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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坡面混凝土护栏碰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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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某单坡面混凝土护栏防撞能力和防护机理，运用有限元仿真方法和试验方法进行碰撞分析，结果证

明，该单坡面混凝土护栏能防护速度为 80 km /h 的 14 t 大客车以 20°的碰撞，各项指标满足防撞性能指标要求，具

有 400 kJ 防撞能力; 通过使车辆爬升和倾斜来吸收车辆动能和增加碰撞缓冲时间是单坡面混凝土护栏有效防护的

一个重要机理; 仿真结果和试验结果相吻合，表明运用仿真方法评价护栏安全性能具备一定可行性． 研究结果为单

坡面混凝土护栏的实际应用提供数据支持，为运用有限元动态仿真评价护栏安全性能方法的可靠性研究提供

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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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Analysis of Single Slope Concrete Barrier

YAN Shu-ming
( Beijing Zhongluan Traffic Technology Co Ltd，Beijing 100071，China)

Abstract: To know the crashworthiness and mechanism of a single slope concrete barrier，safety
performance is evaluated using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and a full-scale impact test．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single slope concrete barrier is able to hold up to 400 kJ impact energy and all index meet the
crashworthiness specification，when the impact conditions are that the bus weight is 14 t，velocity is 80
km /h，and impact angle is 20°． One crashworthiness mechanism of the single slope concrete barrier is
that the impact makes the vehicle climb up and lean along the slope to absorb kinetic energy and increase
impact time． Simulation results match those of tests and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the barrier safety
evaluation． This research provides data for single slope concrete barrier application in reality and is an
example to evaluate barrier safety based on dynamic FEA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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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单坡面护栏采用素混凝土结构，需要客观评

价其防撞性能． 目前世界各国主要通过实车足尺碰

撞试验方法确定护栏的防撞能力
［1-3］，随着基于有

限元方法的计算机仿真技术的不断完善，采用该技

术进行护栏防撞性能评价的方法也日趋成熟． 但由

于混凝土材料质地较不均匀，且碰撞后易出现裂纹，

在计算 机 仿 真 模 型 中 多 采 用 刚 体 模 拟 混 凝 土 材

料
［4-7］，不能客观评价护栏的防撞性能．

本研究建立了车辆碰撞非刚体混凝土材料有限

元仿真模型，结合实车足尺碰撞试验对单坡面混凝

土护栏进行防撞性能客观评价，同时对有限元仿真

模型的可靠性进行了验证．

1 单坡面混凝土护栏

图 1 为单坡面混凝土护栏示意图． 护栏顶部距

路面以上 96 cm，底部两侧通过混凝土预制块嵌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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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为 10 cm，坡面高度为 81 cm; 顶面宽度为 20
cm，底面宽度 50 cm; 混凝土标号为 C30． 单坡面混

凝土护栏的设计防撞等级为 SAm 级．

图 1 单坡面混凝土护栏

Fig． 1 Sketch of single slope concrete barrier

2 碰撞条件与防撞性能指标

2. 1 碰撞条件

护栏的碰撞条件包括车型、车辆质量、碰撞速度

和碰撞角度四大因素，用来对护栏的安全防护水平

进行评价． 护栏的安全防护性能主要包括防撞性能

指标和乘员风险指标． 小型车辆质量小且运行速度

高，所产生的冲击加速度较大，易对乘员造成严重伤

害，因此采用小型车碰撞对护栏的乘员风险指标进

行评价; 大型车质量大，对护栏的损坏大，因此采用

大型车碰撞对护栏的防撞性能进行评价． 混凝土护

栏的乘员风险指标主要与坡面形式有关，由于该部

分研究较为成熟
［8］，作者仅对单坡面混凝土护栏的

防撞性能进行研究．
根据规范规定 SAm 级护栏的碰撞条件为速度

80 km /h 的 14 t 大客车以 20°角度碰撞
［3］．

2. 2 防撞性能指标

根据文献［3］确定防撞性能指标为:

1) 试验车辆不得穿越、翻越、下穿护栏，护栏碎

片不得侵入驾驶室及阻挡驾驶员视线;

2) 试验车辆驶出角度小于碰撞角度的 60% ;

3) 碰撞后车辆恢复到正常行驶姿态，不发生横

转、掉头、翻车等现象;

4) 混凝土刚性护栏最大动态变形小于 0. 1 m．

3 碰撞分析方法

3. 1 实车足尺碰撞试验

实车足尺碰撞试验具有真实客观的特点，是中

国和欧美公认的评价护栏防撞性能最有效的方法．

碰撞试验所用设备包括坡道加速系统( 将车辆

势能转化为动能以达到所需的碰撞速度) 和高速摄

像机( 捕捉车辆碰撞过程和运行轨迹) ．
3. 2 有限元方法

车辆碰撞护栏包括几何非线性、材料非线性和

边界非线性等复杂的物理过程． 基于显式算法的有

限元方法可以求解碰撞类物理问题
［8-10］，相对于碰

撞试验可以有效节省研发费用和周期． 欧盟发达国

家尝试将该方法作为护栏安全性能评价的一种手

段，并做了大量仿真与碰撞试验相对比的工作，取得

了宝贵经验． 我国在此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

4 碰撞模型

4. 1 模型几何参数

单坡面混凝土护栏试验段长 48 m; 试验车辆为

大型客车，其结构尺寸为长 10. 8 m、宽 2. 5 m、高 2. 7
m，车 辆 自 身 质 量 为 9. 7 t，配 重 至 14 t． 利 用

HYPERMESH 软件，按 1 ∶ 1比例建立车辆和护栏的

LS－DYNA 有限元仿真模型．
为获得精确的车辆几何尺寸，采用拆车方法建

立车辆有限元仿真模型． 由于车身结构主要是薄壁

金属件，单元类型以擅长大变形的四边形单点积分

壳单元为主． 为获得良好单元质量，控制碰撞区域

的四边形单元翘屈度小于 15°，长宽比小于 4，最大

角小于 135°，最小角大于 45°，三角形单元的数量在

5%以内，最小特征长度控制在 5 mm 左右． 车身各

部分主要采用点焊连接，车门和车体通过铰接点单

元连接． 图 2 为车辆的试验模型和有限元模型．

图 2 车辆模型

Fig． 2 Models of vehicle

图 3 为护栏试验模型和有限元模型． 护栏全部

采用六面体单元模拟，碰撞区单元翘屈度小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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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宽比小于 2，最大角小于 120°，最小角大于 60°，最

小特征长度控制在 10 mm 左右．

图 3 护栏模型

Fig． 3 Models of barrier

4. 2 模型材料参数

车体主要材料为 0. 8 ～ 2. 0 mm 厚的低碳钢，由

于车辆碰撞护栏是典型的动态冲击过程，需要考虑

钢铁的冲击硬化材料特性． 图 4 为通过 Hopkinson
压杆冲击试验得到的材料应力应变曲线，作为材料

参数输入有限元仿真模型．

图 4 车体碳钢材料应力－应变曲线

Fig． 4 Stress-strain curve of car steel material

混凝土属于脆性材料，质地较不均匀，需要研究

确定合理的仿真方法． 在 LS －DYNA 计算程序中，

可采用 Mat159 号材料卡模拟混凝土，主要输入参数

为抗压强度和骨料直径． 建立台车正面碰撞混凝土

块的有限元模型，取混凝土抗压强度为 30 MPa，骨

料直径为 19 mm，台车设为质量为 2 t 的刚体，碰撞

速度为 30 km /h． 按有限元模型组织台车试验对仿

真模型的可靠性进行验证，图 5 为台车试验和仿真

结果的对比图，可见仿真和试验的混凝土裂纹一致，

验证了仿真参数的可靠性．
4. 3 模型接触参数

发生碰撞时，物体之间会发生接触，导致接触界

面速度瞬时不连续，从而产生边界非线性． 接触会

给离散方程时间积分带来困难，基于惩罚函数法的

处理方式，原理简单，算法动量守恒，在显式有限元

算法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惩罚函数法基本原理是，

图 5 混凝土单元碰撞分析

Fig． 5 Concrete unit impact analysis

在每个时间步开始前，首先检查各从节点是否穿越

主面，如没有穿透则不做任何处理; 如果穿透，则在

该从节点与被穿透主面间引入界面接触力，其大小

与穿透深度、主面刚度成正比． 这种处理方法相当

于在界面间放置法向弹簧，以限制从节点对主面的

穿透．
在模型中采用基于惩罚函数法的自动搜索接触

类型．

5 碰撞结果

图 6 为在模型计算结果中提取的能量曲线． 可

以看出，碰撞过程中动能逐渐减少，变形能和摩擦能

逐渐增加，总能量保持不变，符合能量守恒定律; 单

点积分产生的沙漏能不到变形能的 10%，满足仿真

精度需要． 可以看出，仿真能量结果合理，从能量角

度验证了仿真模型的可靠性．

图 6 碰撞过程能量变化曲线

Fig． 6 Energy transferring curve

图 7 为车辆碰撞单坡面混凝土护栏过程图，可

以看出: 单坡面混凝土护栏能防止车辆穿越、骑跨护

栏，同时可使车辆顺利转向，驶出角度接近 0°，具有

良好的导向功能，满足 2. 2 节防撞性解指标中第 1)

和第 2) 条规定; 碰撞时间约为 0. 4 s，碰撞后车辆能

恢复到正常行驶姿态，没有发生横转、调头、翻车现

象，满足 2. 2 节防撞性能指标中第 3) 条规定．
图 8 为碰撞后护栏变形图，可以看出，在 400 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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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能量下，单坡面混凝土产生了裂纹，但位移小于 0. 1 m，满足 2. 2 节防撞性能指标中第 4) 条规定．

图 7 碰撞过程

Fig． 7 Tracking of impact

图 8 护栏碰撞结果

Fig． 8 Impact result of barrier

图 9 为车辆碰撞单坡面混凝土护栏倾斜姿态，

可以看出: 车辆碰撞单坡面混凝土护栏后会发生侧

倾，车体重心提高，碰撞时间增加，可有效吸收车辆

动能和缓冲车辆碰撞强度，此为单坡面混凝土护栏

的重要防护机理．

图 9 车辆姿态

Fig． 9 Vehicle performance

6 结论

1) 通过实车碰撞试验与有限元动态模拟相结

合的技术手段验证该单坡面混凝土护栏具有 400 kJ
防撞能力．

2) 通过碰撞试验和有限元动态模拟研究，得到

通过使车辆沿护栏坡面倾斜来吸收车辆动能和缓冲

碰撞强 度 是 单 坡 面 混 凝 土 护 栏 的 一 个 重 要 防 护

机理．
3) 运用能量分析和碰撞试验，验证了车辆碰撞

混凝土护栏仿真模型的可靠性，为护栏安全评价提

供了一种新方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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