置 9根，桥墩处布置 6根，全桥共

42根，所有桩基均按摩擦桩设计。

图 1 桥梁纵立面图 单位：cm

2.桥梁艺术表现

2.1艺术造型选择

拱桥具备固有的曲线美，在形态上兼容了人文

景观与自然景观协调美的特性，而古典拱桥又具有

自然的色泽和质感，采用多孔布置，既形成了“小桥、

流水、人家”的特色，又与人民公园、世纪花苑等周边

环境协调。在设计过程中，考虑了艺术中普遍使用

的手法刚柔、虚实、疏密、抑扬等，并进行了生动和谐

的安排，充分展现了艺术的节奏和韵律。桥梁正面

的阳刚与侧面的阴柔紧密呼应，T形刚构及拱圈受力

为实，侧墙装饰石材为虚，主跨的拱为实与人行通道

多孔景观拱桥结构设计与建筑艺术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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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泃河飞虹五孔人行景观拱桥为工程背景，研究多孔景观拱桥的跨径布置、结构设计、整体

装饰、色彩搭配及灯光照明等，实现桥梁结构设计与建筑艺术表现有机融合，既保障工程实用功能，又体现

工程美学功用，使古典拱桥得以创新应用，实现水工程与水文化的有机结合，为类似多孔人行景观拱桥设

计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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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的拱为虚，桥孔本身与水中的倒影相合成圆，虚实

结合；桥跨的有张有敛，给人有疏有密的感觉，整座

桥视线有起有落，有滞有流，抑扬顿挫，错落有致；桥

面的曲折，纵向的陡坡及富有节奏感的踏步，主拱圈

的陡与人行通道顶的缓，给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

头”的感觉。

2.2装饰设计和色彩运用

在设计过程中，结构构件的装饰与色彩的搭配

起着不容忽视的烘云托月的作用，装饰部位有主拱

圈、栏杆、柱头、拱圈侧墙等，并配置不同的颜色以突

出层次感。为能充分体现桥梁的白天和夜晚效果，

设计时以白色和灰色等中间色为主，为突出主拱圈

的外形，主拱圈部分采用汉白玉饰面，在最大跨拱圈

顶部刻“泃水飞虹”四个红字；在主拱圈侧面外缘浇

筑混凝土装饰侧墙，在侧墙交错布置灰色的料石饰

面，体现了拱桥的古香古色。栏杆采用汉白玉栏杆，

石栏板雕刻有各式花卉图案，柱头上圆雕刻莲蓬。

灰色料石、汉白玉饰面、桥面板饰面和栏杆地袱料石

大小、色彩各异、错落有致，富有层次感。

2.3灯光照明

灯光照明对桥梁功能的实现及景观提升有重要

作用，为突出拱圈效果，在最大跨两侧拱脚位置共布

置 6盏射灯，其余跨两侧拱脚位置共布置 4盏射灯。

夜晚，白色拱圈在射灯的照射下通过反射与水中倒

影相合成圆，产生美好夜间景象。

2.4现代与古典结合

拱桥采用混凝土、钢材等现代建筑材料，同时，

为改善拱圈及桥梁下部结构的受力，采用 T形刚构、

拱组合体系，并结合成熟装饰施工技术，实现桥梁古

香古色的景观要求，使得在不生产石料或石料品质

不好的地区，也可以修建此类桥梁结构，继承了古典

拱桥景观效果好的特点并推广此类拱桥的应用范

围。

3.结论

一是多孔拱桥分孔时充分利用“黄金分割”原

理，结构整体造型效果良好。二是 T形刚构与拱圈

协同受力，能减少主拱圈自身的受力和拱脚处的水

平推力，对结构受力有利，同时，拱圈、T形刚构采用

现浇施工，施工质量容易得到保证，结构整体性好。

三是景观桥设计过程中，可采用刚柔、虚实、疏密、抑

扬等艺术手法，充分利用装饰、色彩和灯光照明，展

现桥梁的节奏和韵律。四是在主拱圈侧面外缘浇筑

混凝土侧墙，利用现代装饰施工技术，交错布置灰色

料石进行饰面，体现了拱桥的古香古色，结构方案设

计与建筑艺术表现融为一体，可以实现结构优化、造

型优美的设计效果，使得古典拱桥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和应用。

收稿日期：2024-04-03
作者简介：赵 辉，男，汉族，河北省水利规划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入党建活动，通过组织主题党日活动、
党课研讨等多样化形式，增强党员对党的历史、理论
和优良传统的认识，身临其境地感受党的历史，传承
和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3.1搭建红色音乐平台，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在推动党员队伍建设过程中，高度重视并切实

加强党员的党性锻炼和自我提升，特别是在重大节
日或纪念日，通过精心策划主题教育，深化党员的使
命意识与责任担当，如定期组织党员参加以红色音
乐为主题的党日活动，通过演唱红色歌曲、欣赏红色
经典音乐，让党员和企业职工在参与活动中加深对
红色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3.2挖掘红色文化资源，丰富党课教育内容
红色文化资源在得到广泛展示和传承的同时，

红色音乐也因其深刻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而广为流传。将红色歌曲的创作背景、历史意义等
融入党课教学内容中，讲述水利发展史上的重要事
件和人物故事，如大禹治水、李冰修筑都江堰等，通
过音乐赏析、歌词解读等方式，深度剖析红色歌曲背
后的创作情境与历史意义。通过讲解红色故事，引
导党员更加深入地领悟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富文化，
有效促进党员党性修养与文化素养的全面提升。

3.3创新传播方式，扩大企业党建工作影响力
借助现代科技之力，积极探索并创新红色音乐

的传播方式。如通过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等渠道，定
期推送红色文化相关资讯，开设红色音乐欣赏专栏，

组织策划一系列线上线下的红色音乐推广，也可以
编排以水利精神为主题的音乐剧，通过舞台表演的
形式，展现水利工作者的奋斗历程和水利精神的时
代价值等，让更多的人了解水利精神、红色文化，进
一步弘扬党的光辉历史和伟大精神，提升其传播力、
影响力。

在水利水电企业党建工作中，采用“党建+艺术”
模式，将红色音乐与党建工作相结合，形成一种创新
与实效并重的实践探索。这种模式，是对传统党建
工作的一次艺术性升华，也是对红色文化传承的一
种现代诠释，让党建工作更加贴近党员的心灵，更加
富有时代感和生命力。

4.结语

通过深入挖掘红色音乐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
值，结合水利水电企业党建工作的实际，通过不断探
索“党建+艺术”双融合的模式，发掘更多红色音乐的
内在价值，将其更好地融入企业党建工作的各个环
节，推动企业党建工作的创新发展，为企业发展注入
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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