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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 20 14 年工程建设标准

规范制订、修订计划 〉 的通知 )) (建标 [2013J 169 号)的要求，

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

标准和同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

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和符号 ; 3 基本

规定 ; 4 施工准备与施工测量 ; 5 模板与支架工程; 6 钢筋工程;

7 1昆凝土工程 ; 8 预应力工程; 9 装配式?昆凝土构件预制与运输;

1 0 基础 ;11 墩台 ; 1 2 支座; 13 1昆凝土梁式桥梁; 14 其他类型

桥梁; 1 5 桥面与附属工程; 16 涂装与装饰; 17 质量验收 。

本标准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中铁十一局集团有

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请寄送中铁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

山路 277 号，邮政编码 : 4300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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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加强城市轨道交通桥梁工程施工技术管理，规范工程

施工，统一施工质量检验及验收标准，保障工程质量，制定本

标准。

1. O. 2 本标准适用于钢轮钢轨式城市轨道交通桥梁的新建、扩

建和改建工程的施工及质量验收。

1. O. 3 城市轨道交通桥梁工程的施工及质量验收，除应执行本

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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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符号

2.1 术语

2. 1. 1 城市轨道交通桥梁 urban ra il trans it bridge 

为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跨越天然、人工障碍物等而修建的构

筑物 。

2. 1. 2 支架预压 support prep ressure 

模拟梁体荷载对支架进行预加载，以检验支架承载能力、稳

定性和变形的施工工序 。

2. 1. 3 施工预拱度 construct ion camber 

为抵消梁、拱、和架等结构在荷载作用下产生的位移(挠

度) ，而在施工或制造时所预留的与位移方向相反的校正量。

2.1.4 预应力智能张拉设备 intelligent preprestress tensio

nmg eqUl pment 

利用计算机控制技术， 实现预应力施加全过程自动化的

设备 。

2. 1. 5 装配式混凝土构件 precast concrete member 

在工厂或现场预制、通过可靠连接方式装配形成桥梁结构的

混凝土构件。

2. 1. 6 匹配浇筑 match cast ing 

后一节段浇筑时，利用已完成的前一节段作为一侧端模的棍

凝土浇筑方式。

2. 1. 7 短线法 short-line method 

预制台座底模长度为一个节段长度，利用预制完的前一节段

作为后一节段的一侧端模，固定的端模作为另一侧端模，逐段进

行预制的施工方法。

2. 1. 8 长线法 long- line method 

2 



预制台座底模长度为整跨梁长，将整跨主梁分为若干段，在

按线形设计的台座上匹配浇筑形成节段直至完成整跨梁的施工

方法。

2. 1. 9 预制节段逐跨拼装 segmental construction span by span 

将预制好的梁体、混凝土节段利用相关设备逐跨拼装，并逐跨

施加预应力的施工方法。

2. 1. 10 顶推施工法 incremental launching construct ion 

在台位上逐段浇筑或拼装梁体，用千斤顶或其他设备纵向顶

推或牵引，使梁体通过各墩顶的临时滑动支座面就位的施工

方法。

2. 1. 11 转体施工法 construct ion by swing method 

在同桥轴线存某一夹角(水平角或竖直角) 的位置预先制作

全部或部分桥体，形成临时稳定结构后借助转动装置(平面或竖

向)转体就位的施工方法。

2. 1. 12 声屏障 noi se barri er 

安装于噪声源和受声点之间的配以吸声和隔声材料组成的声

学障板 。

2. 1. 13 防杂散电流系统 stray current preventlon system 

防止轨道交通车辆运行时泄漏到轨道及周围介质的迷流的

系统。

2. 1. 14 检验批 inspect ion lot 

按同一生产条件或按规定的方式汇总起来供检验用的，由一

定数量样本组成的检验体。

2.2 符 号

Ap←→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

D一一牵引力偶臂;

Ep 预应力筋的弹性模量 ;

f 饺面摩擦系数;

G 转体总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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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预应力筋的长度;

&L 预应力筋的理论伸长值;

Nc 撑脚支承荷载;

R'一一环道中心半径;

R 佼的半径;

T 牵引力 。

4 



3 基本 规 定

3.0.1 应建立健全工程项目施工安全 、 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

制度 。

3.0.2 工程项目应进行施工调查和现场核对，应编制实施性施

工组织设计及关键工序作业指导书，明确施工作业标准和工艺、

安全要求。

3.0.3 对于技术条件复杂或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应编制

安全可靠、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施工技术专项方案和施工安全

专项方案 。

3.0.4 施工人员的配置应满足工程施工的需要，施工前应向施

工人员进行技术和安全交底，并应形成文件。 特殊工种施工人员

应取得相应资格证书后方可上岗 。

3.0.5 应加强现场管理、规范现场布置、合理利用资源 、 做好

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等工作 。

3.0.6 钢筋加工、?昆凝土拌制、预制梁和小型构件预制宜采用

工厂化生产， 现挠梁施工宣满足工厂化生产条件。

3.0.7 应按设计及相关规定进行供电、通信、信号 、 轨道等各

系统设备及管线的设置，并应符合相关限界条件的要求 。

3. 0.8 当施工与既有交通线路交叉时，应按相关部门的要求设

置施工辅助设施及交通警示、 引导等标识标牌。

3.0.9 施工使用的原材料、安全防护用品、机械设备和生产工

具等应为合格产品 。 仪器仪表、量具和量器应检定或校准 。

3.0.10 工程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基础上，按检验批、分

项工程、分部工程(子分部工程)、单位工程的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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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准备与施工测量

4.1 施工准备

4. 1. 1 施工前应熟悉施工现场及其毗邻区域内包括地下管线等

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的现况资料以及危险源分析、交通、地

质、气象和l水文观测资料;应做好原始资料收集、数据记录工

作，必要时形成施工调查报告 。

4. 1. 2 施工前应移交现场测量控制桩、水准点;应结合实际情

况，制定施工测量方案;应对控制桩进行复测并建立测量控

制网。

4. 1. 3 对于施工区域内的各种建(构)筑物，应研究制定安全

可靠、技术可行、经济合理的拆移或保护、加固方案，并应形成

文件后方可实施。

4. 1. 4 应组织施工技术人员对施工图进行复核，发现问题应及

时按规定程序办理设计变更。

4. 1. 5 应根据有关规定并结合工程特点、施工部署及计划安排，

合理布置施工现场，支搭施工围挡、搭建现场临时生产和生活

设施 。

4.2 施工测量

4.2.1 施工测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工程测量规范 )) GB 

50026 、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 )) Gß/ T 50308 和 《城市测

量规范 )) CJJ/ T 8 的有关规定 。

4.2.2 施工测量应进行复测和复核，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前应校测既有管道、建(构)筑物与拟建工程衔接

的平面位置和高程;

2 施工前应复核计算桥梁各墩台的控制里程桩号、基础!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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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设计高程等数据，确认无误后再施测;

3 控制桩、水准点有遗失或变位时，应及时补桩校正;

4 临时水准点和管道轴线控制桩的设置应便于观测、不易

被扰动，并应采取保护措施;沿线临时水准点，每 200m 不宜少

于 1 个;

5 临时水准点、控制桩、 高程桩应经复核后使用，并应不

定期检测和定期校核 ， 校核周期不直大于 6 个月 。

4.2.3 应编制施工测量成果计算书 。

4.2.4 桥墩、桥台基础放样应依据线路中线控制点或精密导线

点进行。 放样后应进行检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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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板与支架工程

5. 1 一般规定

5. 1. 1 模板工程应编制施工技术专项方案和施工安全专项方案 。

滑模、爬模等工具式模板工程及高大模板支架工程的专项方案，

应通过技术论证后方可实施。

5. 1. 2 支架工程应编制包括支架设计、拼装、预压、使用和拆

除等内容的施工技术专项方案和施工安全专项方案 。

5. 1. 3 模板和支架宜选用轻质、高强、 耐用的材料，材料的性

能指标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 支架宜采用标准

化、系列化、通用化构件 。 连接件宜选用标准定型产品 。

5. 1. 4 模板和支架应保证结构和构件各部分形状尺寸和位置准

确，且应便于钢筋安装和1昆凝土浇筑 、 养护 。

5. 1. 5 进场的模板、支架和构配件应按品种、规格分类存放，

挂设材料标识牌，并应采取防止锈蚀 、 污染的措施 。

5. 2 ì笠 i十

5.2.1 模板、支架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模板及支架的结构选型和构造;

2 模板及支架的荷载和荷载效应计算;

3 模板及支架的承载力、 同IJ度和稳定性验算 ;

4 模板及支架的施工图;

5 地基承载力验算。

5.2.2 模板、支架的结构选型应根据工程结构形式 、 荷载、地基

类另IJ、施工方法、施工设备和材料性能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满堂式支架、梁柱式支架适用范围应符合表 5. 2. 2 的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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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满堂式和梁柱式支架适用范围

支架类型 适用范围

1)支架高度不大于 20m;

满堂式支架 2) 混凝土梁体的高度不大于 7m ;

3) 地基不需特殊处理 l'!/l百I满足承载力和沉降变形要求

l)地形高差大;

梁柱式支架 2) 跨越既有铁路、公路、城市轨道交通、?可道和管线等;

3 ) 特殊地质条件

2 用于1昆凝土现挠的满堂式支架不宜采用扣件式钢管支架。

5.2.3 模板、支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设计计算宜采用极限状态法;

2 模板、支架设计时各项荷载和荷载组合以及刚度、稳定

性验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

范 )) CJJ 2 的规定;

3 支架的地基与基础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地基

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7 的规定 。

5.2.4 梁板结构的模板 、 支架应设置施工预拱度 。 施工预拱度

应根据结构预拱度、支架受荷后的弹性变形、接头挤压等引起的

非弹性变形和基础沉降确定 。

5.2.5 预应力混凝土结构模板设计应根据施加预应力后构件的

弹性压缩、上拱及支座螺栓或预埋件的位移等计算。

5.2.6 组合模板设计应验算吊装刚度，并应注明支点及吊点

位置 。

5.2.7 模板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模板背面主肋和次肋布置应根据模板的荷载和刚度要求

确定，次肋配置方向应与模板的长度方向相垂直;

2 模板的配板应根据配模面的形状、几何尺寸及支撑形式

确定，宜选用大规格模板，模板拼接缝应规则、整齐;

3 墩柱、梁板的转角及模板面的交接部分宜采用连接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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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牢固、易于拆除的模板;

4 应采取措施减少或避免在模板面板上钻孔 。 当确需钻孔

时，不应影响模板的周转使用 。

5.2.8 支架跨越通航河道、公路、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高压

线路和管道等既有设施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架下净空应满足既有设施的安全限界要求;

2 支架应按规定设置导向、限高、限宽、减速等标识标牌

及防撞设施;

3 既有设施正上方的支架底部应全部封闭，两侧应设置防

护设施;

4 跨电气化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的支架，应设置防渗水、

静电屏蔽防护和接地防护装置;

5 跨道路的支架宜在道路边缘设置混凝土防撞墙，支架距

道路边缘净距不应小于 O. 5m 。

5.2.9 落架装置应根据支架结构形式、荷载及需要的落架量，

在支架适当部位设置。

5.2.10 梁柱式支架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I 同一桥跨的支架宜采用相同类型的基础、立柱和承重梁

结构;

2 支墩的立柱底面应设置预埋件，预埋件与立柱及基础应

密贴并连接牢固，立柱顶端应与横梁连接牢固;

3 当采用型钢作支架横梁或纵梁时，应采用垫板、加劲肋

等将两根及以上型钢连接成整体，同跨内全部纵梁应通过横向连

接系连接成整体;

4 当采用拼装式析了架结构做支架横梁或纵梁时，应符合下

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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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7架梁两端及支承位置均应设置通长横向连接系;

2) 应在析架结构支承位置设置侧向限位装置，不应将和

架梁直接焊接在其支承结构上 。



5.2.11 支架附属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支架顶面四周宜设置作业平台，平台面应满铺脚于板，

临空面应设置栏杆及挡脚板;

2 当支架设置作业平台时，应设置相应的人形梯架或坡道、

防护栏杆和安全网 。

5.3 安装

5.3.1 模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模板应按设计要求准确就位;

2 对安装在支架上的模板，应在支架检验合格后方可安装

模板;

3 模板在安装过程中应设置防倾覆的|临时固定设施;

4 当模板妨碍绑扎钢筋时，宜待钢筋工序结束后再安装

模板;

5 模板与1昆凝土的接触面应清理干净并涂刷脱模剂，脱模

剂不得污染钢筋和混凝土接搓处;

6 模板安装应接缝严密，接缝中宜放置橡胶条或泡沫塑料

条等弹性密封条。

5.3.2 组合钢模板的安装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组合钢模板技

术规范)) GB/ T 50214 的规定 。

5.3.3 组合铝合金模板的安装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组合铝合

金模板工程技术规程 )) JGJ 386 的规定 。

5. 3. 4 提升模板应设置脚于平台、接料平台、挂吊脚手及安全

网等辅助设施。

5.3.5 翻转模板、爬升模板和滑升模板应满足强度、 刚度和稳

定性要求，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混凝土应达到规定的强度后方可拆模及模板翻转或爬架

爬升，爬模上的接料平台、脚于平台和拆模吊栏的荷载应均衡，

不得超载，混凝土吊斗不应碰撞爬模系统;

2 模板沿墩身周边方向应始终保持)1院向搭接，施工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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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随时检查爬模的中线、水平位置和高程，发现问题应及时

纠正;

3 液压爬升模板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液压爬升模板

工程技术标准 >> JGJ / T 195 的规定;

4 滑升模板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滑动模板工程技术

标准 >> GB/ T 50113 的规定 。

5.3.6 支架安装前，应进行施工放样，并应按施工图安装 。 节

点连接应可靠。

5.3.7 当支架立柱直接支承在地基上时，其底端应放置传力垫

板或预埋件。 支架地基应采取防排水措施，不应被水浸泡。寒冷

和严寒地区的支架地基应采取防冻胀及融沉措施。

5.3.8 支架预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架宜选择有代表性区域进行预压，并应在首次浇筑前

预压;

2 支架预压荷载不应小于支架所承受最大施工荷载的

110 % ，宜按支架预压荷载的 60% 、 100% 、 110%分级预压;

3 支架宜采用钢材、预制块等材料预压，不宜采用沙袋

预压;

4 支架预压加载范围不应小于现浇?昆凝土结构物的实际投

影面，预压荷载分布宜与支架施工时承受的荷载分布一致;

5 支架预压的加载和卸载应对称、分层、分级，不应集中

加载和卸载。

5.3.9 支架预压的位移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监测内容应包括基础沉降、支架竖向位移、支架顶面水

平位移、梁柱式支架纵(横)梁挠度和近邻结构物沉降。

2 支架监测应选取不少于 2 个典型断面，每断面的监测点

不应少于 5 个 。

3 沉降、竖向位移和挠度监测宜采用水准仪，测量精度应

满足二等水准测量要求。 水平位移宜采用全站仪监测 。

4 预压监测频率和卸载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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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支架加载前，应监测初始值;

2) 每级加载完成 1h 后应监测 1 次，以后每间隔 6h 监测

1 次，当相邻两次监测位移平均值之差不大于 2mm

时，可进行下一级加载;

3) 全部预压荷载施加后，应每间隔 6h 监测 1 次， 当相邻

两次监测位移平均值之差不大于 2mm 时，方可卸除

预压荷载;

4 ) 支架完全卸载 6h 后应监视iJl 次 。

5 支架安全性评价和立模标高应根据监测数据计算分析基

础沉降量、支架弹性和非弹性变形量及平面位移量确定，并应形

成支架预压报告。

5.4 使用与拆除

5.4.1 模板、支架应在检查和验收合格后方可浇筑混凝土。

5.4.2 模板、支架在使用过程中，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设专人对模板和支架进行观察和维护，发现异常情况

应立即停止施工，并应迅速撤离作业面人员，排除险情后方可继

续施工;

2 支架结构或局部作业层上的施工荷载不得超过设计允许

荷载;

3 当受冬期气温、洪水、大风等因素暂停施工时，支架应

采取临时安全稳固措施，恢复施工前应对支架全面检查，合格后

方可进行后续施工。

5. 4.3 模板、支架拆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承重模板、支架拆除底模时，若梁板和拱的跨度大于

8m 或悬臂结构的跨度大于 2m ， r昆凝土强度不得低于设计强度;

其余情况，混凝土强度不得低于设计强度的 80% ;

2 预应力?昆凝土结构的侧模应在预应力张拉前拆除;底模

及支架支撑系统应在结构建立预应力后拆除;

3 拆除作业前，应先检查支架结构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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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只拆除部分支架时，拆除前应对不拆的支架结构进行

加固;

5 当支架结构设有缆风绳时，缆风绳应对称同步拆除;

6 当暂停拆除施工时，应采取临时固定措施，已拆除和松

开的构配件应妥善安置;

7 模板、支架的拆除顺序应按后支先拆 、 先支后拆，且直

按横桥向同步、纵桥向先跨中后两侧，对称均匀的顺序分阶段

拆除 。

5. 4.4 在低温、干燥或大风环境下拆除模报，应采取措施防

止1昆凝土表面产生裂缝。当气温急剧变化时，不宜进行拆模

作业 。

5.5 检验标准

主 控项 目

5.5. 1 模板、支架的安装应符合施工技术专项方案的规定，并

应稳固牢靠、接缝严密。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 观察和用钢尺量。

5.5.2 支架基础的地基承载能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对满堂式支架，每~ 100m2不少于 3 点;对梁柱式

支架明挖基础，每个基础不少于 3 点 。

检验方法 : 用触探仪等测试 。

5. 5.3 支架立柱应有足够的支撑面和排水、防冻融、防冲刷和

防碰撞措施。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和用钢尺量。

一般 项 目

5.5.4 模板和支架的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5.5.4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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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5.4 模板和支架的安装允许偏差

j芋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检验方法

号
项目 (mm) 

ìi!J目 点数

l 清水模饭 2 

←-一- 相邻模饭 用钢尺或塞
2 
表面高差

混水模饭 4 
尺量

←一一一
3 钢模饭 ? 

4 清7]<模板 3 

←一一一 表面平 用 2m直尺
5 ?昆7]<模板 5 4 

←一一
整度 和l塞尺量

6 钢模板

7 墙、柱
[-// 1000 . 
且主ζ6 每个 用经纬仪或

←一一一 垂直度 构筑 2 垂线和l钢

8 墩、台
H / 500 . 

物或 尺盘
且:Ç20

每个
9 基础1: 土 1 0 构件
←一

10 墩、 f?
+ 5 !刊钢 )~ í且'-，

模内只寸 - 8 3 i王 、宽、
高各 l 点梁、饭、 j甜 、 + 3 

11 
柱、桩 - 6 

12 基础 15 

13 墩、台、峭 10 经纬仪测量，

14 轴线偏位 梁、柱、 tJ:l， 8 2 纵、横向

15 悬浇各梁段 8 各 1 点

16 横隔梁 、俨J 

17 文承面高程
+ 2 每支 用水准仪
-5 承而 测量

18 悬浇各梁段J底面高程
十 1 0 每个 用水准仪

。 梁段 测量

19 位置 5 用钢尺盘
支座扳、锚垫

20 预 板、连接饭等 平面高差 2 每个 用水准仪

韭l! 预埋 测量

21 件 位置 3 f牛 i 用钢尺量

l2z 螺栓、锚筋等
外露长度 士5 m钢尺量

23 
预

预应力筋孔道位ß' (梁端) 5 HI钢)~ f茸

日Z 位置
每个

存{ 8 
预留←一一- 洞 其他 ←一一一一一 用钢尺盘

25 口 子L径
十 1 0 子Lì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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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5 . 4

序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辛JL 
项目

(mm) 
检验方法

lIL阁 点数

十5
yf';- I底模全长

26 梁底模拱度
一2

I 拉线，用

钢尺iZI

27 饭 7 
←一一一 每根

28 对角线差 墙饭 、5 梁、
l 用钢尺量

巨E 桩 3 每个

30 板、拱肋 、 柏架 1.11500 构件、

1.11000 . 每个
沿似IJ模全长

31 柱、桩 安装
侧向弯曲 旦 旦二 1 0 拉线，用钢

段
尺量L/2000. 

32 梁
且三三 1 0

33 
支架、拱

纵轴线的平面偏差
L/ 2000 , 

3 
用经纬仪

架 且~30 测量

注 1 日 为构筑物高度 (mm) ， L 为计算长度 (mm) 。

2 支承而高程指摸，板底模上表面支承混凝士面的高程 。

5.5. 5 固定在模板上的预埋件、预留孔内模的数量和位置应符

合设计要求，且应安装牢固。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 观察。

5.5. 6 模板与海凝土接触面应清理干净，钢、木模板宜涂刷脱

模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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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 观察。



6 钢筋工程

6.1 一般规定

6. 1. 1 进场钢筋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6. 1. 2 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措施防止钢筋等级、牌号、规格混淆

以及受到锈蚀、污染和变形 。 进场钢筋存放时间不直超过 6

个月 。

6. 1. 3 钢筋工程直采用专业化生产的成型钢筋 。

6. 1. 4 预制构件的吊环应采用未经冷拉的热轧光圆钢筋制作，

使用时的计算拉应力不得大于 65MPa 。

6. 1. 5 受力钢筋与箍筋的弯制和末端弯钩形式、钢筋骨架的制

作、组装和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

质量验收规范 )) CJJ 2 的规定。

6.2 钢筋加工

6.2.1 钢筋加工前应将表面清除干净。 表面带有颗粒状、片状

老锈或有损伤的钢筋不得使用 。

6.2.2 成盘钢筋和有弯折的钢筋加工前应调直，调直宜采用机

械设备。 当采用冷拉方法调直钢筋时， HPB300 级钢筋冷拉率不

宜大于 2% ; HRB400 级钢筋冷拉率不宜大于 1 % 。

6.2.3 钢筋机械连接丝头的外观质量及尺寸应满足设计要求。

加工后的丝头应采取防止污损的保护措施。

6.3 钢筋连接

6.3.1 钢筋连接方式宜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连接。

6.3.2 钢筋接头应设置在应力较小处，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一根钢筋上应少设接头，同一接头长度区段内不得有

17 



两个接头;

2 同一接头长度区段内，有接头的受力钢筋截面面积占受

力钢筋总截面面积的百分率应符合表 6. 3. 2 的规定;

3 钢筋接头应避开钢筋弯曲处，接头末端至钢筋弯起点的

距离不得小于钢筋直径的 1 0 倍 。

表 6. 3.2 接头长度区段内受力钢筋截面接头面积占

受力钢筋总截面面积的最大百分率

受拉区
接头形式 受压区

受弯构件 轴心受拉构件

主筋机械连接接头 50 % 25 % 

主筋焊接接头 50 % 25% 

主筋绑于L接头 25% 50% 

注 1 焊接接头长度区段是指 35d ( d 为钢筋直径)长度范围，但不小子 500mm ;

绑扎接头长度区段是指l. 3 f有搭接扪艾 。

2 装配式构件连接处的受力钢筋焊接接头不受此限制 。

6.3.3 钢筋的机械连接接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的材料、制作、施工以及质量检验和

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ìì JGJ 107 的
有关规定;

2 钢筋机械连接接头的等级应选用 H 级;

3 钢筋机械连接件的最小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设计

受力主筋?昆凝土保护层厚度的规定，且不得小于 20mm; 连接件

之间或连接件与钢筋之间的横向净间距不宜小于 25mm;

4 连接套筒、锁母和丝头在加工、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应采

取防护措施防止雨淋、沾污和损伤。

6. 3.4 钢筋焊接的接头形式、焊接方式、焊接工艺、焊接材料

以及质量检验和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

程 ìì JGJ 18 的规定 。

6.3.5 钢筋闪光对焊冬期施工宜在室内进行，且室内温度不宜

低于 Ooc 。 钢筋电弧焊应采取防风、防雪及保温措施。 焊接后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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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接头不应立即接触冰雪;当环境温度低于 20
0

C时，不得进行

焊接 。

6.3.6 钢筋的绑扎接头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在钢筋搭接部分的中心及两端至少 3 处应采用绑丝绑扎

结实。

2 受拉钢筋绑扎接头的最小搭接长度应符合表 6. 3. 6 的规

定;受压钢筋绑扎接头的搭接长度应取受拉钢筋绑扎接头搭接长

度的 O. 7 倍 。

表 6.3.6 受拉钢筋绑扎接头的最小搭接长度

受拉区 受压区
钢筋类别

低于 C30 C30 及以上 低于 C30 C30 及以上

光阪|钢筋
35d 且 二主 30d 且二三 25d 且》 20d 且二z

3000101 3000101 2000101 2000101 

带J山钢筋
55d 旦注 45d 且关 40d 且 二注 30d 且二主

3000101 30001m 2000101 2000101 

注 I 表巾 d 为钢筋直径 ， C30 为 1昆凝土强度等级 。

2 环氧树脂涂层带肋钢筋的最小搭接长度 . 对'豆Hz钢筋应按表中相应数值乘

以系敖 1. 5 取用且不小子 375 m01; 对受Æ钢筋按表巾规定取值且不小

于 250n1ll1 ø

3 对手I抗震设防特殊要求的结构构件，受力钢筋的最小搭接 L，= I度按现行行业

标准 《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 )) CJJ 1 66 的规定jJll长 。

4 两根不同直径钢筋的搭接长度，以较细的钢筋直径计31: ，

3 绑扎接头中钢筋的横向净距不应小于钢筋直径，且不应

小于 25mm。

6.4 钢筋骨架制作与安装

6.4.1 钢筋宜预制成钢筋骨架或钢筋网片，再入模形成整体

骨架 。

6.4.2 现场绑扎钢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钢筋在交叉点处应绑扎牢固，必要时可采用点焊焊中;

2 绑扎钢筋的铁丝丝头不应伸入说凝土保护层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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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筋骨架的箍筋宜与主筋垂直紧靠;

4 结构或构件拐角处钢筋交叉点应全部绑扎，中间平直部

分的钢筋交叉点可交错扎结，绑扎的交叉点宜占全部交叉点的

40%以上;

5 多层钢筋之间可设置必要数量的架立钢筋，架立钢筋端

头不得伸人泪凝土保护层内 。

6.4.3 钢筋骨架与模板之间应设置垫块，垫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混凝土垫块应具有足够的强度和l密实性，不得采用砂浆

垫块;

2 垫块厚度应根据钢筋最小保护层厚度确定，垫块厚度允

许偏差应为+ lmm;

3 垫块应互相错开、分散布置，不得横贯保护层的全部

截面。

6.4.4 钢筋骨架在运输、安装和浇筑混凝土过程中不得出现变

形、开焊或松脱现象。

6.5 检验标准

主控项目

6.5.1 进场钢筋、焊条的品种、牌号、规格和技术性能应符合

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

6.5.2 进场钢筋应按批抽取试件做力学性能和l工艺性能试验，

其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

检查数量:以同牌号、 同炉号、同规格、同交货状态的钢

筋，每 60t 为一批，不足 60t 按一批计。 每批抽检 1 次 。

检验方法:检查各批次检验报告 。

6.5.3 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及锁母的材料、品种、规格应符合

型式试验确定的技术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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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 : 以同批、同材料、同型式、同规格的套筒或锁

母，每 2000 个为一批，不足 2000 个按一批计。 每批抽检 2% ，

且不少于 20 个 。

检验方法 : 观察、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内蝶纹尺寸及公差采

用螺纹塞规量测 。

6.5.4 直螺纹接头加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筋机械连接技

术规程 )) JGJ 107 的规定 。

检查数量 : 每工作班生产的钢筋丝头抽检 }o% ，且不少于

4 个 。

检验方法 : 观察和l 尺量，丝头的螺纹尺寸采用螺纹环规

量测 。

6.5.5 受力钢筋的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 受力钢筋接头位

置、同一截面接头数量、搭接长度应符合本标准第 6 . 3. 2 条和第

6. 3. 6 条的规定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用钢尺量。

6.5.6 钢筋的机械连接接头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筋机

械连接技术规程 )) JGJ 1 07 的规定 。

检查数量:外观质量全数检查;力学性能检验按每 300 个为

一批， 不足 300 个按一批计，从中抽取 3 个试件做单向拉伸

试验。

检验方法 : 外观用卡尺或量具检查， 检查合格证和出厂检验

报告，检查进场验收记录和性能复验报告。

6.5.7 钢筋的焊接质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钢筋焊接及验收

规程 )) JGJ 1 8 的规定 。

检查数量 : 外观质量全数检查 ; 力学性能检验按每 300 个为

一批， 不足 300 个按一批计，当采用闪光对焊时，从中切取 6 个

试件， 3 个做拉伸试验， 3 个做冷弯试验 ; 当采用搭接或帮条电

弧焊时，从中切取 3 个试件做拉伸试验。

检验方法 : 观察、用钢尺量、检查接头性能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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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 安装的钢筋品种、级别、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尺量 。

6.5.9 钢筋保护层唔块规格、位置和数量应符合本标准第

6.4 . 3 条的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尺豆。

一般项目

6.5.10 钢筋应平直、无损伤，表面无裂纹、油污、颗粒状或片

状老锈。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6. 5.11 钢筋焊接接头表面不得有夹渣、焊瘤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6.5.12 钢筋锚固板、预埋件的规格、数量和位置应符合设计

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尺量 。

6.5.13 钢筋安装及钢筋保护层厚度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6. 5 . 13 

的规定 。

表 6. 5 . 13 钢筋安装及钢筋保护层厚度允许偏差

)1飞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项目 检验方法

+-J (mm ) 范围 点数

受力钢筋排距 士5 每个构 尺量， 两端、

筑物或 中间各 1 处连
基础、墩台 ::!:: 20 3 

同一排中受 每根 续量.取平
2 

力钢筋问距
扳、梁 土 1 0

构卡|二 均值为 1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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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6. 5. 13 

序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号
项目 俭验方法

(0101 ) 范网 点数

3 分布钢筋间距 士 1 0
3 尺量

4 箍筋间距 士 1 0

每个构
尺盘.两端、

5 弯起点位置 士20 筑物或 30% 
中间各 1 处

每根
基础 土 1 0

构件
钢筋保护层 尺盘，两端、

6 柱、梁 士5 6 
厚度 中间各 2 处

板 士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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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混凝士工程

7. 1 一般规定

7. 1. 1 混凝土施工宜采用预拌混凝土。 预拌温凝土应符合现行国

家标准 《预拌混凝土)) GB/ T 14902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混凝土质量判定时，明落度及含气量应以挠筑现场检验

结果为准;

2 应按分项工程分混凝土品种、强度等级提供预拌?昆凝土

出厂合格证。

7.1.2 1昆凝土强度检验评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温凝土强度检

验评定标准 )) GB/ T 50107 执行 。 ?昆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应按现

行行业标ì#. ((1昆凝士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 JGJ / T 193 执行。

7. 1. 3 1昆凝土运输、输送、浇筑过程中不应加水 。

7. 1. 4 1昆凝土强度未达到 2. 5MPa 前，不得承受行人、运输工

具、模板、支架及脚手架等荷载 。

7.2 混凝土运输与输送

7.2. ] 混凝土运输和l输送过程中不得出现混凝土离析、漏浆 、

严重挝、水及胡落度损失较大等现象 。

7.2. 2 1昆凝土运输设备和运输能力应满足混凝土凝结速度和浇

筑速度的要求 。

7. 2.3 1昆凝土输送宜采用泵送方式 。 输送泵的选择、布置和泵

送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 JGJ / T 10 

的规定，并应满足施工要求 。

7.2.4 输送混凝土的管道、容器、溜槽不应吸水、漏浆，输送

应通畅 。 输送时应根据环境条件采取保温、隔热、防雨等措施。

7.2.5 1昆凝土从运输到输送入模的延续时间不宜超过表 7. 2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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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 掺入早强型减水剂、早强剂的混凝土及有特殊要求的泪

凝土，延续时间应根据设计及施工要求进行试验。

表 7.2.5 混凝土从运输到输送入模的延续时间 (min)

气温
条件

";;;25 0C > 25'C 

不掺外IJ1l剂 90 60 

掺外jm剂 150 ] 20 

7.3 混凝土浇筑

7.3.1 混凝土挠筑的准备工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制定浇筑工艺方案，对防裂措施、保护层控制和施工

缝设置等作出明确规定;

2 应确认支架、模板、钢筋、预埋件和保护层垫块符合设

计要求，模板内的杂物、积水及钢筋上的污物应清理干净;

3 模板的缝隙或孔洞应堵塞严密且不漏浆 。

7.3.2 自高处向模板内浇筑棍凝土时，应防止混凝土离析。 自

由倾落高度不得超过 2m; 当超过 2m 时，应通过串筒、油管

(槽)或振动油管(槽)等设施下落;当倾落高度超过 10m 时，

应设置减速装置。

7.3.3 混凝土分层浇筑厚度、)@[序以及施工缝的留置部位、处

理方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

范 )) CJJ 2 的规定 。

7.3.4 Y昆凝土振捣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采用插入式振动棒、平板振动器或附着式振动器，必

要时可采用人工辅助振捣 ;

2 不同振捣方式的操作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

工程施工规范 )) GB 50666 的规定 ;

3 振捣应均匀、密实，不应漏振、过振、欠振。

7.3.5 Y昆凝土浇筑应连续进行。 当混凝土运输、浇筑和间;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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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允许时间超过表 7 . 3 . 5 的规定时，应设置施工缝。

表 7.3.5 混凝土运输、浇筑和间歇的全部允许时间 Cmin )

条件

不掺外加剂

掺外加1开IJ

主三25.C

180 

240 

气温

> 25.C 

150 

210 

7.3.6 混凝土浇筑时， 当裸露面面积较大或气候不良时，应采

取措施防止1昆凝土表面失水过'快 。

7.3.7 浇筑1昆凝土期间，应随时检查支架、模板、钢筋 、 预应

力管道和预埋件等稳固情况，当发现有松动、变形、移位时，应

及时处理。

7.3.8 1昆凝土振捣完成后，应及时修整、抹平?昆凝土裸露面，

待定浆后再抹第二遍并压光或拉毛 。 抹面时不应洒水 。

7.4 混凝土养护

7.4.1 混凝土养护方案应根据施工对象、环境条件、水泥品种 、

外加剂或掺合料以及棍凝土性能等确定。

7.4.2 混凝土带模养护期间，应采取带模包裹、浇水、喷淋洒

水等保温养护或采用蒸汽养护方式。

7.4.3 自然养护期间应在?昆凝土浇筑完毕后 lh 内对混凝土进行

保湿养护，养护时间应符合表 7 . 4 . 3 的规定 。

表 7.4.3 混凝土保湿养护时间要求

大气潮湿 (RH~ 大气干燥 (20%，ç 大气极端干燥
50% ) . 无风，无阳 RH<SO% ) 有风 (RH<20% ) 大

水胶比
光直射 或阳光直射 以 . 大1昆主主

日平均气汩lT 养护时间 日平均气混丁 养护时间 日平均气泪丁 养护时间
("C) (d) CC) (d) (.C) (d) 

S,çT < l O 21 5王二T< 1 0 28 S,çT< 10 56 

> 0. 45 1 0"二 1'<20 14 1 0-"ζ丁<20 21 1 0"二 r<20 45 

T二，， 20 10 1'~20 14 了二，，20 35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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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4.3

大气潮湿 (RH二= 大气干燥 (20%，ç 大气极端干燥
50% ). 无风，无阳 RH<50%) 有风 (RH<20 %) 大

水胶比
光直射 或阳光直射 风，大温差

日平均气温 T 养护时间 日平均气温 T 养护时间 日平均气温丁 养护时间
("C ) Cd) ("C ) (d) ("C) Cd) 

5主二T< I O 14 5,çT< 10 21 5,çT< 10 45 

三三0 . 45 1O,çT< 20 10 1 0"主丁<20 14 1O,çT< 20 35 

丁二"， 20 7 T二主 20 10 T二"，20 28 

7.4.4 1昆凝土养护期间预应力箱梁泪凝土芯部与表层、表层与

环境的温差不宜超过 15
0

C ; 其余结构芯部与表层、表层与环境

的温差不宜超过 20
0

C 。

7.4.5 Y昆凝土养护用水不得采用海水或含有有害物质的水 。 当

日最低气温低于 5
0

C时，不得采用洒水养护 。

7.4.6 当采用覆盖养护时，塑料薄膜在混凝土浇筑后应及时覆

盖并紧贴混凝土表面，塑料薄膜内应保持有凝结水 。

7.4.7 喷涂养护剂不得对温凝土产生不利影响，且应具有可靠

的保湿效果。

7.5 检验标准

主控项目

7.5.1 预拌混凝土进场质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预拌混凝土》

GB/ T 14902 的规定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检查质量证明文件。

7.5.2 现场集中拌制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 力学

性能标准条件养护试件应在混凝土的挠筑地点随机抽取，试件的

取样与留置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浇筑基础、 盖梁等一般体积的混凝土时，每一单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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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物制取不得少于 2 组;

2 当连续浇大体积 1昆凝土时，每拌制 1 00 盘且不超过

1 00m3 的同配合比混凝土，取样不得少于一次;每工作班制取不

应少于 2 组;

3 当一次连续浇筑相同配合比的?昆凝土量大于 1000mJ EI寸，

每 200旷温凝土取样不得少于一次 ;

4 当浇筑桩基础时， 每根桩应取样 3 组， 其中有一组应为

7d 强度;

5 应根据施工要求，制取与结构物同条件养护试件。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一般项目

7.5.3 1昆凝土拌合物现场明落度的测定值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浇筑 SO旷或每工作班不少于一次 。

检验方法: 用胡落度仪检测 。

7.5. 4 1昆凝土含气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 : 每浇筑 50m3或每工作班不少于一次。

检验方法 : 检查出验报告。

7.5.5 钢筋保护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规定 。 应采用钢筋保护层厚

度检测仪进行现场测定 。

检查数量:抽检 5%的梁、柱和墩台等混凝土构件。 每个抽

样构件测定不少于 3 处，每处不少于 10 点 。

检验方法 : 检查测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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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预应力工程

8.1 一般规定

8. 1. 1 预应力工程施工应根据环境温度采取必要的质量保证措

施，井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环境温度低于 一 l S OC 时，不宜进行预应力筋张拉

作业;

2 当环境温度高于 3S
0

C或冬期施工时，不宜进行管道压浆

施工;在此条件下压浆时，应采取质量保证措施。

8. 1. 2 预应力筋张拉宜采用智能张拉设备，张拉控制宜采用数

字信息化技术 。

8. 1. 3 预应力材料的保护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应力筋以及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在搬运和存放过程中

应避免机械损伤 、 沾?亏和锈蚀，进场后存放时间不宜超过 6

个月;

2 管道在搬运时应采用非金属绳捆扎或框架装载，不得抛

摔及在地面拖拉。 管道的存放应远离热师、及可能遭受各种腐蚀性

气体、介质影响的地方。

8.2 预应力筋和管道的制作与安装

8.2.1 预应力筋下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预应力筋下料氏度应经计算确定 ; 计算时应根据结构

的孔道长度或台座长度、锚夹具厚度、千斤顶长度、墩头预留

量 、冷拉伸长值、弹性回缩值、张拉伸长值和外露长度等因素

确定;

2 当钢丝束两端采用辙头锚具时，同束钢丝下料长度的偏

差应符合表 8 . 2.1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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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2.1 墩头锚具同束钢丝下料长度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

束长>20m 钢束长度的 1 /5000 . 且不大于 5mm

束长 6m~20m 钢JfH'i:度的 1 /3000 . 且不大于 4rnm

柬长<6 ，η 2mm 

3 钢绞线下料后不得散头;

4 预应力筋宜采用切断机或砂轮锯切断，不应电弧切割 。

预应力筋切割过程中不得经受高温、焊接火花或接地电流的

影响 。

8.2.2 高强钢丝的辙头宜采用液压冷辙，墩头前应确认钢丝的

可辙性。 钢丝傲头的强度不得低于钢丝强度标准值的 98% 。

8.2.3 制作挤压锚时，模具与挤压锚应配套使用，挤压力和挤

压操作应符合产品说明书的规定。 挤压后的预应力筋应露出挤压

套筒 2mm~5mm o 钢绞线压花锚成型时，梨形头的尺寸和直线

锚固段长度不应小于设计值 。

8.2.4 当预应力筋由多根钢丝或钢绞线组成且整束穿入孔道时，

应预先编束。 编束时应将钢丝或钢绞线逐根理}I顷， 每隔 1m 捆绑

一次并按编号分类存放。

8.2.5 当钢丝和钢绞线移运时，支点距离不得大于 3m ， 端部悬

出长度不得大于1. 5mo 

8.2.6 预应力筋锚具、 夹具和连接器的性能和使用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锚固多根预应力筋的锚具应具有整束张拉的性能，且宜

具有单根张拉的性能;用于承受低应力或动荷载的夹片式锚具 ，

应具有防松性能;

2 夹具应能自锚、松锚和重复使用，主要锚固零件应具有

良好的防锈性能，可重复使用的次数不应少于 300 次 ;

3 永久性预应力筋连接器应符合锚具的性能要求;

4 预应力筋用锚具产品应配套使用，同一结构或构件应采

30 



用同一生产厂家的产品 。 工作锚不得作为工具锚使用 。

8.2.7 先张法预应力筋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预应力筋安装顺序宜自下而上，先穿直线预应力筋，再

穿折线预应力筋;折线预应力筋应遇过转折器进入相应的槽口;

2 预应力筋与锚固横梁宜采用张拉螺杆连接;

3 预应力筋安装过程中应采取防止隔离剂污染的措施。

8.2.8 管道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管道安装前应先按设计规定的管道坐标放样，安装时应

采用定位钢筋固定;直线管道的定位钢筋间距， 王与管道为钢管

时，不宜大于 1m; 当管道为波纹管或胶管时，不宜大于 O. 5m;

曲线管道的定位钢筋宜适当加密 ;

2 金属管道的连接管宜采用大一级直径级别的同类管道，

其长度宜为被连接管道内径的 5 俏~7 倍，接头处应缠绕紧密;

3 高密度聚乙烯波纹管的接头宜采用焊接，或采用本身具

有密封性能且带有观察管的塑料结构连接器连接;

4 管道与锚垫板之间应采用同一材料、同一规格的连接头，

连接后应采用密封胶封口;

5 管道与排气管应采用密封连接器连接，其密封性能应满

足真空度要求;

6 所有管道均应设压浆孔和滥浆孔，排气孔直设置在管道

最高点处，排水孔宜设置在管道最低点处;

7 管道在棋板内安装完毕后，应将其端部盖好 。

8.2.9 后张法预应力筋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预埋胶管宜在?昆凝土强度达到 6MPa~8MPa 时抽拔;

2 当?昆凝土浇筑前穿束时，应先确认锚垫板位置准确、管

道完好后再穿束;预应力筋安装到位后，应能在管道内自由

滑动;

3 当?昆凝土挠筑后穿束时，应先确认孔道畅通且孔道内无

水和其他杂物;

4 穿束后应将管道端部的开口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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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采用蒸汽养护时，在养护完成之前不应安装预应力筋 。

8.2.10 在安装有预应力筋的构件附件进行电焊作业时，应对全

部预应力筋和l金属件进行防护 。

8.2.11 当预应力管道与钢筋位置冲突无法:ìM让时，可调整钢筋

间距、钢筋形状、 弯钩方向或截断钢筋，钢筋调整应满足锚固设

计要求。

8.3 预应力施加

8.3.1 预应力张拉设备选用及校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应力筋单束初调及张拉宜采用穿心式双作用千斤顶，

整体张拉和整体放张宜采用自锁式千斤顶，千斤顶额定张拉力不

得小于张拉力的1. 2 倍;

2 与千斤顶配套使用的压力表应选择防振型产品，表面最

大读数应为张拉力的 1. 5 倍~2 . 0 倍，精度不应低于 1. 0 级 ;

3 张拉用的千斤顶和压力表应配套校准、配套使用，校准

期不得大于 6 个月，张拉次数不得大于 200 次;

4 当采用力传感器测量张拉力时，传感器应在有效的检定

内期

8.3.2 智能张拉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张拉控制力的测量精度宜小于设计张拉力的 1 % ; 位移

测量精度不应大于 0. 1mm;

2 应具有张拉应力、 伸长量同步控制功能，各千斤顶张拉

力之间的同步误差不应超过 2% ;

3 千斤顶稳定持荷时间不应小于 5min ;

4 当张拉力超过1. 03 倍设计张拉力或千斤顶行进到极限位

置时，应自动报警并自动停机;

5 控制系统宜具有自动和手动控制方式，应能在界面上自

动绘制"力-位移"、"力-时间"和"位移-时间"曲线;

6 智能张拉设备施工现场用电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设

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GB 50 1 94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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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应具有自动保存张拉过程数据的功能，并应自动生成

报告。

8.3.3 预应力张拉前应进行下列准备工作 :

1 计算张拉力和张拉伸长值，应根据张拉设备校准结果确

定油泵压力表读数;

2 应根据工程需要搭设安全可靠的张拉作业平台;

3 应清理锚垫板和张拉端预应力筋，并应检查锚垫板后的

?昆凝土密实性。

8.3. 4 预应力筋的张拉控制应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 当需超张拉

预应力筋或计入锚圈口预应力损失时，可比设计要求提高 5% ，

但不得超过设计规定的最大张拉控制应力 。

8.3.5 预应力筋张拉伸长值的量测及偏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伸长值应从预应力筋张拉至张拉控制应力的 lO% ~15%

时开始量测;

2 当采用应力控制进行张拉时，应校核伸长值 。 实际伸长

值与理论伸长值的偏差不应超过 6% 。

8.3.6 预应力筋的锚固应在张拉控制应力稳定后进行，锚固阶

段张拉端预应力筋的回缩允许值应符合表 8. 3 . 6 的规定 。

表 8.3.6 预应力筋回缩允许值 (mm )

ffil 具、 接缝类型 变形形式 允许值

钢11111 制I~形知i具 ßj应力筋囚缩、销具变形 6 

有顶ffi时 4 
夹片式针J!具 预应力筋回缩 、 锚具变形

无顶j王时 6 

墩头恼l具 缝隙厄密

但钢筋销具(用于螺纹钢筋 ) 预应力筋凹缩、销具变形

每块后加的错具垫板 缝隙压密

水泥砂浆接缝 缝隙庇密

环氧树脂砂浆接缝 缝隙压密

8.3.7 预应力筋的理论伸长值可按下式计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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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l 
t::,L , -→L一 (8 . 3 . 7)

L A p丘，

式中 : & L 预应力筋的理论伸长值 (mm);

Pp一一预应力筋的平均张拉力 (N) ; 

L一一预应力筋的长度 (mm) ; 

Ap一二一预应力筋的截面面积 (mm2 ) ; 

E p - 预应力筋的弹性模量 (N/mm2 ) 。

8.3.8 先张法和后张法的预应力施工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

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 CJJ 2 的规定。

8. 3.9 预应力筋张拉及放张均应填写施工记录 。

8.4 压浆及封锚

8. 4.1 多跨连续且有连接器的预应力孔道，应张拉完一段灌注

一段 。

8.4.2 孔道浆体宜采用带有自动计量的拌合设备制备。 浆体制

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水泥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 42 . 5 级的低碱硅酸盐或低碱普

通硅酸盐水泥，矿物掺合料的品种宜为 I 级粉煤灰、矿渣粉或

硅灰 :

2 水中不应含对预应力筋或水泥有害的成分， 每升水中不

得含有 350mg 以上的氯化物离子或其他有机物 ;

3 减水剂的减水率不应小于 20% ，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外加剂 )) GB 8076 中高效减水剂一等品的要求;

4 不应掺入氯盐类、亚硝酸盐类或其他对预应力筋有腐蚀

作用的外加剂;

5 浆体从拌制至压入孔道的延续时间不宜超过 40min，且

在使用过程中应连续搅拌;不得通过加水来增加流动度;

6 浆体拌制均匀后，应经过网格尺寸不大于 3mm X 3mm

的筛网过滤后方可压人孔道;

7 浆体的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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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压浆前应对孔道清洁处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抽芯成型的混凝土空心孔道应冲洗干净， 孔壁应完全湿

润; 金属管道和塑料管道应清除附着于孔道内壁的有害物质;

2 宜采用稀释后的中性洗涤剂或皂液冲洗孔道内的油污，

并应采用不含油的压缩空气将积水吹出;

3 孔道清理完毕后应采用密封罩或水泥浆封闭锚具空隙。

8.4.4 预应力管道压浆宜采用真空辅助压浆， 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压浆前，管道真空度应为一O. 06MPa~一O.l OMPa;

2 曲线孔道和竖直孔道应从最低点的压浆孔压入;对按上

下分层设置的孔道，应按先下层后上层的顺序压浆;

3 同一孔道压浆应连续一次完成;

4 压浆时，应达到孔道另一端饱满且排气孔排出与规定流

动度相同的水泥浆为止; 关闭出浆口后，宜保持不小于 O. 5MPa

的稳压期，稳压时间宜为 3min~5min;

5 水泥浆终凝后，方可卸拔压浆阀门 。

8.4.5 压浆后应通过检查孔抽检压浆的密实情况。 当有不密实

情况时，应及时进行补压浆处理。

8.4.6 孔道压浆的施工记录应包括压浆材料、配合比、 压浆 日

期、搅拌时间、出机初始流动度、浆液温度、环境温度、稳压压

力及时间 。 当采用真空辅助压浆工艺时，还应包括真空度 。

8.4.7 封锚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压浆完成后，应及时对锚具和预应力筋按设计要求进行

防锈处理，并应将封锚处?昆凝土凿毛井冲洗干净;

2 铺穴内应按设计要求设置钢筋网;

3 封锚混凝土种类、强度等级及钢筋保护层厚度应符合设

计要求;封锚混凝土填充宜先用较干硬的混凝土填充并捣鼓密

实，再用正常稠度混凝土填平;

4 封锚混凝土应进行保温保湿养护，养护结束后，对封锚

处?昆凝土面应按设计要求进行防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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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检验标准

主控项目

8.5.1 进场预应力筋的性能和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预应

力混凝土用钢丝 )) GB/ T 5223 、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GB/ T 

5 224 和 《元粘结预应力钢绞线 )) JG/ T 1 61 等的规定 。

检查数量:每检验批钢丝质量不大于 60t，从每批钢丝中抽

检 5%且不少于 5 盘;每检验批钢绞线质量不大于 60t ，从每批

钢绞线中任取 3 盘的端部正常部位截取 l 根试样;每检验批精轧

螺纹钢质量不大于 60t ，表现质量检查合格后任选 2 根钢筋截取

试件。

检验方法 : 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试验

报告。

8.5.2 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的性能和质量应符合国

家现行标准《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 )) GB/ T 14370 和

《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 )) JGJ 85 的

规定 。

检查数量 : 每检验批锚具和夹片不超过 1000 套;每检验批

连接器不超过 500 套 。 外观检查每检验批抽取 10%且不少于 1 0

套; 硬度检查每检验批抽取 5 % ; 静载锚固性能试验每检验批抽

取 3 组 (6 套) 。

检验方法 : 检查产品合格证、出厂检验报告和进场试验

报告 。

8.5.3 预应力筋使用前应检查外观质量，不得有弯折，表面不

得有裂纹、毛刺、机械损伤、氧化铁锈、油污等现象。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8.5.4 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使用前应检查外观质量，

表面不得有裂纹、机械损伤、锈蚀、油污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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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

8.5. 5 预应力筋的品种、规格、级别和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或用钢尺量、检查施工记录。

8.5.6 预应力筋张拉和放张时?昆凝土强度不得低于设计强度

的 80%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检查同条件养护试件的试验报告。

8.5.7 先张法预应力筋张拉允许偏差应分别符合表 8. 5.7- 1 和

表 8 . 5. 7-2 的规定 。

表 8.5.7-] 先张法钢筋张拉允许偏差

序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项目 检验方法

~ 王 (mm) 范用 点费k

接头在同一平面
2 ，且!Ç I / I O 直径 拟i盒

内的轴线偏位 ] 用钢尺id
30% 

2 中心偏位 4%短边，且!Ç5

3 张校应力值 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张f:iÌ.
全数

4 张tiL f~l长率 士 6% i己录

表 8.5.7-2 先张法钢丝和钢绞线张拉允许偏差

序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检验

号
项目

( mm) 范围 点数 方法

墩头钢丝 3较长> 20m L/5000 . 旦王三5
每批抽 用钢

2 同束氏度 束长 6m-20m L/3000 . 旦!Ç4

相对差
查 2 束 尺i丘

3 束长<6m 2 

4 张J且应力值 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

5 张拉伸长率 土6% 全数 1 张拉

6 断丝数 不趟过总数的 1 % 记录

注 L 为柬长 (mr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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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8 后张法预应力筋的张拉应力、伸长率及断滑丝数量允许

偏差应符合表 8.5 . 8 的规定 。

表 8.5.8 后张法张拉应力、伸长率及断滑丝数量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范围 点数

张ti/.应力值 符合设计要求 l 

2 张投仰 i王 旦在 士 6% I 盒张拉
每束

iêJk 3 断丝祀} 钢柬 总数的 1 % 1 
卜一一一一一

4 丝数 钢筋 不允许 I 

8.5.9 孔道压浆的水泥浆强度应符合设计规定 。 压浆时排气孔、

排水孔应有水泥浓浆溢出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 观察、检查压浆记录和水泥浆试件强度试验

报告 。

8.5.10 封闭锚具时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结构棍凝土强度的

80% ，且不得低于 40MPa。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检查?昆凝土强度试验报告 。

一般项 目

8.5.11 预应力管道进场时，应检查管道外观质量、径向刚度和

抗渗漏性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金属管道外xÆ应清洁，内外表面应元锈蚀、油污、附着

物、孔洞，波纹管不应有不规则榴皱，咬口应元开裂、脱扣;钢

管焊缝应连续;

2 塑料波纹管的外观应光滑、 色泽均匀，内外壁不应有气

泡、裂仁l 、硬块、油污、 附着物、孔洞及影响使用的划伤;

3 波纹管的径向刚度和抗渗漏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预应力?昆凝土桥梁用塑料波纹管 )) JT j T 529 和 《预应力棍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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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金属波纹管 >> JG 225 的规定 。

检查数量:外观全数检查;径向刚度和抗渗漏性能按进场的

批次抽样复验 。

检验方法 : 观察、检查质量证明文件和抽样检验报告。

8.5.12 锚固阶段张拉端预应力筋的内缩量，应符合本标准第

8. 3. 6 条规定 。

检查数量 : 每工作日抽查预应力筋总数的 3% ，且不少于

3 束 。

检验方法 : 用钢尺量、检查施工记录。

8.5.13 后张法预应力管道坐标和管道间距的偏差应符合表

8. 5 . 1 3 的规定 。

表 8. 5. 13 后张法预应力管道坐标和间距允许偏差

序 检查频率

εJ 主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范院| 点数

管道 梁长方向 土300101 :1 0%且每根不
←一一- 用钢尺量

? 坐标 梁高方向 土也刊古 每根 少于 10 个点

3 管道 同排 601m 构件 州l查 30% . 每根
ι一一- JlI钢尺茧

4 间的2 上下层 601m 抽查 5 个点

8.5.14 后张法预应力筋锚固后，锚具外预应力筋的外露长度不

应小于预应力筋直径的1. 5 倍 ， 且不应小于 30mm o
检查数量 : 在同一检验批内，抽查预应力筋总数的 3% ，且

不应少于 5 束 。

检验方法:观察 、 尺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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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装配式混凝士构件预制与运输

9.1 一般规定

9. 1. 1 装配式构件宜在工厂内预制或在工厂化的专设场区内

预制 。

9. 1. 2 预制构件的外形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 对需控制成桥线

形的梁体，其理论线形应根据自重、预应力张拉 、 ?昆凝土收缩徐

变和温差等因素确定。

9. 1. 3 预制构件内的预埋件、预留孔洞尺寸、位置应满足设计

要求 。 影响结构受力的预埋件应进行局部防裂加固 。

9. 1. 4 预制构件吊运时的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设计强度

的 80 % 。

9.2 预制场建设

9.2.1 预制场选址和规模应根据施工组织设计、工程量和桥梁

分布等因素综合确定，并应满足预制、移运及存放的施工作业

要求 。

9.2.2 预制场应进行功能划分及设计， 宜设置生产区、储存区、

发运区、钢筋及构配件加工存放区、仓库和办公生活区等。

9.2.3 预制场的场地应平整、坚实，应有必要的防排水设施。

不同功能区的地基应满足承载力要求 ; 当承载力不足时，应进行

地基处理 。

9.2.4 预制台座的建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预制台座应坚固稳定;当用于预制后张预应力?昆凝土梁

时， 33:对台座两端及适当范围内的地基进行特殊加固处理;

2 预制台座的位置、相互间距应满足施工作业和预制构件

养护要求;台座表面应光滑、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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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预制台座预拱度应按构件要求和预应力混凝土梁、板施

加预应力后的上拱值确定，必要时在预制台座上设置反拱;

4 先张法预制台座应按张拉荷载最大的梁型设置。

9.2.5 预制桥墩、柱和盖梁的地坪应平整坚实，必要时应进行

地基处理。

9.2.6 储存区的面积应根据工艺要求、预制构件占用台座最短

时间以及总体工期计划确定 。 储存区的存放台座应坚固稳定 。

9.2.7 发运区及运输通道应满足发运车净空及载重要求 。

9.3 构件预制

I 箱梁预制

9.3.1 预制箱梁的模板、钢筋矛11混凝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模板预设反拱及预留斥缩量应根据设计要求和l计算张拉

应力、弹性模量及上拱度数据确定;

2 钢筋宜在胎架上制作;当钢筋在模板中直接绑扎成型时，

模板应有防止钢筋施工污染的保护措施;

3 混凝土应连续浇筑成型，挠筑宜采取斜向分段、水平分

层方式;

4 1昆凝土浇筑期间，振捣器不得触及预应力波纹管道。

9.3.2 拆模时，梁体混凝土芯部与表层、表层与环境的温差均

不直大于 15
0

C 。

9.3.3 预应力箱梁的预应力实际损失应根据预应力瞬间损失试

验确定，必要时应由设计方调整张拉控制应力 。 试验数量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试生产期间，至少对 2 片梁体进行试验;

2 正常生产后，每 100 片梁体试验 l 次 。

9.3.4 后张法预应力箱梁的预应力施加宜包括预张拉、初张拉

和终张拉，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张拉时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强度的 60%且模板应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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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模板不得对梁体压缩造成阻碍 ;

2 初张拉应在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80%且模板拆除

后进行;

3 终张拉应在?昆凝土强度及弹模达到设计值且混凝土龄期

不少于 10d 时进行 。

II T 梁及槽形梁预制

9.3.5 预制 T 梁及槽形梁的模板、钢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模板宜采用钢模板，使用前应拼装，检验合格后方可

使用;

2 钢筋宜在胎架上制作后整体吊装入模;

3 模板配件应安装牢固 、 位置准确 。 支座锚固螺栓与支座

不得直接焊接。

9.3.6 当采用长线法生产直线配筋先张梁时，生产台座的长度

不应超过 3 片先张梁的长度 。

9.3.7 梁体混凝土浇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r昆凝土应一次性浇筑成型，每片梁挠筑时间不宜超

过 3 . 5h;

2 浇筑 i昆凝土时应按设计坡度抹平，平整度不宜大

于 3mm。

9.3.8 预应力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纵向预应力的张拉阶段宜分为初张拉和终张拉，初张拉

和终张拉时泡凝士强度应符合本标准第 9.3 . 4 条的规定;

2 后张法终张拉后梁体弹性上拱实测值不宜大于设计值的

1. 05 倍 ;

3 横向预应力应一次张拉至张拉控制应力 。

皿 节段梁预制

9.3.9 节段梁预制时线形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预制场应建立水平控制网和高程控制网，节段预制梁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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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控制宜采用线形控制软件技术;

2 节段梁应匹配浇筑，预制过程中应进行测量监控及误差

调整;

3 短线法预制节段时，应在后续节段预制时纠正前一节段

线7~偏差;

4 长线法预制节段时，同一连续匹配浇筑的节段应在同一

民线台座上制作 。

9.3.10 预制节段梁的模极、钢筋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模板宜采用钢模板，几何尺寸直采用通用模数;

2 短线法预制使用的模板系统应设置三维调节装置;端模

及侧模应采用钢模板，端模应铅直、牢固;匹配梁应根据理论坐

标精确定位;

3 接口部位钢筋宜采用预留钢筋进行连接;

4 预埋钢筋套筒时，宜预留出套筒与后续钢筋的连接部分。

9.3.11 预制节段梁的预应力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留金属螺旋管道定位应采用内衬管和定位钢筋;

2 临时预应力预留孔洞施工应按设计要求预留铺具及千斤

顶安装空间;

3 曲线梁临时预应力管道在施工过程中应检查张拉杆件的

穿杆空间 。 预制时可加内衬管辅助定位。

9. 3.12 预制节段梁拼接面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节段梁采用温接和胶接拼装时，拼接面管道口应采取

阻浆和阻胶措施，可在管道口周围设置的内凹圆台安装橡胶圈;

2 拼接面不宜修补。

9.3. 13 预制节段的脱模时间应符合本标准第 5 . 4 . 3 条的规定，

脱模时应防止伤及梁体棱角及剪力键。 气温急剧变化时，不宜

拆模。

lV 桥墩、 柱和盖梁 的预制

9. 3.14 当桥墩、柱分节段预制时，节段长度应扣除拼接缝处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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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垫块厚度 。

9.3.1S 预制节段墩、节段柱和l盖梁的模板、钢筋施工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模板宜采用钢模板，对拉蝶、杆宜采用高强度精轧螺纹钢;

2 当采用地坪作底模时， 1也坪应遍刷脱模剂，与侧模连接

处宜夹密封条;

3 节段墩和节段柱应控制竖向钢筋的下料长度，钢筋端部

宜打磨平整 。

9.3. 16 桥墩、柱的节段宜采用竖向预制，每节段混凝土宜一次

性浇筑完成。

9. 3.17 盖梁宜先浇筑灌浆连接套筒或灌浆金属波纹管范围内的

?昆凝土 。

9.3.18 灌浆连接套筒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节段现场拼装端的灌浆连接套筒定位应采用装有定位销

的定位板 ;

2 灌浆连接套筒与钢筋的连接宜采用~rl扎连接，不得采用

焊接;

3 压浆管 、 出浆管的长度应根据桥墩、柱的尺寸准确预留，

且应采用止浆塞塞紧 。

9.4 构件移运与存放

9.4.1 预制构件吊装移运应特合下列规定:

1 移运、吊放预制构件时应匀速、缓慢 ;

2 后张预应力?昆凝土构件在压浆后移运时，压浆浆体强度

不应低于设计强度的 80% ，且移运过程中构件不应受到冲击或

碰撞;

3 构件吊点位置应符合设计规定;

4 当吊绳与构件的交角小于 60。时，应设置吊架或起吊

扁担 。

9.4.2 预制构件滑移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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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压浆浆体的强度应达到设计强度的 80%后方可滑移

施工;

2 滑道基础应坚固，地基应平整，两滑道之间的高差应小

于 50mm，滑移时 4 个支点的相对高差应小于 4mm;

3 滑移的动力设施应经计算或试验确定 。

9.4.3 预制场内梁体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预制构件存放的支垫应采用橡胶垫块、枕木等弹性材料;

2 当采用 4 支点存放时，各支点不平整量不应大于 2mm;

3 预制构件首次存储时应静停观察;当长期存放时，应采

取必要措施防止构件过大上拱;

4 当构件双层及多层储存时，层与层之间应设置垫木。 垫

木应放置在支点处，上下层受力点应在同一竖直线上 。

9.5 构件运输

9.5.1 预制构件的装卸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预制构件的吊装应符合本标准第 9 . 4 . 1 条的规定;

2 装卸l时应采取绑扎固定措施保持车体或船体平衡。 构件

边角部位或与紧固用绳索接触部位，宜采用垫衬保护。

9.5.2 预制构件的运输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运输通过的路线、结构物应满足运输设备的荷载要求，

且线路的纵横坡度、最小曲线半径和宽度等应满足运输设备的行

走要求;

2 当采用车辆运输时，车辆应缓速起步、平稳前进、慢速

徐停，不应突然加速或紧急制动，并应按有关要求在车辆上悬挂

标志;

3 当采用水运方式时，构件的支承应满足结构受力及运输

要求，且应对构件采取紧固措施，并应满足水上作业的相关安全

规定 。

9.5.3 预制构件在装卸 、 运输过程中均不得受到任何形式的

损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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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检验标准

主控项目

9.6.1 混凝士预制构件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预制梁强度达到设计强度的 80%后方能起吊、搬运 、

堆放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检查同条件养护试块强度报告。

2 结构表面不得出现超过设计规定的受力裂纹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用裂缝观测仪或塞尺等量测 。

9.6.2 预留、预埋钢筋和钢构件应设置齐全、位置正确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 尺量、检查施工记录。

一般项目

9.6.3 预应力?昆凝土预制箱梁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9. 6. 3 的规定 。

表 9.6.3 预应力混凝土预制箱梁允许偏差

序号 ]贝目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mm ) 范围 点数
检验方法

梁长 ::!:: 20 
用尺盏，检查桥面及

4 
底板两侧

2 梁高
十10 用尺量，检查两端各

可户一 4 
- 5 2 处

片

3 轴线偏差 ~1 0 梁 用尺量，从两端支座
2 
螺栓中心线引向桥面

4 梁上拱 1/3000 梁~
放张/终张 30d 时用

2 
尺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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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6. 3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序号 项目 检验方法

( mm) 范围 点数

十 1 0 川 j让址 ， 检查最大
顶、底板 2 

。 误差处

5 厚度 + 10 用尺主1 . 跨中、1/4
!阪板 6 

-5 跨、 3/ 4 lP守各 2 处

f与碴墙 士5 二二5 用尺1if

hH反 士5
用尺flt. 跨中、 1 /4

跨 、 3 /4 跨和梁两端
每

6 宽度 8 用尺茧 ， 检查 1 /4
片

桥面及挡碴墙内侧 士 10
梁

跨、跨中、 3/4 跨 初

梁两端

7 表而倾斜偏差 王三31m 二主5 用尺量

梁面 王三31m
8 平整1度 二三 1 5 用 1m 靠尺检查

底板顶面 ~10/m 

边缘高差 ~1 全数
用水平尺靠量

9 支座板 支座中线偏差 三二3 全数

脱栓孔中心偏差 =二2 全数 用尺量

9.6.4 预应力混凝土预制 T 梁及槽形梁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9. 6. 4 的规定 。

表 9.6.4 预应力混凝土预制 T梁及槽形梁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J字号 项目 检验方法

( mm) 范罔 点数

跨度> 1 6m 土 20 用钢卷J.z及卡钳量，

1 梁长 1fi 4 检查桥面及底饭内、

跨度~1 6m 士 1 0
片 外侧

十 1 0
梁

用钢卷尺、水平仪
2 梁高 二"-4

-5 量，检查梁两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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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9 . 6 . 4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序号 项目 检验方法

(mm) i庄陀| .I~~数

桥面内外侧偏离 十20
用 水平样杆训IJ tt . 

3 2 从支座螺栓 巾，心放线
设计位置 一 1 0

号 | 向 ;何?而

+ 10 用 UJ巳 J\. 、钢饭尺
l庭级 4 

。 测量

+ 10 
4 厚度 隔饭 2 

- 5 用 U j~尺、钢饭尺
卜一一一一

+ 15 测结员大偏爱处
拦i渣墙 2 

。

+ 10 
J+J尺最 . 检查跨中、

下翼缘
。

1叫叫l

Wii端

5 宽度 8 
啡户- 用尺量.检查 1 /4

桥面及挡渣墙 + 10 
片 跨、跨中、 3/4 跨和l

内外侧 - 5 
梁 梁两端

跨度< 1 6m
运20

低高度梁
1I立张/终 1lE 30ζ1 n才 JIJ

6 梁 |二 :fJt 2 
尺量

其他梁 1 / 1 000 跨长

用 1. J~ 尺 、 钢饭尺

7 表面垂直度 主二3 /m 二注5 测量，检查两端. 抽

查腹板

梁{本表而平整度 主ζ5/m 二~ 1 5
用水平尺、钢饭尺

8 
iWJ盘

边缘高差 :<J 全数
←一一一一 HJ水平尺靠量

9 支座饭 支座中线偏差 :<3 全数

虫罪、栓孔中心偏差 :<2 全数 用尺虽

10 m l精饭、连接板偏差 王三 1 0 全数 月 1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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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 预应力混凝土预制节段梁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9. 6 . 5 的规定。

表 9.6. 5 预应力混凝土预制节段梁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序号 I页目 检验方法

(mm) 范闸 点数

。
梁 l王 3 )'f:) 尺量

2 

+5 
宽度 2 

。

←一一一一一
2 断面尺寸 高度 士5 生母节 2 

←一一一一一
H! J吐量

十5 段梁
壁j早 8 

。

节段梁纵轴线、
4二3 用经纬仪测量3 

微隔梁轴线

表面平整度 主二5 2 用 2m直尺、举)~视IJ:bt

5 吊孔偏差 :;:;;;5 每吊孔 用尺垦

位置 主二5 用尺盘
书i'ti栓、

高程 :;:;;; 10 
每预

6 
锁ilJj等 埋件 月]Jj(准仪测量;

平面高差 士 1 0

9.6. 6 钢筋?昆凝土预制桥墩、柱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9.6. 6 的规定。

表 9.6 . 6 钢筋混凝土预制桥墩、柱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4金盒频率
}字号 项 )=1 检验方法

( mm) 1也问'1 点数

+s 用尺hL 检查构件
墩或柱氏度

一 1 0 4 个而各 l 点

2 断面尺寸 土5 用尺量， 检查构fLI 两端及中部

表面平 膳具面 3 
每根

3 构{斗 3 用 2m 直J~ 、塞j辽测量
3辈度 抹平而 5 

4 侧向弯曲l 1/ 1 000 且:;:;;; .1 0 2 调平尺在两端ìý!lJ:!i在

5 翘rt1l 1/ 1 000 且~5 2 调平尺在两端视rJi孟

注 目 I 为桥墩、柱的长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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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 结构表面应无孔洞、漏筋、蜂窝、麻面和宽度超过

O.1 5mm 的收缩裂纹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用裂缝观测仪或塞尺等量测 。

9.6.8 支座板外露底面应平整、无损、无飞边、无空腹声，防

锈应符合设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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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 目测、锤击 。



10 基础

10. 1 一般规定

10. 1. 1 对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或技术条件特别复杂的地基，宜

在施工前进行试开挖或试钻，获得相应工艺参数后再施工。

10. 1. 2 基础施工应有施工记录和监控手段。

10. 1. 3 扩大基础、预制沉入桩 、 灌装桩、沉井基础的施工和质

量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

范 )) CJJ 2 的规定 。

10.2 扩大基础

10.2.1 当基础位于旱地-目-无地下水时， 基坑顶面应设置防止地

面水流入基坑的设施。当基坑顶有动荷载时 . 坑顶边与动荷载间

护道宽不应小于 1mo

10.2.2 弃土锥坡脚距坑顶边缘的距离不应小于基坑的深度 。

10.2.3 基坑开挖完成后应进行实地验槽，地基承载力应满足设

计要求。 验收合格后应及时进行?昆凝土基础施工。

10.2.4 当地基承载力不满足设计要求或出现超挖、被水浸泡现

象时，应按设计要求处理， 并应结合现场情况，编制专项地基处

理方案 。

10.2.5 基础施工完成后应及时回填，回填施工应符合下列

规定:

1 回填材料及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

2 基坑回填前，应排净积水、清除软弱层;

3 1真土应分层填筑并压实。当回填涉及管道时， 管线周围

的填土密实度应符合相关管线的技术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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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桩基础

10.3.1 钻孔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钻机选型宜根据环保、孔径、孔深、桩位水文、地质情

况确定;

2 开孔位置应准确，孔位中心偏差不得大于 50mm;

3 钻孔应连续。 当因故停钻时，有钻杆的钻机应将钻头提

离孔底 5m 以上，其他类型钻机应将钻头提出孔外，孔口应加

护盖。

10.3.2 清孔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清孔前的孔径、 孔深应符合设计要求;

2 不得采用加深钻孔深度方式代替清孔;清孔时应保持孔

内水头;

3 清孔后的泥浆应无 2mm~3mm 颗粒，泥浆相对密度不

应大于1. 10 ，含砂率应小于 2% ，胶体率应大于 98% ;

4 清孔后孔底沉渣厚度对摩擦桩不应大于 200mr口，对端承

桩不应大于 50mm。

10.3.3 水下混凝土灌注不应有夹层和松散层。

10.3.4 预制沉入桩施工方法的选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锤击沉桩宜用于砂类土、蒙古性土;

2 振动沉桩宜用于锤击沉桩效果较差、密实的勃性土、砾

石和风化岩;

3 静力压桩宜用于标准贯入度小于 20 的软勃土、淤泥

质土;

4 钻孔埋桩宜用于黠土、砂土、碎石土，且河床覆土较厚

的情况 。

10.3.5 预制沉入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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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沉桩前应检查成品桩，并应符合相关质量要求;

2 沉桩施工应根据现场环境状况采取防噪声措施;

3 对地质复杂的大桥或特大桥，检验桩的承载力或确定沉



桩施工工艺、技术参数时， 应进行试桩。

10.3.6 岩溶和采空区钻孔灌注桩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施工前应核对桩位处的地质勘察资料，有疑问时宜补充

地质钻孔，探明情况;

2 施工前应制定应急预案，配备足够的抢险机具设备和

材料;

3 泥浆密度宜大于一般地区所用泥浆的密度;

4 当发生漏浆或明孔时 . 应接应急预案及时补浆或回填，

并应采取保证平台、钻机和施工人员安全的措施 。

10.4 沉井基础

10.4.1 沉井基础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对附近的堤防、建(构)筑物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

并应在下沉过程中加强观测;

2 位于江、河、湖中的沉井基础Jl应调查洪汛、凌汛、河床

冲刷、通航及漂流物等情况，并应制定防汛措施及相应的安全

措施;

3 对地质条件复杂的沉井宜补充施工钻探;

4 沉井全过程下沉系数应根据地质钻探资料 、 环境条件等

计算，并应采取防止沉井无法下沉或突沉的预防措施。

10.4.2 沉井基础的封底和混凝土浇筑高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沉井下沉到设计高程时，应清理、平整基底，基底地质

条件应符合设计要求后方可封底，并应避免超、沉;

2 t昆凝土面的最终灌注高度应比设计值高出 150mm 以上 。

10.4.3 沉井基础施工应分阶段进行质量检验并填写检查记录 。

10.5 承 A 
&::1 

10.5.1 承台施工的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进行基桩等隐蔽工程质量验收，并应符合设计要求 ;

2 桩顶混凝土表面应凿毛，并应符合水平施工缝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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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应修复清理桩头预留钢筋，桩体埋人承台长度及预留钢

筋锚入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

10.5.2 承台底部钢筋网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基桩顶部主筋伸入承台进行连接时，越过桩顶处的钢

筋网不应截断 ;

2 当基桩顶部桩身埋入承台进行连接时，碰及桩身的钢筋

网可调整钢筋间距或改用束筋绕过; 当确需截断钢筋时，应在截

断处增设附)10等强度钢筋连续绕过。

10.5.3 承台混凝土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承台基底为软弱土层时，应按设计要求采取避免混凝

土挠筑过程中产生不均匀沉降的措施;

2 承台、混凝土宜在无水条件下浇筑;

3 承台?昆凝土宜一次连续浇筑完成，分层浇筑时，接缝应

按施工缝处理 ;

4 承台混凝土满足设计强度后方可拆除模板及罔堪，且基

坑应按设计要求及时回填 。

10. 6 检验标准

10.6.1 钻孔灌注桩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主控项目

1 钻(冲) 孔达到设计深度后，应核实地层承载能力，并

应符合设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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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 检查施工记录 。

2 孔深、孔径大小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 查验成孔记录和测量。

3 桩身混凝土抗压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 : 每根桩现场制作不少于 2 组混凝土试件进行



试验。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

4 桩身完整性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采用超声波反射法。 如对检测结果有疑问，可对

部分受检桩采用钻芯检验法。

一般项目

5 钻(冲)孔灌注桩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0.6 . 1 的规定 。

表 10.6.1 钻(ì中)灌注桩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序号 项目 检验方法

( mm) 范围 点数

有丰桩 100 
卜一一一一一 桩位 用全站仪测量

2 单扫1，桩 50 1 

3 沉渣 摩擦桩 符合设计要求 可←[ I 用沉淀盒或标准i则锤
←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

4 厚度 支承桩 不大于设计要求 根 1 量测，查灌注前记录

钻孔桩 4二1 % ，且不大于 500 桩
用i则壁仪或钻杆

b 垂直 l 
垂线和钢尺量测

←一一一一一 度 挖孔桩 主二0 . 5% ，且不大于 200
6 1 用垂线和l钢尺量视IJ

6 桩顶面应平整，桩与其他部位连接处应元严重缺陷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和用尺量。

10.6.2 混凝土承台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主控项目

1 承台、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每承台现场制作不少于 2 组混凝土试件进行

试验。

检验方法 : 检查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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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

2 混凝土承台浇筑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0 . 6.2 的规定 。

表 10.6.2 混凝土承台浇筑允许偏差

允ì!1 偏差 检查频率
斥:号 项口 检验方法

( mm ) 范围 点数

十 1 5 用尺 i~llJ盐 . 检查长、览、
断而尺寸 6 

一 1 0 i苟各 2 点

每
m经纬仪、)\_ ì别扭

2 轴线俯位 10 ):jX 2 
LrA i 

检盒纵、横向

3 顶而高程 土 1 0 b 用水ff~仪ì~H!

4 l:iíf:tm件中心偏位 5 2 儿!尺 i则主t

3 承台表面应元孔洞、 漏筋、缺棱掉角、蜂窝、麻面和宽

度超过 0. 1 5mm 的收缩裂缝。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用裂缝观测仪和塞尺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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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墩 L>.. 
口

11. 1 一般规定

11. 1. 1 桥墩、桥台施工完毕后应对全桥中线、高程及跨度贯通

测量，并应形成施工记录。

11. 1. 2 墩台上应标出墩台中心线、支座十字线和梁端头线 。

11. 2 桥墩与桥台

11.2.1 现浇混凝土桥墩、桥台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桥墩与桥台施工前，应将基础顶面的混凝土凿毛处理，

清除钢筋污锈，并应将表面的松散层和石屑等清理干净。

2 当桥墩与桥台高度超过 10m 时，可分节段施工 。 各节段

?昆凝土的外观颜色宜一致。

3 模板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 安装前，应在基础顶面放出桥墩或桥台的轴线及边

缘线;

2 ) 当分节段施工时，其首节模板安装的平面位置和垂直

度应严格控制;

3) 模板在安装过程中应通过测量监控措施保证桥墩、桥

台的垂直度，并应有防倾覆的临时措施;

4) 高墩且风力较大地区的墩身模板应满足抗风稳定性

要求;

5 ) 墩台模板宜采用整体式钢模板。

4 当桥墩高度内有系梁连接时，系梁应与桥墩同步浇筑。

5 V 形墩柱的混凝土应对称浇筑。

11. 2. 2 预制钢筋?昆凝土桥墩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础槽口的混凝土强度应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安装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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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墩;

2 预留槽口安装前应校核长、宽、高及顶面高程，基座槽

口四周与桥墩边的空隙不应小于 20mm;

3 预留槽口与预制件接触面应凿毛处理;预埋件应除锈并

应校核位置，合格后方可安装;

4 桥墩吊装前应进行吊装方案设计;

5 预制桥墩安装时，应在桥墩垂直度以及平面位置符合设

计要求后，再用硬木模或钢棋固定，并加斜撑保持桥墩稳定，在

确保稳定后方可摘去吊钩 ;

6 安装后应及时挠筑槽口?昆凝土，待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

后方可拆除硬棋，再浇筑二次?昆凝土 。 待槽口 1昆凝土达到设计强

度的 80%后方可拆除斜撑。

11.3 台帽与盖梁

11. 3.1 台帽和盖梁施工应在桥墩与桥台质量检验合格后方可

进行 。

11. 3. 2 在台帽与桥台、墩身与盖梁的连接处，模板与墩台身之

间应密贴，不得出现漏浆现象。

11. 3. 3 当盖梁为悬臂梁时 ， y昆凝土浇筑应从悬臂端开始。 预应

力孔道压浆强度应达到设计强度后，方可拆除底模。

11.3.4 在交通繁华路段施工盖梁时，宜采用整体组装模板和快

装组合支架。

11. 3. 5 预制盖梁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安装前 . 盖梁预留槽口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

2 安装前应对接头混凝土表面凿毛处理，预埋件应除锈;

3 盖梁吊装前应进行吊装方案设计;

4 吊装时，预制盖梁的混凝土强度不应低于设计强度

的 80% ;

5 当在墩台柱上安装预制盖梁节段时，预制盖梁支架体系

应稳定，盖梁支点应稳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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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当预制盖梁就位时，应检查轴线和各部尺寸，确认合格

后方可固定并及时浇注槽口、混凝土 。 接头混凝土达到设计强度

后，方可拆除临时固定设施 。

11. 3. 6 支座垫石的预埋钢筋及上部结构所需预埋件的位置应

准确 。

11. 4 台后过渡段

11. 4. 1 台后过渡段填土宜采用砂性土、碎石或砂砾、中粗砂

等透水性材料，不得使用含泥草、杂质、腐殖物或冻土块的

土类 。

11. 4.2 台后过渡段的填土长度在顶面不应小于桥台高度加 2m;

在底面不应小于 2m。

11. 4. 3 台后过渡段填土的施工顺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台后过渡段填土与锥坡填土应同时进行，并应按设计宽

度一次填足;

2 台后过渡段宜与路基填土同时进行， 宜采用机械碾压 ，

台背 O. 8 mγγγ，户~臼-、-

工穷实 ;

3 轻型桥台的台后过渡段填土应待盖板和l支撑梁安装完成

后，两台对称均匀进行;

4 柱式桥台的台后过渡段填土宜在柱侧对称均匀进行;

5 位于软士地基处的桥台可先回填再进行基础和台身

施工。

11. 4. 4 回填土应分层开实，填土压实度应大于 96 % 。

11.5 检验标准

11. 5. 1 现浇泪凝土墩台、预制?昆凝土桥墩 、 台帽与盖梁的质量

检验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

CJJ 2 的规定 。

11. 5. 2 预制混凝土盖梁的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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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项目

1 预制盖梁安装后的高程不应大于设计高程，且不应小于

设计高程 5mm 以上 。

检查数量 : 每支座中心处盖梁对应位置。

检验方法 : 用水准仪测量。

一 般项目

2 预制?昆凝土盖梁制作允许偏差应符合本标准第 9.6 节的

规定。

3 预制混凝土盖梁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 1. 5. 2 的

规定 。

表 1 1. 5. 2 预制混凝土盖梁安装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序号 项臼 检验方法

( mm ) 范罔 点数

轴线偏位
用全站仪测量，纵、

8 5 
每盖梁 横向各 2 点

? 组!人墩位深度 不小可放 ìt-要求 用钢尺量

11. 5. 3 台后过渡段填土施工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主控项目

1 土方回填时，台身泪凝土强度不应低于设计强度

的 80%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同条件养护试件试验报告。

2 台后过渡段填土的压实度应大于 96% 。

检查数量 : 每 50m2压实层检查 1 点，不足 50m2时至少检查

1 ，点 。

检验方法 : 灌砂法检验 。

60 



一般项目

3 台后过渡段填土的长度在顶面不应小于桥台高度加 2m;

在底面不应小于 2m。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用钢尺量，检查施工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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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支座

12.1 一般规定

12. 1. 1 进场支座产品应按设计文件核对支座型号和数量，并应

检查产品使用安装说明、装箱单、检验报告和支座产品合格证。

12. 1. 2 支座安装前，应确认桥梁跨径、支座位置、支座型号和

方向、预留锚栓孔位置和尺寸，以及支座垫石的棍凝土强度、顶

面高程、平整度、坡度和坡向符合设计要求 。

12. 1. 3 当环境温度与设计要求不同时， 支座的安装位置应通过

计算设置顺桥向的预偏量。

12. 1. 4 支座滑动面上的聚四氟乙烯滑板和不锈钢板位置应正

确，不得有划痕、碰伤。

12.2 支座安装

12.2.1 支座顶面与上部构件、支座底面与墩台顶面应密贴，不

得脱空、偏斜，避免不均匀受力 。

12.2.2 支座底板边缘距支承垫石外边缘的最小距离应符合设计

要求。

12.2.3 板式橡胶支座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座安装前应将垫石顶面清理干净 ， 并应采用干硬性水

泥砂浆抹平;

2 梁板吊装就位应准确，且应与支座密贴，否则应将梁板

吊起， 重新调整使支座位置控制在允许偏差内。安装时不应采用

撬棍移动梁板。

12.2.4 盆式橡胶支座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支座在储存和搬运时，应避免日晒、雨雪浸淋幸IJ抛掷、

撞击，不应与酸碱、油类及有机榕剂等接触，并宜距热游、 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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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

2 吊装前，安装在梁底的支座上座板与梁底预埋钢板间应

密贴无缝隙。

3 吊装前，应凿毛支座就位部位的支承垫石表面，并应采

用水浸湿，应清除预留锚栓孔中的杂物。

4 支座安装前先安装灌浆用钢模板，应通过膨胀螺栓固定

在支座垫石顶面。

5 架梁时，梁体应先落在千斤顶上，通过千斤顶调整梁体

位置及标高;各千斤顶的支点反力与所有千斤顶支点反力的平均

值相差不应超过士5% 。

6 支座安装就位后，支座四角宜采用钢垫块调整到设计标

高，在支座板与支承垫石顶面之间应留有 20mm~30mm 的

空隙 。

7 当确认支座中心位置及标高符合要求后，方可灌注元收

缩的高强度注浆材料。 注浆材料性能应符合表 12 . 2 . 4 的规定 。

表 12.2. 4 注浆材料性能

28d 抗压强度 二?!50MPa 浆{丰7)C灰比 主三0. 34 且不得泌7)(

28d 弹性恢:111 二~30GPa 流动j支 二~320mm

24h 抗折强度 二~ 1 0MPa :，Omin 后流动度 二三240mm

标准!f.护条件下 28d 自由!支膨胀率 o. 02%~0 . 10% 

注 · 当有特殊要求H才，注浆材料可采用早强快破材料。

8 重力灌浆应从支座中心部位向四周注浆， 直至从钢模与

支座底板周边间隙观察到灌浆材料全部灌满为止。

9 浆体材料达到设计强度后，应先拆除钢模板及支座上下

连接钢板及螺栓，再撤除临时千斤顶。

10 张拉现浇棍凝土梁体预应力筋前应拆除各支座 t下连接

铜板及螺栓 ;

11 支座防尘罩应及时安装，并应严密牢同 ， 栓钉应齐全，

防尘罩开启不应与防落梁或梁端限位装置相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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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2.5 球形支座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支座进场验收合格后应储存于干燥平稳处，并应采取防

雨淋、防水浸润的措施;

2 支座安装前应检查确认支座连接处于正常状况;因螺栓

松动造成支座初始状态、扰动时，应及时恢复 ;

3 当下支座板与墩台采用螺栓连接时，应先将下支座板四

角调平，高程、位置符合设计要求后，方可用环氧砂浆灌注地脚

螺栓孔及支座底面垫层:环氧砂浆 (J型化后，方可拆除四角钢模 .

并用环氧砂浆填满樱块位置;

4 当下支座板与墩台采用焊接连接时 . 应采用对称、间断

焊接方法将下支座板与墩台上预埋钢板焊接;焊接时应采取防止

烧伤支座和混凝土的措施;

5 地脚螺栓、预埋钢板表面和支座涂装受损部分应按设计

要求重新涂装，但支座不锈钢滑板表面不应涂装 。

12. 3 检验标准

主控项目

12.3.1 支座材料 、 品种、规格、性能、结构及涂装质量应符合

设计要求和国家现行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并检查产品合格证、材料及性能检测报告、

进场验收记录、进场复验报告。

12.3.2 支座的安装位置、安装方向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 用尺测量 。

12.3.3 支承垫石混凝土强度、垫层材料质量及强度应符合设计

要求 。

检查数量:按设计要求抽样 。

检验方法 : 检查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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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3. 4 支座和梁底及垫石之间应密贴，局部空隙不应大于

O. 3mn1 o 支座水平各层部件间应密贴无空隙。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 观察和尺量。

12.3.5 支座锚栓质量 、 埋置深度和螺栓外露长度应符合设计要

求 。 支座锚栓间结位置应准确 。 预埋锚栓孔应填满捣实，填料种

类和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灌浆材料的配合比通知单、 产

品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 。

一般项 目

12. 3. 6 支座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 2. 3 . 6 的规定 。

表 1 2.3.6 支座安装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检查~:ýf采
序号 项目 检验方法

( mm) i也因 点数

支座高程 :1:: 5 用7I< 1'm仪盘
每支l坐:

2 支座偏差 3 ? 川全在纬仪、钢尺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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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混凝土梁式桥梁

13. 1 一般规定

13. 1. 1 跨越既有交通线路的梁段、大跨径连续梁桥应进行施工

监控，梁体变形、内力及线形应符合设计要求。

13. 1. 2 I临时性承重结构及其地基基础应进行设计，应具有足够

的承载力、刚度和稳定性。

13. 1. 3 简支梁架设、连续梁合龙、挂篮和悬臂拼装的施工及验

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CJJ 2 的规定 。

13.2 现浇施工

I 固定支架法现浇施工

13.2.1 固定支架法现浇施工宜采用满堂式支架、梁式支架或两

者的组合形式 。

13.2.2 固定支架、模板施工应符合本标准第 5 章的规定，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满堂式支架位于坡道时，直将地基的坡面挖成台阶;

2 混凝土浇筑时应监测支架、卸落设备的变形以及地基的

沉降，发现超过允许的变形 、 变位时应及时采取处理措施。

13.2.3 Y昆凝土挠筑施工应符合本标准第 7 章规定，并应符合下

歹IJ规定 :

1 梁体?昆凝土在顺桥向宜从低处向高处浇筑，在横挤 |句宜

均匀、对称挠筑;

2 箱梁混凝土宜采取水平分层、斜向推进方式一次连续浇

筑完成;水平分层的厚度不得大于 300mm，各层?昆凝土间隔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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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时间不得超过混凝土初凝时间 ;

3 U 形梁可一次或两次完成混凝土浇筑; 一次浇筑时宜先

浇筑至底板承托顶面，待底板?昆凝土振实后再浇筑腹板;分两次

浇筑时，宜先浇筑底板至底板承托顶面，按施工缝处理后，再浇

筑腹板混凝土;

4 腹板底部为扩大断面的 T 梁应先浇筑扩大部分，待?昆凝

土振实后再浇筑上部腹板;

5 在钢筋和预应力管道密布区域，应设置?昆凝土溜槽和插

入式振捣器辅助导向等装置，保证该区域的混凝土振捣密实 。

H 移动模架现浇施工

13.2.4 移动模架宜采用定型产品 。

13.2.5 移动模架的安装和移动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按产品操作手册安装;拼装完成后应检验拼装质量，

并应在首孔梁浇筑前进行荷载试压试验，检验和试压合格后方可

投入使用;

2 模架预拱度应经计算并根据荷载试验结果确定;

3 模板横向和纵向移动过孔前，应解除作用于模架上的全

部约束;

4 纵向移动时，两侧承重钢梁不同步的最大距离偏差应符

合产品设计的规定，且应有限位和紧急制动装置 ;

5 模架在移动过孔时的抗倾覆稳定系数不应小于1. 50 

13.2.6 混凝土浇筑顺序及施工缝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在顺桥向， 首孔梁宜从桥台或过渡墩向悬臂端浇筑;中

间孔宜从悬臂端向已挠筑段浇筑;末孔宜从一联中最后一个墩位

向已浇筑段浇筑;

2 在横桥向， 11昆凝土应对称挠筑;

3 1昆凝土纵向分段接缝位置宜设在 ] /5 跨的弯矩零点附近 。

13. 2. 7 移动模架的使用和拆除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每孔梁施工完成后应根据技术文件检查模架的关键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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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支承系统，发现问题应及时处理 ;

2 外模架在梁体建立预应力后方可卸落;

3 移动模架拆除方案应根据施工环境条件确定，并应有可

靠的起吊和拆除安全措施。

田 悬臂浇筑施工

13. 2. 8 墩顶及墩顶邻近梁段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ì昆凝土浇筑可采用托架或支架; 支架和托架应经过设计

计算和加载预压，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2 当墩顶梁段与桥墩采用非刚性连接时，浇筑悬臂段?昆凝

土前应将墩顶梁段与桥墩临时固结;

3 墩顶梁段宜全断面一次浇筑完成。

13.2.9 桥墩两侧悬臂梁段的挠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混凝土应对称、平衡浇筑，两端不平衡偏差不得大于设

计规定;

2 1昆凝土应从悬臂端向已浇筑梁段分层推进挠筑，每梁段

应一次浇筑完成;

3 边跨非对称现浇梁段混凝土应从己浇筑段向合龙口方向

推进浇筑。

13.2.10 悬臂浇筑过程中宜采用变形和内力双控， 应以变形控

制为主。 弹性变形应分次调整，每次调整值不得超过实际下

挠量。

13.2. 11 当完成梁段纵向预应力张拉后，方可将挂篮移至下一

梁段，且移动时宜设置控制挂篮滑动的装置 。 挂篮移动就位后应

立即锁定锚固点 。

13. 3 装配式梁现场施工

13.3. ] 装配式构件整孔架设或节段拼装安装设备的强度、同IJ度

和稳定性应验算，并应形成施工技术专项方案、安装工艺和施工

安全专项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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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简支梁的架设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安装前应检验桥墩、桥台的施工质量，并应复测支座或

临时支座的平面位置和高程，合格后方可架设 ;

2 架桥机移动过孔时，严禁行人、车辆和船舶在作业区域

的桥下通行;风力超过 1 0 级时应锚固架桥机 ;

3 当采用起重船架梁时，起重船的抛锚定位不得利用桥墩

带缆，且应避免船体和l梁体碰撞桥墩或承台;

4 梁体就位后应临时固定，且 T 梁和 I 形梁应与先安装的

梁体横向连接 ;

5 同一孔梁体全部安装完成后，方可进行梁体之间的横向

温接缝施工。

13.3.3 先简支后结构连续的梁体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同 一片梁两端临时固定支座的顶面相对高差应小

于 2mm ;

2 简支变连续的施工程序应符合设计要求;

3 湿接头?昆凝土的养护时间不应少于 14d;

4 当预应力管道内浆体达到规定强度后，应及时拆除临时

支座并按设计规定的顺序完成体系转换;

5 同一棉梁的临时支座应同时拆除 。

13.3.4 节段逐跨拼装的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施工中所采用的临时性工艺以及为拼装设置的预埋件、

预留孔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拼装施工 ;

2 应制定从节段预制到架设完成全过程的测量控制方案 ;

匹配浇筑节段的几何尺寸、轴线位置以及成桥线形精度的控制宜

采用线形控制软件技术。

13.3.5 节段逐跨拼装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预制节段的提升应匀速、缓慢，提升速度不宜大于

2m/ rnin; 

2 悬挂状态下的节段之间应设置防撞垫块 ;

3 下行式架桥机应采取抵抗支承面倾斜时节段对支承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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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水平分力的措施;

4 上行式架桥机应错层悬挂节段，错层的节段个数及节段

纵向间距应满足拼装工艺的要求 ;

5 当节段拼装时，应对第一节段的梁体临时定位 、 固定;

6 应逐块控制、复核节段梁的轴线和高程，并应按设计线

形及时调整。

13.3.6 节段逐跨拼装的预应力施工除应符合本标准第 8 章的规

定外，尚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临时预应力应均匀布置，节段拼接面的海凝土压应力不

得小于 O.3MPa;

2 I临时预应力筋应可反复多次张拉，在结构永久预应力施

加后方可拆除;

3 应做好预制节段体外预应力筋的保护，不应在其上堆放

物体或抛物撞击 ;

4 节段完成预应力张拉后，方可放松起吊吊钩，并应立即

进行压浆和封锚。 纵向预应力孔道宜采用真空!王浆 。

13.3.7 悬臂合龙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合龙顺序应符合设计规定，并应根据观测的两端悬臂梁

段的轴线 、 高程偏移值确定合龙程序和调整参数;

2 合龙完成后应尽快拆除墩顶节段临时固结装置以及合龙

梁段间的临时固结装置 ， 并应按设计规定的程序完成体系转换和

支座反力的调整 。

13.4 顶推施工

13.4.1 梁段预制场地、预制台座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白座的轴线应与桥梁轴线的延长线重合，纵坡应一致，

两轴线间的偏差不应大于 5mm;

2 纵桥向相邻两支承点台座滑移装置的顶面高程差不应大

于 2mm。 横桥向同一支承点上滑移装置的顶丽高程差不应大

于 l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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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梁段预制 、 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梁段接缝面预应力孔道偏差不应大于 2mm ; 后浇梁段伸

入己浇梁段的成孔胶管长度不应小于 300mm; 金属波纹管长度

不应小于 100mm;

2 工作缝表面应凿毛并清洗干净，作为解联的工作缝宜为

干接缝并宜用|临时预应力张拉紧密 。

13.4.3 导梁和临时墩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导梁长度、重量、结构类型及与梁体的连接方式应符合

设计要求;

2 导梁底面应平直，并与梁体底面位于同一平面内;中线

允许偏差不应大于 5mm，纵横向底面高程允许偏差不应超过

+5mm; 

3 11伍时墩应具有足够的承载力、刚度和稳定性 ， 应经检算

后方可使用 。 临时墩上的滑道应设有高程调整设施。

13.4.4 顶推装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I 每一桥墩顶面两侧宜设置临时导向墩 (架)作为横向导

向设备;

2 梁底可采用聚四氟乙烯板作滑块，其面积应根据最大反

力计算确定，长度不宜小于 400mm;

3 墩顶滑道 ( 11备时支座)表面应平整光滑，安装牢固;

4 滑道进出口坡度应小于 2
0

。

13.4.5 顶推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顶推阶段的预应力筋应全部张拉后方可顶推 ;

2 顶升桥梁的起顶反力值不得大于计算反力值的1. 1 倍，

顶升高度不得大于设计规定 ;

3 在单点顶推的开始和最后阶段，因摩擦力不足致使梁体

不能前进时， 宜采用助推措施;

4 导梁前端挠度过大无法上墩时，应在墩顶设置接引上墩

设施;

5 滑道上的滑块不应少于两块，且应及时更换磨损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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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滑块;

6 下坡顶推且纵坡大于 3%时，应设置防滑、防?留装置 。

13.4.6 落梁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拆除滑动装置时，顶梁和落梁应均匀对称;各顶点问升

降高差不得大于 5mm，同墩两侧不得大于 1mm;

2 顶落梁时应有保险设施，并随千斤顶活塞起落及时1m高

或降低;

3 落梁时支点反力与设计反力的偏差不应超过设计反力的

+ 10% 。

13.4. 7 梁体顶推就位后，应按设计张拉顺序张拉后期预应力

筋，并应拆除临时预应力筋和临时墩。

13.5 水平转体施工

13.5.1 预制梁段尺寸允许偏差应为+5mm，质量允许偏差应

为+2% ， 梁体轴线平面、 立面的允许偏差应为 :::!:: 1 0mm。

13.5.2 转体牵引力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巾，心支承状态下转体计算牵引力应按下式计算:

2 fGR 一 ι巳丘 (1 3. 5. 2- 1) 
3D 

式中:丁一一牵引力 (kN) ; 

f一一饺面摩擦系数(无实验数据时，静摩擦系数可取

0. 1~0 . 1 2 ，动摩擦系数可取 O. 06~0 . 09); 

G-一一转体总重力 ( kN) ; 

R一一佼半径 (m) ; 

D一一牵引力偶臂 (m) 。

2 中心和撑 jj却联合支承状态、下转体计算牵引力应按下式

计算 :

2fGR 己守土二 十 fNcR'
T =υ 

D 
(13.5.2 -2) 

式中 : Nc一一撑脚支承荷载 (k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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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 环道中心半径 (m) 。

3 牵引设备应按计算牵引力 的 2 倍配置，偏心值宜为

O. 05m~0. 1 5m 。

13.5.3 转体系统制作、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上下转盘和转轴的制作、 安装精度及表面摩擦系数应符

合设计要求 ;

2 辅助支腿应对称均匀布置，与下环道间距不应大

于 5mm;

3 环形滑道基座应保持水平，滑道在 3m 长度内的平整度

不超过士1mm ， 径向对称点高差不大于滑道直径的 1/5000 ;

4 转体系统应设置防超转限位装置;

5 转体牵引索在转盘'固定端应与其外圆相切，应在清除表

面锈迹、油污并逐根 )1顶次沿既定索道排列缠绕后，穿过顶推千

斤顶 ;

6 千斤顶应对称布置于上转盘两侧的同一水平面内，千斤

顶的中心线应与上转盘外圆相切、与上转盘预埋钢绞线的中心线

齐平，各千斤顶中心线到上转盘的距离应相等。

13.5.4 转体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试转前应清除转体障碍物， 并应根据实测不平衡力距

自己重 ;

2 应在转盘、转轴、 滑道、 辅助支腿、 牵引系统等检查合

格后，方可试转 ;

3 二次配重应根据'试转量测数据确定，重心偏移量应满足

设计要求;

4 转体时应均匀转动，角速度不宜大于 0.02 rad/m巾，且

桥体悬臂端线速度不宜大于 1. 5m/ min ; 

5 平转接近设计位置 1m EI才应降低转速 ， 牵引千斤顶应由

连续作业变更为点动操作 。 接近设计位置 0. 5m 时应放慢转速 .

改用手动控制牵引千斤顶 。 距设计位置 100mm 时，可停止外力

牵引转动 ， 借助惯性就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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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 转体到位后，应精确测量、调整中线位置，并应利用千

斤顶调整梁体端部高程。 调整就位后应及时浇筑转盘封回I昆凝土。

13.6 检验标准

13.6.1 固定支架法 、 移动模架法施工梁和板的质量检验应符合

下列规定 :

主控项目

1 结构表面不得出现超过设计规定的受力裂缝。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或观测 。

一 般项 目

2 现浇混凝土梁和板的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3 . 6 . 1 的规定 。

表 13.6.1 现浇混凝土梁和板的允许偏差

规定值或 检查频率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 mm) J也闹 点数

1 轴线偏位 10 3 用经纬仪测量

2 梁饭顶面高程 土 1 0 3~5 用水准仪测量

十5
高度

一 1 0

断面
宽度 土30

l 个~3 个
用钢尺最3 

尺寸 Jjfr丽

十 1 0
每跨监J早

。

十 5
4 ~)支 2 J Fl f羽尺盎

- 10 

5 榄坡 土0.1 5 % 1 ~3 H) 7)<梢'仪视1Jl:量

表面平整度 每侧面有t HJ 2 m l'l尺、
6 户。

(mm/ 2m) 10m iJíJlJ 1 点 主主j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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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梁和板表面应无孔洞、露筋、蜂窝、麻面和宽度超过

O. 1 5mm 的收缩裂缝。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或观测 。

13. 6. 2 预制节段预应力?昆凝土梁的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j

主控项目

1 当预制节段梁采用悬臂拼装施工时，应对称进行，桥墩

两侧平衡偏差和轴线挠度应符合设计规定。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检查监控测量记录 。

2 悬臂拼装合龙时两侧梁体的高差应符合设计规定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用水准仪测量，检查测量记录。

一般项目

3 节段预制混凝土梁施工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表 13 . 6. 2-1 

的规定 。

表 13.6.2-1 节段预制混凝土梁施工质量检验标准

规定值或 检查频率
j于J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mm) 范围 点数

表面平整度 5 2 用 2m 直尺J是~尺 iit

2 长度
。

- 2 
3 川 J'è 虽

宽度
+5 

::> 
。

每个 卜←一→ 用尺盏，检查端部和l
3 断而尺寸 高度 x5 节段 3 

] /4 处和中间各 l 点←一一一一

壁厚
+5 
。

5 

4 侧|句弯附
L/1000 且

2 
N5梁段3t 跃投线.用钢

不大于 1 0 尺茧，左右各 l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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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表 1 3 . 6. 2-1 

规定值或 检查频率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mm ) }也用 点数

位置 ? 
每个剪 l H1J<量

5 剪力键
jJt边平而高差 2 用水准仪测量

支座板、
位置 10 用尺量

预
锚垫饭等 高程 土5 l 

l:iìi埋钢板 每个 íýj 用水准仪测量
6 埋 平顶高差 5 

均!. fLI:.
H 
螺栓、销 位置 10 

筋等 夕|、露尺寸 土 10
用尺盘

吊孔 位置 5 
1型i

7 留
位置 10 每个预

预应力 留孔
子L 孔道 孔径

+ 3 
用内卡尺士革'

。

注 ， L 为梁段长度 (mm) 。

4 节段逐跨拼装预应力混凝土梁施工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

表 1 3 . 6. 2-2 的规定 。

表 13.6.2-2 节段逐跨拼装预应力混凝土梁质量检验标准

规定值或允讲偏差 检查频率
序号 项目 检验方法

( mm) 范围 点数

1 轴线偏移盘 、户J 每跨 1 
用全站仪或

经纬仪测量

2 
相邻节段问顶ií'o

3 每条接缝 2 
接缝高差

3 于i段拼装立缝宽度 3 每条接缝 2 
月!尺缉

梁长
20 

4 
+ 10 

每跨 3 

3 支座轴线偏位 产3 每个支座 2 

5 悬臂拼装预应力泪凝土梁的施工质量检验标准应符合表

13. 6. 2- 3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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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3 . 6. 2-3 悬臂拼装预应力混凝土梁质量检验标准

规定值或 中在查频率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mm) 范用 点数

1.王三 1 00m 10 HI全站仪或经
轴线偏位 -ljJ段 2 

L> 100m 1./10000 纬仪测:lïJ:

u三 1 00m 土 20

节段 2 用水准仪狈iJ:íû

2 顶而高程 L> 100m 土 L/5000

相邻节段离主主 10 节段 3~5 用j毛主I

合龙后同跨 L三三 1 00m 20 
3 每跨 5~7 用7K ïH~仪测量

对称点高差 L> 100m L( 5000 

注 ， L 为桥梁跨度 (mm) 。

13.6. 3 顶推施工梁式桥的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主控项目

1 顶推时各墩的顶推设备应同步启动、同步运行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和尺量。

2 市1J梁台座相邻底模顶面高差允许偏差应为 2mm; 相邻墩

滑道顶面高程允许偏差应为 2mm; 同墩两滑道顶面高差允许偏

差应为 lmm o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 水准仪测量。

一般项目

3 顶推施工的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棍凝土梁式桥允许偏差

应符合表 13 . 6. 3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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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6.3 顶推施工的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梁式桥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mm) 范围 点数
检验方法

高程 ::1:: 5 5 
用水准仪测量

2 中线 10 2- 4 

3 落梁反力
不大于 1. 1 倍 用千斤顶ìl l1压

设计反力
每段 次

表计算

4 相邻纵向支点 3 

←一一←
支!巫

全数 m水准仪测量
5 高差 同墩两侧支点

注 : 梁体顶面平整度应同时满足轨道的技术要求 。

13.6.4 采用水平转体施工梁式桥的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主控项目

1 转体纵横向稳定系数应大于1. 5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 检查工艺设计资料。

2 转体系统承载力、上下转盘及平衡滑道表面摩擦系数、

动力设施和锚固体系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检查测试资料、施工记录，尺量和观察。

3 封闭转盘和合龙段泪凝土强度、外形尺寸应符合设计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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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检查试验报告、施工记录，尺量和测试。

4 合龙段两侧高差应在设计允许范围内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检查施工记录，水准仪测量。

一般项目

5 转体就位后梁体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3 . 6 . 4 的规定 。



表 13. 6 . 4 转体就位后梁体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检盒频率
序号 项目 检验方法

( 0101) 范罔 点数

1 梁体制l线偏差 1/6000 桶梁跨度 5 1 日经纬仪测显;

合龙f.ÎÍï网悬臂端 合龙段长的 1 /100 ，
每 B号 Fl-J *准仪切'!IJ兹2 5 

相对高差 且不大干 1 5

3 顶顶高程 士 20 2~4 用水准仪狈IJ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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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其他类型桥梁

1 .. '- 1 一般规定

14. 1. 1 大跨度桥梁施工应进行施工监控，成桥线形、内力应符

合设计要求 。

14. 1. 2 施工时应避开可能发生的灾害性天气，并应在施工中采

取保证桥梁结构安全的预防措施。

14. 1. 3 钢桥制作与安装、钢-1昆组合梁制作、钢管拱肋制作与

安装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

巳JJ 2 的规定 。

14.2 钢梁桥

14.2.1 钢桥出厂前应试拼装 。

J4. 2. 2 钢桥的运输、存放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钢桥运输应符合本标准第 9 . 5 节及相应运输方式的有关

安全规定;

2 水运时钢桥杆件或梁段的抗倾覆安全系数不应小于 ]. 5 ; 

3 存放场地应坚实、平整，应有良好的排水措施，杆件或

梁段的支承处不得产生不均匀沉降;

4 运输、存放过程中，杆件或梁段应不变形、不损坏、不

散失 。

14.2.3 钢桥现场施工准备和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装前应计入环境、现场焊接变形等因素对钢桥线形、

拱度及中心线位置的影响 ;

2 杆件宜预先组拼、栓合或焊接，扩大拼装单元后安装 ;

3 容易变形的构件应验算强度和稳定性， 必要时应采取临

时加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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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4 钢桥的高强度螺栓连接、焊接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焊缝施焊顺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 箱形梁段间的焊缝应在梁段就位并经检查合格后方可

施焊;

2 ) 应按顶板、底板、纵隔板的顺序对称施焊;

3) 梁段间的焊缝经检验合格后，应按先对接后角接的)11页

序焊接 U 形肋嵌补件。

2 当采用超声波探伤检验时，其内部质量等级应符合表

14 . 2 . 4- 1 的规定 。 焊缝超声波探伤范围和检验等级应符合表

14. 2 . 4-2 的规定 。

表 14.2. 4-1 焊缝超声波探伤内部质量等级

项目 质量等级 适用范围

主要杆件受拉横向!、纵向对接焊缝

对接焊缝

H 主要杆件受限横向、纵向对接焊缝

全熔透角焊缝 设计要求的熔透焊缝

角焊缝 日 主要角焊缝

表 14.2.4-2 焊缝超声波探伤范围和检验等级

项目
探伤

探伤部位 (mm)
板厚

检验等级
数:fil ( mm) 

I 、 日 级横向对接

焊缝 全长
B 

I 级纵向对接焊缝 1O~80 

日 级纵向对接焊缝 全部 士早缝两端各 1 000

I 级全熔透角焊缝 焊缝 全长 日(双而双如!II)

两端螺栓孔部位j下延长 10~~6 A 

fI 级角焊缝 500，板梁主梁及纵、

锁梁跨中力n探 1000
46~80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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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钢-混凝土组合梁桥

14.3.1 钢主梁架设和泪凝土施工前，应按设计或施工要求搭设

施工支架 。 施工支架应根据钢桥拼接荷载、?昆凝土结构和施工荷

载确定 。

14.3.2 现浇混凝土组合梁浇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1 11昆凝土浇筑前，钢主梁的安装位置、高程、纵横向连接

及临时支架应符合设计和施工要求;

2 钢桥顶面剪力钉、剪力键焊接应经检验合格后，方可浇

筑?昆凝土;

3 1昆凝土桥面结构应全断面连续挠筑， }I顶桥向应由跨中开

始向支点处浇筑或由一端开始挠筑;横桥向应由中间开始向两侧

浇筑。

14.3.3 预制棍凝土组合梁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组合梁的规格、质量、预留孔位置和l尺寸应经检验

符合设计要求后方可安装;

2 预制组合梁分段安装顺序、接缝方法、与钢梁间隙处理

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3 相邻组合梁之间的预应力孔道应精确定位。

14.3.4 当采用施工支架时，应待?昆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且预

应力张拉完成后，方可卸落施工支架。

14.4 钢管混凝土拱桥

14.4.1 钢管拱肋制作应符合本标准第 14. 2 节的规定，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钢管拱肋的种类、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钢管拱肋应在

工厂制作，开孔和焊接临时结构宜在工厂完成，并宜采取结构补

强措施 ;

2 钢管拱肋i昆凝土压注孔、防倒流截止阀、排气孔及扣点、

吊点节点板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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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钢管对接焊缝可采用有衬管的单面坡口焊或无衬管的双

面熔透焊;两条直焊缝的间距应不小于钢管外径，两条螺旋焊缝

的间距不应小于 3m;

4 拱肋节段焊接应与母材等强度焊接;所有焊缝应进行外

观检查;所有对接焊缝应进行超声波探伤;两条焊缝交叉点应进

行射线探伤;

5 合龙段拱肋的尺寸应计入制造误差、温度及焊接变形的

影响;

6 钢管拱肋的外表面应按设计规定进行长效防腐处理;

7 拱肋节段制作完成并经检验合格后，应按节段顺序预拼

装 。 预拼装可根据构造和跨径分别采用单层侧卧法、双层侧卧法

和立拼法。

14. 4.2 钢管拱肋的现场吊装与拼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吊装前应检查拱脚的轴线位置、纵向仰角、横向垂直度

和施工偏差，满足设计要求后方可吊装 。

2 节段间环焊缝的施焊应对称进行，施焊前节段间应有可

靠临时连接并用定位板控制焊缝间隙，不得采用;如~焊 。

3 钢管拱肋成拱过程中应同步安装横向连系。当未安装横

向连系的拱肋超过 1 个节段时，应采取临时横向稳定措施。

4 支架法拼装拱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拱肋节段接头处的拱架顶部应设置拱肋调整和焊接工

作平台.平台顶应设置限位和调位装置;

2 ) 拱肋节段拼装应由拱脚向拱顶对称逐段安装至合龙，

每段安装后应采取有效临时固定限位措施。

5 当采用斜拉扣索悬臂法施工时，宜采用多根钢绞线或高

强钢丝柬作扣索。 扣索安全系数应大于 2 。

14.4.3 钢管拱肋合龙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合龙段安装前，合龙段的余量切割氏度应根据实时温度

测量结果确定;

2 铜管拱肋合龙应选择在温度相对稳定时段内快速完成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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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和拼装作业;

3 钢管拱肋合龙后解除施工辅助措施应有序、对称、均匀

进行。 应跟踪观测拱肋轴线和标高的变化，并应及时调整使成拱

后的轴线符合设计要求 。

14.4.4 混凝土浇筑施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管?昆凝土拱桥

技术规范 >> GB 50923 的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有现场焊缝应检测合格后方可浇筑?昆凝土;

2 Y昆凝土输送泵的额定扬程应大于1. 5 倍浇筑顶面高度。

输送泵额定速度宜大于1. 2 倍的一次性浇筑i昆凝土方量与1昆凝土

初凝时间的比值 。

14.4.5 吊索和l系杆索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管?昆凝土的强度达到设计强度且拱肋安装支架拆除后，

方可进行吊索(系杆索)施工;

2 施工中不得损伤吊索、系杆索的保护层和钳l具，不得压、

弯、 折索体;

3 系杆索的张拉顺序、张拉控制与索力调整应符合设计规

定，施工中应采取张拉力为主、伸长值为辅的双控措施;

4 吊索与系杆索的调索应符合设计规定 。 在桥面铺装前，

吊索处桥面标高应按设计要求再次观测 。

14.5 检验标准

14.5.1 钢-温凝土组合梁桥中混凝土结构的质量检验应符合下

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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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项目

1 混凝土板的浇筑或安装应对称进行。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察。

2 混凝土表面不得出现孔洞、露筋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 。

一 般项目

3 7昆凝土表面应平整，边缘线形直)1顶，元蜂窝、麻面和宽

度大于 0. 1 5mm 的收缩裂缝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

14.5.2 钢管棍凝土拱的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主控项目

1 钢管棍凝土拱肋脱粘(角度)率不应大于 20% ，脱粘空

隙厚度不应大于 3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超声波检测与人工敲击相结合。

2 防护涂料规格和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 : 涂装遍数全数检查;涂层厚度每批构件抽查

10%，且同类构件不少于 3 件 。

检验方法:观察，用干膜测厚仪检查 。

一 般项目

3 钢管混凝土拱肋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4 . 5 .2 的规定 。

表 14.5.2 铜管混凝土拱肋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mm ) 检验方法

范网 数量

L王二60 111 10 

60111< 1. 
轴线偏位 ~200m 

30 5 
用经纬仪jý!IJ盘

每lf号 拱!阳、拱顶、1./4 处
L!4000 , 

L> 200m 每J的
且 ~40

2 高程 土L!3000 ， 且不扭过土 50 5 m水准仪测量拱脚、
?共顶、L/4 处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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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4 . 5 . 2

允许偏差 ( rnm)

L/3000 . 且 主ζ~()

注 L 为拱HtJ跨径 (mm) 。

检验方法

用水准仪ì~llJ盘

各接头处

14.5.3 吊索、系杆索的制作与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主控项目

1 吊索、系杆索及其锚具的材质、规格和技术性能应符合

设计规定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检查产品合格证和出厂检验报告，检查进场验收

记录和复验报告。

2 吊索、系杆索索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 检查施工记录 。

一般项目

3 系杆索的张拉伸长率不应超过士6%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检查施工记录。

4 吊索的制作，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4. 5. 3 的规定 。

表 14.5.3 吊索的制作与安装允许偏差

序号 项 FI 允许偏差 (mm)
检查频率

检验方法
范围 数量

吊索 Lç }î 士 L / 1 000 且不大于 1 0 1 j利钢尺由]lJ[J:

2 吊点位:tl: 10 1 j干l经纬仪测hl

3 吊点高程 士5
每索

l }有7l<lII仪测[屈;

4 附如'!IJ 吊点高差 10 JrJJ]( ìil'仪测监

注 11'1吊索氏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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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桥面与附属工程

15.1 伸缩装置

15. 1. 1 伸缩装置在吊运、存放过程中 ，应采取防止变形、锈蚀

和污染的措施。

15. 1. 2 伸缩装置的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成品验收应符合设计和产品说明的要求，合格后方可

用使

2 梁端预埋件及预留缝应符合设计要求 。

15. 1. 3 伸缩装置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安装定位值应根据施工环境温度确定 ;

2 伸缩装置应定位准确、锚固可靠 ;

3 伸缩装置中心线与梁端预留缝中心线应对正重合，伸缩

装置顶面各点高程应与桥面横断面高程对应一致;

4 伸缩装置宜采用后嵌法安装 ;

5 锚固段(过渡段) r昆凝土应符合设计要求，浇筑时伸缩

缝不应堵塞。

15.2 防落梁装置

15.2.1 安装前应先将防落梁预埋件及套筒内的杂物清理干净，

宜采用螺栓试装 。

15.2.2 防落梁装置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固定端、活动端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并与桥墩上的支

座类型相匹配 ;

2 防落梁装置的部件应齐全，且应连接可靠 。

15.2.3 防落梁装置与梁体的间隙填塞应符合设计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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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防水与排水工程

15. 3. 1 防水卷材和防水涂膜应具有高延伸率、高抗拉强度， 并

应具有良好的弹塑性、耐高温低温与抗老化性能。

15.3.2 防水基层面应坚实、平整、 干燥，阴、阳角处应按规定

半径做成圆弧。防水层施工前应将浮尘及松散物质清除干净，并

应涂刷基层处理剂 。

15. 3. 3 桥面防水层应采用满粘法施工。 防水层总厚度和l卷材或

胎体层数应符合设计要求 。 防水层与汇水槽、泄水口之间应粘结

牢固、封闭严密 。

15.3.4 防水层完成后应加强成品保护，不得压破、刺穿、划痕

损坏防水层 。 防水层应及时验收，在确认合格后应尽快铺设桥面

铺装层 。

15.3.5 防水层不应在雨雪天和 5 级及以上大风天气施工。 气温

低于 5
0

C日才不宜施工 。

15. 3.6 卷材防水层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防水卷材纵向宜整长铺设;防水卷材搭接时，应先纵向

后横向，纵向搭接接头应错开;

2 防水卷材搭接面应采用热熔焊接;焊接前搭接面应清理

干净，焊接温度不应低于 230
0

C ，焊接宽度不宜小于 60mm 。

15.3. 7 泄水管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

15. 3.8 汇水槽、地水口的顶面高程应低于桥面保护层 lOmm~

15mm 

15.3.9 泄水管宜通过竖向管道直接引至地面或雨水管线，其竖

向管道应采用抱箍、卡环、定位卡等预埋件固定在结构物上 。

15.4 接触网基础

15.4.1 接触网基础的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桥梁上预埋钢筋的油污、水泥浆应清理干净，与接触网

基础底部相交的温凝土表面应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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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预埋锚栓组、预埋钢板、螺母及垫圈应做防腐处理;

3 预埋锚栓组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15.4.2 接触网基础位置、侧面限界、外形尺寸、顶面标高以及

预埋锚栓组至路线中心距离应经检查确认符合设计要求后，方可

浇筑混凝土。

15.4.3 接触网基础的混凝土浇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Y昆凝土振鸪宜采用插入式振捣棒，烧筑过程中宜垂直点

振且不得平拉振捣棒;

2 应随时检查预埋锚栓组的移位、偏斜，发现问题应及时

复位;

3 混凝土应连续浇筑，分层振捣密实 ;

4 上部预埋钢板顶面应与基础顶面平齐。

15.4.4 预埋锚栓外露长度宜大于 lOOmm。

15.4.5 基础内的接地钢筋应与综合接地系统可靠连接。

15.5 声屏障施工

15.5.1 声屏障基础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基础位置、形状尺寸和顶面标高应符合设计要求 ;

2 基础预埋件位置应准确，宜与接触网基础一起施工，且

应进行防锈处理;

3 基础施工宜采用干法成孔工艺 。

15.5.2 卢屏障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声屏障的加工模数宜件1桥梁两伸缩缝之间的距离确定;

2 立柱、吸(隔)声板和通透板的品种、规格和质量应符

合设计要求 。

15. 5.3 声屏障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在接触网带电区段安装声屏障时，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2 安装过程中应有防风、防坠落措施 . 桥下应设置防护

措施;

3 封闭式声屏障钢结构安装前应试拼装，吊装时应有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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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扭曲变形的措施;

4 立柱就位后，应检查底座钢板水平度、立柱垂直度和相

邻立柱间距，确认满足设计要求后，方可拧紧立柱固定螺母;

5 重力式砂浆的配合比应符合设计要求，砂浆灌注宜采用

导流管从底部灌入，灌注后的立柱底部不得有缝隙;

6 单元板之间应连接紧密、牢固 。

15.6 栏杆与电缆槽

15.6.1 栏杆、电缆槽应在桥梁上部结构混凝土的浇筑支架卸落

后施工 ， 其线形应流11局、平)1顷，高度应保持一致。

15.6.2 混凝土栏杆、电缆槽宜采用预制构件。 安装前应对预制

构件进行外观检查，不得有孔洞、疏松、露筋、缺棱掉角和断裂

等缺陷 。

15.6.3 预制i昆凝土栏杆采用桦槽连接时，临时固定采用的硬块

应与预制栏杆棍凝土强度等级相同 。

15.6. 4 当采用金属栏杆时，应连接牢固，并应进行防锈防腐

处理。

15.6.5 栏杆及防护网宜在桥面和人行道铺装完成后安装 。

15.6.6 电缆槽盖板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盖板外形尺寸应符合设计规定;

2 盖板顶面宜设置花纹凹槽，盖板各方向的交角宜设置

3mm 侄IJ 角 ;

3 盖板应集中存放并分类堆码，存放场地应开阔、平整，

盖板与地面用小方木支垫;堆码应稳固，高度不直超过1. 5m; 

4 盖板安装时基底应平整，安装应平)1质、无明显翘曲 。

15.7 桥上救援疏散与检查设施

15.7.1 基础和立柱的结构形式、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

15.7.2 安全门的结构形式、 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且应开

启灵活、方向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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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3 导向标志的设置应位置准确、安装牢固 。

15.7.4 防护罩的结构形式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应牢固 。

15.8 防雷接地与防杂散电流

15.8.1 接闪带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接闪带的敷设应平正顺直，在桥梁结构转角处应|随形弯

曲， 弯曲角度不应小于 120
0

; 

2 安装于吊索的接闪带宜采用抱箍 |主l定，并应每隔 5m 在

接闪带上设置弯头 。

15.8.2 当利用结构内部钢筋作防雷引下线时，应留出供测量接

地电阻用的孔洞和与引下线相连的测试接头 。

15.8.3 接地装置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接地体的螺栓连接应使用双螺母 ;

2 当接地体的连接采用焊接时，镀怦扁钢的焊接长度不应

小于扁钢宽度的 2 倍，且至少 3 个棱边焊接;镀辞圆钢焊接长度

不应小于圆钢直径的 6 倍，并应双面焊接。

15.8.4 贯穿地线在伸缩缝处应留有余量，并应采用阻燃绝缘套

管保护 。

15.8.5 杂散电流防护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防杂散电流的钢筋焊接应牢固，形成可靠的电气连接 ;

2 两连接端子之间连接电缆的材质、截面面积应符合设计

要求;

3 用作排流端子的钢筋在混凝土浇筑前应做好标识，并应

有保护措施。

15.9 检验标准

15.9.1 伸缩装置的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主 控项目

1 伸缩装置的形式和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缝宽应根据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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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规定和安装时的气温进行调整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用钢尺测量 。

2 伸缩装置安装时，焊接质量和焊缝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

焊缝必须牢固，严禁用点焊连接。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检查焊缝检测报告。

3 伸缩装置锚固部位的混凝土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表面

应平整，与路面衔接应平)1顶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同条件养护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

一般项目

4 伸缩装置应无渗漏、无变形、无阻塞 。

5 伸缩装置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5 . 9 . 1 的规定 。

表 15. 9.1 伸缩装置安装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Ff号 项目 检验方法

( mm ) 范 l苦| 点数

}lljíf桥平整度 利合道路标准 按道路检验标准检测

2 相邻饭差 2 j有钢尺和~尺量

缝宽 符合设计:W;jZ 每条缝
每车迫

用钢J.ç_ lïl 3 
l 点

与桥面高差 2 川IWI )\. 丰n ~)~l孟

3 t主皮 符合设计1Jl'求 2 川钢尺it

15.9.2 桥面防水层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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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控项目

1 原材料的品种、规格、性能和质量等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检查材料合格证、进场验收记录和质量检验



报告 。

2 防水层 、 粘结层与基层之间应密贴，结合牢固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

3 防7)(层的铺设范围、构造形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 观察和尺量。

一 般项目

4 防水材料铺装或涂刷的外观质量和细部做法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 卷材防水层表面平整，不得有空鼓 、 脱层、裂缝、翘

边、油包、 气泡和皱榴等现象 ;

2 ) 涂料防水层的厚度应均匀一致，不应漏刷;

3) I坊水层与泄水口、汇水槽接合部位应密封，不应漏封。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5 Y昆凝土、钢桥面防水层粘结质量和施工允许偏差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 CJJ 2 的
规定 。

6 ?昆凝土桥面铺装面层表面应坚实、平整、无裂缝 ; 面层

伸缩缝应直)1顶，灌缝应密实。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

15.9. 3 桥面排水设施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主 控项目

1 桥面排水设施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质量应符合设计

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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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和尺量，检查质量证明文件 。

2 桥面排水设施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 排水设施应部件

齐全，固定牢靠，无破损、无漏水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 。

3 泄水管接头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接头应严密、连

接牢固。泄水管应畅通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 : 观察 。

一般项目

4 桥面泄水口应低于桥面铺装层 10mm~15mm。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和尺量。

15.9.4 接触网基础的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主控项目

1 基础混凝土强度等级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检查试件试验报告。

2 预埋件材质、防腐、数量、位置、型号和综合接地等应

符合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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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和尺量。

一般项目

3 接触网支柱基础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 5 .9.4 的规定 。

4 基础表面应平整、棱角完整，无漏浆、露筋等现象 。

检查数量:抽查不少于 30% 。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 。



表 15.9.4 接触网支柱基础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j字号 项目 检验方法
(mm) 

范周 点数

'-1"心位置 5 JlJI>(bl 

2 妖度 士 1 5 HJJ>( Í11 

3 厚度 士5 用尺益;

4 顶而高草里 :!:: 10 用水准仪测量

5 顶而及侧而平整度 3 用 1m靠尺、塞尺盘

6 垂直度 3mm/ m f号 1 00m 报l检 用尺量

7 预留孔中心位置 15 
每顿11 5 处

用尺量

+ 20 
螺栓外露长度

接触网
。

支柱基 螺栓相互间距 士2
8 月1尺盘

础预埋 螺栓间距位置 士2

蝶栓
+20 

螺栓埋深
。

注:本表中虫草栓相互间距、螺栓间距位置为法兰式混凝土支柱 。

15.9.5 声屏障施工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主控项目

1 声屏障基础与电缆槽、接触网支柱之间的缝隙处理应符

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2 声屏障原材料的性能、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检查产品合格证、入场验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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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项目

3 立柱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5 . 9. 5 的规定 。

表 15.9.5 立柱安装允许偏差

检盒J}~j旦在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验方法

也阁 点数

立柱高程 士5mm 用水准仪测量

2 相邻立性高差 5mm l 用水准仪ìW11盘
每立柱

3 立性垂1，u支 2%。 用经纬仪测量

4 纵、横向位置 5mm l HI尺11
L 一

4 I吸声板、相邻上下板错缝不应大于 1mm ， 立柱两侧同位

置两板高差不应大于 2mm。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尺量。

15. 9.6 栏杆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主控项目

1 混凝土栏杆的强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 栏杆构件安装牢固、

稳定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检查混凝土试件强度试验报告。

2 金属栏杆、防护网的品种、规格应符合设计要求 。 栏杆

构件安装牢固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用钢尺量，检查产品合格证和进场检验

记录。

一 般项目

3 栏杆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 5 .9 . 6- 1 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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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9.6-1 栏杆安装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序号 项目 检验方法

( mm ) 范围 点数

直}I阪度 扶手 4 每跨。" 用 1 0m 线和钢尺;监

2 垂直度 栏杆柱 3 每柱(抽 用垂线和钢尺盘 . }101 、

3 栏杆问i但 土3 查 1 0% ) 横桥轴为向各 l 点

4 相邻栏杆 有柱 4 每处(抽
l 用钢尺量

5 扶手高差 无位 2 查 1 0% )

6 栏杆平面偏位 ? 每 30m 用经纬仪和钢尺益;

4 防护网安装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5 . 9.6-2 的规定。

表 15.9.6-2 防护网安装允许偏差

允许偏差 检查频率
序号 项目 俭验方法

( mm) 范|韦| 点数

防护网直顺度 5 每 1 0m }fll Om 线和钢尺盘

立柱垂直度
每位(怕 HI垂线和钢尺;应 . 顺、

2 5 2 
查 20 % ) 横桥轴方向各 i 点

3 立柱中距 士 1 0 每处(抽
HI钢尺 i在

4 高度 :!:5 查 20% )

5 金属栏杆、防护网防护处理应符合设计要求 ， 不得漏涂、

剥落 。

检查数量:抽查 5% 。

检验方法 : 观察，用涂层测厚仪检查 。

6 1昆凝土预制构件表面不得有孔洞、露筋、蜂窝 、 麻面、

缺棱和掉角等缺陷，线f~应流畅平)1顷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

7 防护设施伸缩缝应与主梁伸缩缝相对应。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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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观察。

15.9.7 电缆槽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主控项目

1 电缆槽盖板应在明显部位标明生产日期和质量验收标志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

2 电缆槽盖板承载能力 、抗裂性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承载能力检验按 0.1 %抽检;抗裂性检验按 1%

抽检 。 同一工艺正常生产的盖板不足 100 件时，同类型产品按一

批计。

检验方法 : 检查检验报告。

一 般项目

3 电缆槽盖板制作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15 . 9. 7 的规定 。

表 15.9.7 电缆槽盖板制作允许偏差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检查j奴隶

(mm) j在回
检验方法

点数

十3
长度

2 

2 高度/宽度
+ 3 

2 用钢尺量，检查

3 饭1享.::Ç20ml11
+ 2 每桥

抽查 5% ， 一端及中部，

←一一一 厚度

。 每侧
且不少于 取其最大值

3 件

十2
4 饭厚>20mm

5 翘rtll 1./ 500 
用i问平J< .(.E

两揣测结

注 L 为构件翘由l方向的总长度 (111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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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8 桥上救援疏散及检查设施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主 控 项目

1 桥上救援疏散设施原材料的品种、规格、质量应符合设

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检查质量证明文件。

2 疏散通道的梁、板、踏步和栏杆的结构形式、位置、质

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和测量，检查施工记录。

3 指示标志的设置位置、规格、数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质量证明文件。

4 安全门的结构形式、安装位置、开启方向及安装质量应

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检查质量证明文件。

一 般 项目

5 混凝土搭板、枕梁不得有蜂窝、露筋，版的表面应平整，

板边缘应顺直。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

6 搭板、枕梁支承处接触严密、稳固，相邻板之间的缝隙

应嵌填密实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

15.9.9 防雷接地及防杂散电流工程的质量检验应符合现行行业

标准 《地铁杂散电流腐蚀防护技术规程 )) CJJ 4 9 的规定，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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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规定:

主控项 目

1 防雷设备、材料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及

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质量证明文件。

2 贯通地线敷设深度、径路及接地电阻值应符合设计规定。

接地电阻值在接地体任一点测量不应大于 1 ，0，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检验方法:观测、 尺量，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检查 。

3 距接触网带电体 5m 内站台混凝土内部纵向长度超过 2m

的全部金属结构应与综合接地系统可靠连接。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

4 距接触网带电体 5m 范围内混凝土构筑物中非预应力钢

筋、 金属管道接地应与综合接地系统可靠连接。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检查施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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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涂装与装饰

16.1 -般规定

16. 1. 1 新建桥梁涂装与装饰应在主体或基层质量检验合格之后

方可施工。 既有桥梁涂装与装饰前应对基层进行处理，并应达到

设计要求 。

16. 1. 2 涂装与装饰工程的施工准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预埋件、预留孔洞尺寸和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2 基体表面的灰尘、油渍、污垢应清除干净。

16. 1. 3 涂装与装饰施工时，应采取控制施工现场粉尘、废气、

振动等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和危害的措施。

16. 1. 4 环境温度在涂装时不宜低于 8
0

C; 在胶粘剂饰面时不宜

低于 100C; 在抹灰及镶贴板块饰面时不宜低于 5
0

C 。 施工环境相

对湿度不宜大于 80% 。

16.2 涂装

16.2.1 腻子、封底材料、中间层涂料应与面层涂料相配套 。 溶

剂型涂料应采用配套稀释剂 。

16.2.2 涂装前对基层的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铲除基层上的掉粉、起砂、空鼓、剥离和l石灰爆裂点;

2 基层缺棱掉角处可采用 1 : 3 水泥砂浆或聚合物水泥砂浆

修补，较大凹坑、缝隙应采用聚合物水泥浆填补找平;

3 基层应满刮腻子，待腻子干燥后应采用细砂纸磨平、打

光，使表面平整光滑 ， 线角顺直。

16.2.3 涂料的工作勃度或稠度应以施涂时不流坠、无刷纹为

准。 涂料在使用过程中不得添加稀释剂或水 。

16.2.4 涂装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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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刷涂时，宜按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难后易、先

边后面的)1因序进行;

2 采用滚涂时，宜先用蘸取涂料的毛辑将涂料大致涂在基

层上并使涂料均匀展开，再蘸取涂料按一定方向满滚一遍，阴角

及上下收口处应采用排笔刷涂找齐;

3 采用机械喷涂时，啧枪应与墙面保持垂直井匀速平行移

动，两行重叠宽度宜为前一次喷涂宽度的 1/3 ，喷枪压力宜为

O. 4MPa~O . 8MPa; 

4 多人配合流水涂装作业时，应顺同一方向涂饰井应处理

好接搓部位;

5 采用机械喷涂时，应将不喷涂的部位遮盖，不得沾污。

16.2.5 施涂熔剂型涂料时，后一遍涂料应在前一遍涂料干燥后

进行;施涂水性或乳液涂料时，后一遍涂料应在前一遍涂料表干

后进行。

16.2.6 每层涂料施涂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涂层应均匀、色泽

一致，层间结合牢固 。 同一墙面应采用同一批号的涂料。

16.3 装饰

16.3.1 镶贴、安装饰面宜选用水泥基粘结材料。

16. 3.2 镶贴、安装饰而基体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应符合设计

要求，且表面应处理成平整、粗糙的基面。

16. 3. 3 水泥砂浆抹面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不同材料基体结合处、(1音埋管线的孔槽处应挂钢丝网或

纤维网加强，网材与基体的搭接宽度不小于 100mm;

2 抹面前，应先洒水湿润基体表面或涂刮水泥浆;

3 抹面应分层涂抹、分层赶平、修整和表面压光，各层抹

面总厚度不宜大于 25mm;

4 修补找平用水泥砂浆宜与大面积抹灰水泥砂浆一致，其

强度等级不得低于大面积水泥抹灰砂浆。

16.3. 4 饰面砖镶贴施工应符合下列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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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镶贴基层表面应事先凿毛，刷界面齐IJ 、抹水泥砂浆底层，

其含水率直为 15%~25 % ;

2 镶贴前应挂控制线，应自下而上、逐层依序镶贴;饰面砖

表面应平整，纹理通)1顶，接缝严密吻合，角度垂直，线条顺直;

3 露天饰面砖在顶面阳角处，应采用顶面面砖压立面面砖

构造;在底面阳角处，应采用立面最低一排面砖压底面面砖

构造 。

16.3.5 饰面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金属饰面板骨架的横竖杆件与结构的固定宜通过连接件，

采用膨胀螺栓或与预埋锚固件焊接的方式;骨架安装后宜用经纬

仪对横竖杆件进行贯通测量，中心线、表面标高应符合设计

要求 ;

2 金属饰面板应自下而上安装， 每安装两排应吊线检查一

次，以便及时消除误差 。 板与板之间的缝隙应采用橡胶条或密封

膏等弹性材料处理。

16.4 检验标准

16.4.1 涂装质量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

主 控项目

1 涂装材料的材质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检查产品合格证。

2 涂料涂刷遍数、范围、涂层厚度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

检查数量:同一个面按 500m2 为 1 检验批， 一个面不足

500m2也为 1 个检验批，每个检验批每 100m2至少检验 l 处 。

检验方法 : 观察， 用干膜视1]厚仪测量 。

一般项目

3 涂层涂刷后表面应平整光洁，色泽一致，不得有脱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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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刷、返锈、透底、流坠和榴皱等现象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 : 观察 。

16.4.2 水泥砂浆抹面及镶饰面板、贴饰面砖的质量检验应符合

现行行业标准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 CJJ 2 的
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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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质量验收

17.1 一般规定

17. 1. 1 施工质量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要材料、半成品、成品、构配件、装置和设备应进场

检验，凡涉及结构安全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材料、产品应进行

复验;

2 各专业工种之间的相关工序应交接检验，并应形成文件;

3 工程质量控制资料应齐全完整 。

17. 1. 2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按相关专业验收标准的规定适

当调整复验、试验抽样数量，调整后的抽样复验、试验方案应经

审核确认:

1 同一项目中由相同施工单位施工的多个单位工程，且使

用同一生产厂家的同品种、同规格、同批次的材料、构配件、装

置和设备;

2 同一施工单位在现场力1:1工的成品、半成品、构配件用于

同一项目中的多个单位工程;

3 在同一项目中，针对同一抽样对象已有检验成果可重复

利用 。

17.2 质量验收划分

17.2.1 施工质量验收应划分为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分项工程

和检验批。

17.2.2 单位工程应按一个完整工程或一个相当规模的施工范围

划分，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每座特大桥、 大桥作为一个单位工程 ;

2 中桥、小桥不超过 5 座为一个单位工程，每座中、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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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作为子单位工程;

3 规模较大的桥梁可按招标文件确定的每一个独立合同划

分为单位工程。

17.2.3 分部工程划分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可按专业性质 、 工程部位确定 ;

2 当分部工程较大或较复杂时，可按材料种类 、 工艺特点 、

施工工法等将分部工程划分为若干子分部工程 。

17.2.4 分项工程可按主要工种、 工序、材料、施工工艺等

划分。

17. 2.5 检验批可根据施工、质量控制和专业验收的需要，按工

程量、施工段、部位等进行划分。

17.2.6 分部、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划分宜符合表 1 7 . 2 . 6 的规定 。

表 17.2.6 分部、分项工程和检验批划分

序号
分部

T在~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地基 每个基坑
扩大基础

槟棍、 钢筋、 1昆凝土 每个基础

J也基 沉入桩
制杭(混凝土桩及钢管制制作)、

每根桩

与基
沉桩 、 接桩

而1: 桩 JlX;孔 、钢筋、混凝土 每根柏:

沉:')j 基础1: 沉井制作、下沉、 t~t基、填充 每节、每座

桩基1扶手守 垫层混凝土 、 模板、 钢筋、混凝土 每个承台

桥墩与杨白 模饭和支架、钢筋、混凝士
每个洗筑段或

每座墩手?

下部
2 模饭和!文架、钢筋、 1昆凝土、

结构 台忻i与盖梁 每个fT帽、盖梁
预应力

台后过渡段 手;后过渡段 每座伤台

3 支座 支座垫石、支座安装 每个支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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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7 . 2 . 6

序号
分部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工程

]jj! lfi-lJ混凝
模板、钢筋、混凝土、预应力 每片梁

土梁

预1和l混凝土
安装 每孔梁

梁安装

支架上浇筑 模板和支架、钢筋、混凝土 每个洗筑段

混凝土梁 预应力 每个1i毡℃段

模板和支架、钢筋、混凝土、
每个预1M节段节段拼装7昆

预应力
凝土梁桥

悬臂拼装、逐跨饼装、预应力 每个拼:枝节段

模饭与支架、钢筋、混凝土、
每个洗筑段

上部
顶推施工

预应力

生占构
混凝土梁

4 
梁段顶f住 每孔 (联)梁

(桥跨
转体施工

结构)
梁式桥

梁转体 每个转体段

构件制作、焊接、紧固{牛连接、构 每个制作段、

钢桥 件组装、预拼装、构件安装、涂装 每孔、每联

钢桥安装 每孔(联)梁

钢梁安装 每孔(联)梁

钢?昆凝土
模板与支部11 、钢筋、 1昆凝土 每个挠筑段

组合梁桥
预应力 每个施工段

钢管拱肋架设 每个施T.段

钢管混凝土
钢管内混凝土挠筑 每个施L段

拱桥
吊索(系中F索) 每个施-可段

桥而防水工程、防l}c层保护层、 排
每孔梁

水设施、栏杆、疏散放检查设施

5 桥面系与附属工程
伸缩装置 每道伸缩装!的飞

防落梁挡块 每孔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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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7 . 2 . 6

序号
分部

T.程
子分部工程 分项工程 检验批

徐装与装饰 饰丽、涂装
每孔梁、每个

6 
装í1lï而

其他
卢屏障基础、接触网支柱基础 、

每孔梁7 
电缆槽盖板

17.2.7 施工前，应制定分部分项工程和检验批的划分方案并通

过审批。

17.3 质量验收要求

17.3.1 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工程质量验收应在施工单位自检合格的基础上进行;

2 检验批的质量应按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验收;

3 对有关结构安全 、 主要使用功能、节能和环境保护的试

块、试件及材料，应在进场时或施工中按规定进行平行检测、 见

证取样检测;

4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相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应形成验

收文件，验收合格后方 nJ 继续施工 ;

5 对有关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重要分部工程，应在

验收前按规定进行抽样检验;

6 工程的观感质量应由验收人员现场检查， 并应共同确认。

17.3.2 检验批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主控项目的质量应经抽样检验合格 ;

2 一般项目的质量应经抽样检验合格;当采用计数检验时，

一般项目的合格点率应达到 80 %及以上，且不合格点的最大偏

差值不得大于规定允许偏差值的1. 5 倍 ;

3 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质量验收记录。

17.3.3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所含检验批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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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所含检验批的质量验收记录应完整 。

17.3.4 分部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所含分项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 涉及结构安全、主要使用功能、节能和环境保护的质量

应按规定验收合格;

4 外观质量验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

17.3.5 单位工程质量验收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所含分部工程的质量均应验收合格;

2 质量控制资料应完整;

3 所含分部工程中涉及结构安全、主要使用功能、节能和

环境保护的控制资料应完整;

4 影响桥梁安全使用和周围环境的参数指标应符合相关标

准的规定;

5 外观质量验收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

17.3.6 当施工质量不符合规定时，应按下列规定处理 :

1 经返工或返修的检验批， 应重新进行验收 ;

2 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

批，应予以验收;

3 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

设计单位核算认可能够满足安全和l使用功能的检验批，可予以

验收;

4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分部工程，满足安全及使用

功能要求时，可按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的要求予以验收。 经

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或使用要求时，不应验收。

17.3.7 工程竣工验收内容应符合设计文件、相关标准及合同要

求，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主控项目

1 分部工程有关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检验资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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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 。

检查数量 : 全数检查 。

检验方法:检查工程组卷资料，按规定进行工程实体抽查或

对相关资料抽查 。

一般项目

2 观感质量验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城市桥梁工程施工

与质量验收规范 )) CJJ 2 的规定 。

3 工程竣工验收时抽检各分项、分部工程的质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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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 ，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 以这样做的，采用

"可" 。

2 条文 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

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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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 GB 50007 

2 <<工程测量规范 )) GB 50026 

3 <<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 GB/T 50107 

4 << 滑动模板工程技术标准 )) GB/ T 50113 

5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 )) GB 50 194 

6 <<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 )) GB/ T 50214 

7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 )) GB/ T 50308 

8 <<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 GB 50666 

9 <<钢管?昆凝土拱桥技术规范 )) GB 50923 

10 << 预应力;昆凝土用钢丝 )) GB/ T 5223 

11 <<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 )) GB/ T 5224 

12 <<混凝土外加剂 ~) GB 8076 

13 <<预应力筋用铀具、夹具和连接器 )) GB/ T 14370 

14 <<预拌混凝土 )) GB/ T 14902 

15 <<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 )) CJJ 2 

16 <<城市测量规范 )) CJJ / T 8 

17 <<地铁杂散电流腐蚀防护技术规程 )) CJJ 49 

18 <<城市桥梁抗震设计规范 )) CJJ 166 

19 << Y昆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 JGJ/ T 10 

20 <<钢筋焊接及验收规程 )) JGJ 18 

21 <<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器应用技术规程)) JGJ 85 

22 <<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 )) JGJ 107 

23 << 混凝土耐久性检验评定标准 )) JGJ/ T 193 

24 << 液斥，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 ] GJ/ T 195 

25 <<组合铝合金模板工程技术规程 )) JGJ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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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无粘结预应力钢绞线 )) JGj T 161 

27 (( 预应力?昆凝土用金属波纹管 )) JG 225 

28 (( 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用塑料波纹管 )) JT j T 529 

1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桥梁工程施工及

验收标准

巳JJ/T 290 - 2019 

条文说明



编制说明

《城市轨道交通桥梁工程施工及验收标准 )) CJJ / T 290 

2019 ，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 1 9 年 4 月 19 日以第 98 号公告批

准、发布 。

本标准编制过程

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中i城成市帘轨L道交通桥梁建设的实践经;验捡 ， 同时

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法规、标准及相关技术文献。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 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城市轨道交通桥梁工程施

工及验收标准》 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

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

了说明 。 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

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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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制定本标准的目 的是规范我国城市轨道交通桥梁工程施

工要求，以及统一施工质量的验收方法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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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O. 1 工程项目施工应包括施工准备、地基与基础施工、上部

结构施工、涂装与装饰以及竣工验收等环节。工程项目施工应有

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对工程施工质量进行全过程控制管理，落

实质量责任终身追究制度。 工程项目施工应建立健全安全保障体

系，确保城市轨道交通桥梁工程施τ过程中施工人员生命及同家

财产的安全 。

3.0.2 施工组织设计应包括施工部署、计划安排、施工方法、

保证质量和l安全的保障体系与技术措施、必要的专项施工方案与

施工设计，以及环境保护、交通疏导等。当遇有跨冬、雨期手1]高

、温期施工时，施工组织设计 rl-I还应包含冬、而;1月和高温期的施士

方案和施工安全技术措施。

施工作业指导书是根据分部、分项工程施工具体要求，针对

特殊过程、关键工序向施工人员交待作业程序、方法及注意事

项 . 落实各项验收规范和l标准，指导现场施工作业，严格控制工

程质茧，确保施工安全 . 满足节能环保要求等需要制定的作业及

工艺标准 。

3.0. 7 城市轨道交通涉及供电、通信、信号、轨道等多个专业，

在城市轨道交通桥梁工程施工中应综合考虑各专业施t的时间和

空间关系，做到科学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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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施工准备与施工测量

4.1 施工准备

4. 1. 1 地下管线等建(构)筑物的现况详实资料应包括建(构)

筑物的产权信息、 类别、用途等。 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做施工调

查，调查程序、方法、内容等可参照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周边环

境调查指南 )) (建质 [2012J 5 6 号 ) 执行。

4. 1. 4 设计文件是施工的重要依据，开工前应结合现场情况对

设计文件做全面核对，了解设计意在; 审核图纸，确定工程数

量。 对设计文件应该核对以下内容 :

1 地形、地貌、水文和地质条件;

2 桥梁的结构、孔径、跨度及与其他构筑物的协调、 空间

关系;

3 施工方案和技术措施;

4 采用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材料;

5 主要工程数量、物资与设备的品种 、 规格;

6 桥梁的平面位置、设计高程和主要结构尺寸;

7 征用土地界限及构筑物的拆迁补偿数量 ;

8 排水系统和l 导流设备;

9 既有交通及影响程度 。

4. 1. 5 本条主要是对施工现场布置的规定 。 围挡施工除满足本

标准要求外，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施工现场临时建筑物技术

规范 )) JGJ/ T 1 88 、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与卫生标准 )) JGJ 

1 4 6 和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 JGJ 5 9 的相关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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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模板与支架工程

5.1 一般规定

5. 1. 1 、 5. 1. 2 模板工程施工方案的编制，除应符合相关管理文

件的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规定，如 <0昆凝土结

构工程施工规范 )) GB 50666 、 《 组合钢模板技术规范 )) GB/ T 
502 1 4 、 《建筑施工模板安全技术规范 )) JGJ 1 62 、 《钢框胶合板模

板技术标准 )) JGJ 96 、 《 液压爬升模板工程技术标准 )) JGJ/ T 
195 、 《液压滑动模板施工安全技术规程 )) JGJ 65 、 《建筑工程大

模板技术标准 )) JGJ 74 等 。

模顿和支架工程施工技术方案宜包括下列内容 : 模板及支架

的类型;模板及支架的材料要求;模板及支架的计算书和施工

图;模板及支架安装、拆除相关技术措施;施工安全和应急措施

(预案)、文明施工、环境保护等技术要求 。

本条中"滑模、爬模等工具式模板工程及高大模板支架工

程"的界定应按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 》

(建质 [2018J 37 号)的规定执行。

专项施工方案的技术论证包括专家评审 。

5. 1. 3 为符合节能环保要求，提倡"以钢代木"，提倡采用轻

质、高强、耐用的模板材料，如铝合金和增强塑料等 。 支架材料

宜选用钢材或铝合金等轻质高强的可再生材料，不提倡采用木

支架 。

支架主要有满堂式支架、梁柱式支架及其组合形式支架 。 不

论采用何种类型的支架，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都是简化制作

拼装工序 、 加快进度、保证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重要手段，因

此推荐在实际施工中采用。 连接件将面板和l支架连接为可靠的整

体，采用标准定型连接件有利于操作安全、连接可靠和重复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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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设计

5.2.1 模板和支架采用钢结构时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钢结构设计标准 )) GB 500 17 的规定 ; 采用冷弯薄壁型钢时应符

合现行同家标准 《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 )) GB 500 1 8 的规

定 ; 采用定型组合钢模板时应符合现行同家标准 《组合钢模根技

术规范 )) GB 502 1 4 的规定 。 木模板的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木结构设计标准 )) GB 50005 的规定 。 采用定型钢管脚手架作为

支架材料时， 支架的设计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施工碗扣式

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 )) JGJ 1 66 、 《建筑施工门式钢管胸l手架

安全技术规范 )) JGJ 1 28 、 《建筑施工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安全

技术规程 )) JGJ 23 1 和 《建筑施工扣件式铜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

范 )) JGJ 1 30 的规定 。 采用其他材料的模板、支架设计应符合相

应的技术规定 。

5.2.7 第 l 款 模板次肋的配置方向应与模板的长度方向相垂

直，应能直接承受模板传递的荷载，其间距应按荷载数值和模板

的力学性能计算确定 ; 主肋应能承受次肋传递的荷载， 且应能起

到JJU强模板结构的整体刚度和调整平整度的作用，支架或支撑的

着力点应设置在主肋上 。

5.2.8 本条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支架跨越通航河道、公路、铁

路、城市轨道交通等既有设施时的桥梁施工安全和桥下的河道通

航、公路和铁路交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输的运营安全 。

第 l 款 支架下净空安全限界需满足既有设施产权单位或管

理部门的有关要求 。

第 4 款 静电屏蔽防护、安装接地防护装置是跨越近邻电气

化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施工的重要安全措施，需根据支架与铁路

电气化、城市轨道交通设施间的相对安全距离进行专门设计。

5.2.10 第 4 款 拼装式相架结构包括贝雷梁、万能杆件、 军用

梁等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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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安装

5.3.7 支架立柱底端放置垫板或混凝土垫块是为扩散应力，确

保浇筑混凝土后立柱不至于产生超过允许的沉降。 如采用扩散压

力的方法不能满足要求，应加固地基或采用扩大基础、桩基础形

式，提高其承载力，扩大基础和|桩基础的构造、尺寸应通过计算

确定 。

5.3.8 第 1 款 支架预Æ是为了掌握支架在荷载作剧下的沉降 、

变形规律，为梁体预拱度的合理设置提供依据，同时检验支架的

安全可靠性 。

第 2 款 在预斥荷载标准的选取上 . 参考现行行业标准 《钢

管满堂支架预压技术规程 )) JGJ / T 194 和其他相关施工技术

规范。

第 4 款 要求预压荷载在支架上的分布应与支架实际承受荷

载情况相一致，目的是真实反映支架上实际荷载分布特点和荷载

集中情况，以保证预压效果和l质量 。

第 5 款 强调支架预斥过程中对称、分层、分级加载和卸

载，是为了避免偏载或局部集中荷载过大对支架造成不利影响;

不对称、不合理的力[l载或卸载程序容易造成支架局部变形过大而

引发支架结构失稳倒塌事故 。

5.4 使用与拆除

5.4.2 第 2 款 在施工过程中，当支架结构实际荷载超过支架

设汁规定时，将存在安全隐患，甚至导致发生支架失稳、 1夸塌等

安全事故 。 本条的规定旨在防止支架结构囚超载而影H向支撑结构

安全 。

5.4.3 本条规定了支架结构拆除应遵守的要求，有利于拆除过

程巾保证支架结构的整体稳定性。 卸落模版、支架时，总的原则

要求是由变形最大处向变形最小或无变形处过肢，对称、少量、

多次、逐渐完成，使结构物逐步承受荷载，其目的是避免结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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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卸落模板、支架的过程中发生开裂等质量事故 。

5.4. 4 在低温、干燥或大风环境下拆除模板时，外界的不良环

境会使泪凝土的内外尚茅过大或使混凝土的表面过'快失水，从而

导致混凝土的表面出现裂纹，严重者会产生裂缝，故规定应采取

必要的措施予以防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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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钢筋 工程

6. 1 一般规定

6. 1. 1 城市轨道交通桥梁工.程中所用普通钢筋应符合设计要求

和国家现行标准《钢筋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圆钢筋 》

GB/ T 1499. 1 、《钢筋棍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 T 1499 . 2 、 《钢筋棍凝土用钢 第 3 部分:钢筋焊接网 》

GB/ T 1499. 3 、《钢筋混凝土用余热处理钢筋 )) GB 1 3014、《冷轧

带肋钢筋 )) GB/ T 13788 的规定;环氧树脂涂层钢筋应符合现行

行业标准《环氧树脂涂层钢筋 )) JG/ T 502 的规定;其他特殊钢

筋应符合其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6.2 钢筋加工

6.2.1 钢筋除锈的方法可采用除锈机、风砂枪等机械方法，也

可采用人工除锈。 除锈后的钢筋不应长期存放，应尽快使用 。 除

锈后如发现有严重的钢筋表面缺陷，如麻坑、斑点等，可能会影

响钢筋力学性能及其他应用性能时，应对该批钢筋的性能按相关

标准重新检验，并根据检验结果进行处置。

6.2.2 钢筋弯折一般指钢筋中心线同直线的偏差超过全长

的 1% 。

6.3 钢筋连接

6.3.1 由于钢筋连接的形式对钢筋的应力传递和结构的受力性

能有一定影响，目前轨道交通桥梁主要按照铁路行业规范和地铁

规范设计，由于活载比例较大，钢筋应力幅较大，疲劳问题明

显，受拉钢筋在条件容许时宜采用机械连接或焊接连接。

6.3.2 钢筋接头是结构中的薄弱环节，应设置在承受应力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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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昆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4 ，对焊(连)接接头和绑中L接头的配置、接头避开弯

曲点的距离作出了规定。

"同一连接区段"的定义引自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设

计规范 )) GB 50010 ，取消原"同一截面"概念。 对于接头百分

率，同一连接区段内当受力钢筋总根数 n 为奇数时，受力钢筋总

截面面积按 11十 1 进行计算 。 "同一连接区段"长度:焊接接头或

机械连接接头为 35d (d 为纵向受力钢筋的较大直径)且不小于

500mm，绑扎接头为1. 3 倍搭接长度且不小于 500mm。 凡接头

中点位于该连接区段长度内的接头均属于同一连接区段。

6.5 检验标准

6.5.9 垫块可为施工单位自制或专业厂家制作。 对于专业厂家

制作的垫块，施工单位应要求厂家提供相关质量证明文件，包括

试验检测报告等。

6.5.10 钢筋进场和使用前，应对其外观质量进行检验，当发现

表面有裂纹、弯折损伤、颗粒状或片状老锈等缺陷，应处理并不

得作为受力钢筋。 经过钢丝刷处理后，试样的重量、尺寸、横截

面积和拉伸性能仍不低于国家现行相关标准的要求时，锈皮、表

面不平整或氧化铁皮可不作为拒收的依据，但在使用前应进行除

锈等处理。

6.5.13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

范 )) GB 50204 ，结合城市轨道桥梁工程实际，对钢筋安装及其

保护层厚度允许偏差作出了规定。 鉴于钢筋混凝土保护层的厚薄

对结构承载力和耐久性可能有显著影响，因此，对钢筋保护层厚

度允许偏差值作了从严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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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混凝土工程

7.1 一般规定

7. 1. 1 由于城市轨道桥梁工程均位于城市罔内，而各城市为改

善城市环境，推进建筑业技术进步，对预拌?昆凝土企业与生产质

量均作出了更具体的规定和质量控制，且在现行国家标准 《预拌

混凝土 )) GB/ T 14902 中，对混凝土用原材料标准、 ?昆凝土的拌

制质量与质量控制均作出了明确要求 。 因此. 为保证标准要求的

一致性，本标准不再对?昆凝土原材料性能提出要求 。

7.2 混凝土运输与输送

7.2.1 采用预拌混凝土时，由于预拌混凝土生产场所到1昆凝土

浇筑地点往往有一定的距离，所以1昆凝土运输到达施工现场后应

进行检查， 确保混凝土不会出现离析、漏浆等现象。

7.2.3 泪凝土输送泵的选择及布置应根据工程特点、挠筑量、

混凝土输送高度和距离、混凝土工作性能等因素确定。

7.4 混凝土养护

7.4. 1 混凝土养护可分为保温养护和1蒸汽养护 。 书~l显养护可分

为刑水、覆盖和喷涂养护剂等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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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预应力工程

8.3 预应力施加

8.3.2 智能张拉设备目前已开始应用于城市轨道桥梁预应力张

拉，且可能逐步推广应用 。 因此，根据标准可适度超前的原则 ，

对当前多种智能张拉设备的功能、组成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本条规定 。

8.3.5 第 2 款预应力张扣施工时，应重视首次张拉施工，重

点检测实际伸长值和理论伸 l夭值的差值，若超过 6% ，应停止张

抗施工，待查明原因后方可恢复施工。 对某些特殊部位且 ，f1]率半

径较小的预应力筋，工程实践表明其预应力筋的实际伸长值与计

算伸长值的相对偏差不能满足士 6%的规定，故规定此类预应力

筋宜通过试验确定其实际控制伸长值。

8. 3.7 预应力筋平均张拉力按下式计算 :

p" 二 P(l - e一仙 ' ，， 0) ) -
b、十μ。

式中: P p 预应力筋平均张拉力 (N) ; 

P一一预应力筋张扣端的张拉力 (N) ; 

1一一从张拉端至计算截面的孔道长度 (m) ; 

庐一一从张拉端至计算截面曲线孔道部分切线的夹角之

和 (rad) ; 

走一一孔道每米局部偏差对摩擦的影响系数，可按表]

确定;

μ一一预应力筋与孔道壁的摩擦系数，可按表 I 确定 。

注 : 当预应力筋为直线时 F，， = F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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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系数 k 及 μ 取值表

μ{宦
管道类型 h 

钢丝束、钢绞线 蝶纹俐筋

顶峰i铁皮笛迫 0. 0030 0.35 o. 4 

预崎!钢管 0. 0010 0.25 

书" 7，已成ill!孔道 0. 0015 o. 55 0. 60 

1ft!埋金属波纹A~; o. 0020~0 . 0030 o. 20~0. 26 0. 50 

预埋塑料波纹管 0.0015 。.1 4~O.1 7 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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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装配式混凝土构件预制与运输

9. 1 一般规定

9. 1. 1 为保证预制构件的施工质量，降低扬尘、施工l噪声等影

响. 特规定预制构件的生产场地。

9. 1. 3 预埋件作为梁体接口工程，是预制施工中的重点控制项

目 。 结构永久预埋件及临时安装用预埋件的安装定位均以后续工

程施工项目的需求为重点，施工中应确保符合设计要求 。

9.2 预制场建设

9.2.1 城市范围内的土地是稀有资惊，城市功能及市政规划复

杂，预制场场地选择应根据当地的城市布局及规划进行重点分

析 。 宜在不与城市发展格局、环境污染、人文文化冲突的前提

下，合理确定专业工厂化预制场地。 预制场选址应遵循"肉地制

宜、节约资金、降低成本、确保安全及质量"的原则，场址应尽

量满足地质条件好、场地开阔、运距合理、供应集中的要求 。

9.2.4 预制场流水线生产流程的特点之一是生产合座利用率高，

模极周转次数多 ， 要求模板在设计选材及生产力[1工质量方而考虑

模板的周转损耗，提高模板使用寿命，降低质量风险 。 同时，为

缩短流水线生产的周期，标准构件模型与特殊部位构件模型应独

立考虑 。

9.3 构件预制

9.3.9 第 2 款 节段梁进行匹配预制时，梁体模型应考虑直 、

曲线匹配预制时模型的匹配、调换操作需具备的范围和精度，同

时应考虑测量塔布置、测量丁，艺对模型的要求 。

9.3.10 第 3 、 4 款 预制节段梁后续的架设或安装往往需要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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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钢筋搭接，预留的方式一般有直接预罔钢筋及预埋钢筋套筒

等 。 直接预留挑出钢筋应考虑后期施t时接口部位冲突问题;预

埋套筒时，应考虑后期套筒钢筋连接时的施工作业需求，可将套

筒的操作部分用铁算子网等隔开预留在梁体外。

9.3.12 第 2 款 匹配预制梁的拼接而修补对后期安装时拼接面

的紧密度会造成不利影响 ， 一般缺陷不予修补，特别是匹配预制

后不宜修补 。

9.4 构件移运与存放

9. 4.3 梁体储存应根据预制场生产线的布置，在满足设计荷载

计算的要求下 . 考虑梁体的储存层数、 倒运频率等影H向， 合理布

置过人或过叉车通道，同时应考虑梁体之间、梁体与龙门吊行走

轨道之间直线范围内的安全距离 。

9.6 检验标准

9. 6. 3 表 9 . 6 . 3 的制定参照了现行行业标准 《客货共线铁路预

制后张法预应力?昆凝土简支梁 )) TB/ T 3043 、 《预应力 1昆凝土桥

梁预制节段逐跨拼装施工技术规程 )) CJ] /丁 111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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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基 础

10.2 扩大基础

10.2.3 按桥梁跨径、地基土质复杂(如榕洞、断层、软弱夹

层、易挥手岩等〕程度及结构对地基有无特殊要求，可采用以下方

法进行地基检验 :

1 对于小桥的地基检验，可采用直观或触探方法，必要时

可进行土质试验 ;

2 对于大、中桥和地基土质复杂、结构对地基有特殊要求

的地基检验，宜采用触探和钻探(钻深至少 4m) 取样做土工试

验，或按设计要求进行荷载试验;

3 对于特大桥或特殊结构桥梁的地基检验，应符合设计

规定 。

10.3 桩基础

10.3.1 冲击钻机适用于卵石 、 坚硬漂石、岩层及各种复杂地质

的桩基施工 。 正循环钻机适用于和性土、粉士、1îY性土;反循环

钻机适用于知性土、?iY性士、卵石土和风化岩层 。 套管钻机适用

于砂类士或教性土层钻孔 。 旋挖钻机适用于各种土层和中等硬度

以下的基岩。

采用泥浆护壁时 ，站性土的塑性指数大于 15 且浮渣能力能

满足施工要求时，可利用孔内原土造浆护壁 ; 冲击钻机钻孔，可

将黠土加工后投入孔中，利用钻头冲击造浆 。 泥浆性能指标可参

考下列规定 :

1 相对密度 : 正循环旋转钻机、冲击钻使用管形钻头钻孔

时，入孔泥浆相对密度可为1. 1~ 1. 3 ; 冲击钻机使用实心钻头

时，孔底泥浆相对密度不宜大于: 站土、粉土 1. 3 ; 大漂石、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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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层1. 4; 岩石1. 2。反循环钻机入孔泥浆相对密度可为1. 05~ 

1. 15 。

2 黠度:人孔泥浆薪度，一般地层为 16s~22s; 松散易明

地层为 19s~28s o

3 含砂率 : 新制泥浆不大于 4% 。

4 胶体率 : 不小于 95% 。

5 pH 值 : 应大于 6 . 5 。

10.3.5 第 3 款 除地质不复杂并有可靠的数据或实践经验的

般中、 小桥沉桩工程外，其他沉桩工程均应在施工前进行工艺试

桩和承载力试桩，确定沉桩的施工工艺、技术参数和检验桩的承

载力 。 试桩的数量不宜少于 2 根且附近应有钻探资料;试桩的规

格应与工程桩一致，所用船机应与正式施工时相同 。

10.4 沉井基础

10.4.1 第 1 款 沉井下沉过程中应加强观测，随时进行纠偏，

保持竖直下沉，每下沉 1m 至少应检查 1 次 。 当沉井出现倾斜

时，应及时校正 。 下沉至设计高程以上 2m 左右时，应适当放慢

下沉速度并控制井内的除土量和除土位置，使沉井能平稳下沉，

1#确就位。 当沉井倾斜方向有利于纠正位移时，应继续下沉，待

沉井底面中心接近设计中心时，再纠正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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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墩 L>. 
口

1l.2 桥墩与桥台

11. 2. 1 第 3 款 对分节段施工的桥墩和桥台，首节模板的平面

位置和垂直度应准确，如定位不准确，后续节段的模板安装将较

困难，且不易保证桥墩、桥台的外形尺寸和垂直度 。

第 4 款 实践表明，承台与桥墩、桥台连接底部附近的?昆凝

土非常容易产生裂缝，尤其薄壁墩身更易产生裂缝。究其原因在

于承台一般为大体积泪凝土结构，其温度应力的变化、海凝土龄

期不同都会对桥墩、桥台结构的变形产生影响， 加上承台与墩身

在连接处构造尺寸的突变，使墩身薄壁结构的变形与承台结构的

变形不一致，容易产生裂缝。 为解决这个问题，防止裂缝产生，

除从设计着于考虑外，还应在施工时将首节段墩身与承台之间的

施工间歇期尽量缩短，以避免因混凝土龄期相差过大而产生

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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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支座

12. 1 一般规定

12. 1. 1 当前支座的种类和规格较多，支座使用应符合设计要

求 。 支座在安装前应进行全面检验，不合格者不应使用 。

12.2 支座安装

12. 2.1 支座顶面、底面应与梁底或墩台顶面密贴，使支座全面

积承受上部构造传递的竖向荷载，以保证支座的承载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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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混凝土梁式桥梁

13.2 现浇施工

13.2.1 支架结构形式应根据桥长、桥下净空、通行(通航)要

求、桥位地质和l环境条件、不同支架形式的特点等因素，按 "安

全可靠 、 经济合理"的原则选定 。

13.2.5 进行荷载试验的目的主要是消除移动模架的各种非弹性

变形，检验支承系统的承载能力及刚度，为施工过程中设置预拱

度提供依据。

13.3 装配式梁现场施工

13.3.2 第 4 款 梁体就位后，为防止梁体侧向倾倒，应及时采

取有效措施将梁体临时固定 。 由于 T 梁和 lfj;梁的高宽比较大，

就位后易产生侧向倾倒，应与先安装的构件进行可靠的横向连

接，防止倾倒。

13.3.4 第 2 款 预制节段桥梁的线形基本上取决于节段的预制

精度，故本条建议采用线形控制软件来确保节段预制和现场拼装

精度满足设计要求 。

13.4 顶推施工

13.4.3 临时墩可以减小主梁的顶推跨径，从而减小顶推时最大

正负弯矩以及主梁截面应力 。 临时墩应能承受顶推时的最大荷

载，不致产生超过允许的沉陷，且能承受顶推时的最大水平摩阻

力，不致发生超过允许的水平位移。 在通航或流冰河流中设立l临

时墩日才，还应防范船只和流冰的冲撞 。

13.4.5 第 2 款 用竖向千斤顶将梁顶高的最大升高应有所限

制，否则梁被顶高时将产生临时局部弯矩， 此值过大可能使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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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和底板的上缘产生裂纹 。

13. 4.7 预应力?昆凝土桥梁在顶推过程中，各截面要多次承受交

替变化的正负弯矩，因此需要在顶推阶段增设临时预应力筋以防

止梁体发生破损，待梁体顶推到位后再全部拆除临时预应力筋。

11伍时预应力筋张拉后不应压浆，锚具外多余的预应力筋也不必

切除 。

13.5 水平转体施工

13.5.2 转动支承系统宜采用中心支承、撑脚支承、中心与撑脚

共同支承三种类型 。 中、小跨径的桥梁转体施工可采用中心支

承;跨径较大、转动体系重心较高的桥梁转体施工，宜采用中心

与撑脚共同支承。

138 



14 其他类型桥梁

本章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特点，将轨道交通桥梁工程中有别于

棍凝土结构的简支梁桥、连续梁桥的其他桥梁统称为其他类型桥

梁。 根据已建城市轨道交通桥梁的主要形式特征，本章对钢梁

桥、钢 混凝土组合梁、铜管混凝土拱桥这 3 类桥梁施工与简支

梁桥、连续梁桥这 2 类普通桥梁施工的不同之处作了相关规定 。

钢梁桥、钢-1昆凝土组合梁和钢管?昆凝土拱桥的基础、墩柱、钢

结构制作及桥面附属结构与装饰的施工要求可参照本标准的相关

规定执行。

14. 1 一般规定

14. 1. 1 大跨度桥梁主要是指单孔跨径大于 100m 的桥梁 。 对设

计规定需要施工监控的桥梁，可突破跨径规定的限制 。

14.2 钢梁桥

14.2.1 钢桥试拼装的目的是为了校核钢桥各部件的制造精度是

否匹配，能否满足设计和施工现场安装的要求，是钢桥制造中非

常重要的一道工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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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桥面与附属工程

15.3 防水与排水工程

15.3.2 为保证防水层与基面粘结牢间，规定基面浮尘、松散物

等应清理干净并涂刷处理刑 。

15.3.5 施工的环境气温、雨雪天对防水施工质量均有影响，故

对此进行了限定 。

15.3.9 泄水管安装要牢同)1顶直，拐角位置应避免直弯;地水管

应设置检查孔 。

15.6 栏杆与电缆槽

15.6.1 栏杆、隔离设施具f有安全防护功能，所以要求栏杆、隔

离设施安装牢固 。 同时，在城市中的桥梁观感美也不容忽视，故

对其外观质量要求从严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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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质量验 收

17.2 质量验收划分

17.2.2 目前，绝大多数城市轨道中桥工程的规模较小，所以和

小桥作同等规定 。 受空间限制，城市轨道桥梁在城市中往往采用

全程高架或隧道，为方便编制工程资料，特规定按合同段划分单

位工程。

17.3 质量验收要求

17.3.6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或使用要求的分部工

程及单位工程，表明其工程质量存在严重缺陷，导致无法正常使

用，且可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会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 因此，

此类工程不应验收并投入使用. 需专门研究处理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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