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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浇连续梁支架结构设计及施工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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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满堂支架作为现浇连续梁施工中的一种常用技术，因其工艺简单、施工方便、工程成本低等优点而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通过对满堂支架工艺进行简述，同时对支架搭设施工技术进行阐述，从基础处理、支架搭设、

模板体系搭设、支架预压、支架拆除等各个工艺环节开展描述，最后提出支架施工质量控制措施，以期对类似工程

项目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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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

力的增强，我国桥梁工程的建设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当

前，我国大多数的桥梁施工作业中，满堂支架技术以其

工艺简单、劳动强度小、搭拆无需大型机械设备、杆件

装运卸方便、设备成本投入小等优点受到广泛应用。现

代支架施工技术亦朝着大吨位、大跨径方向发展，常规

满堂支架钢管杆件本身承载能力有限，所以探讨架体如

何布设和如何保证施工质量，实现支架结构安全可靠、

经济合理是目前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1.连续梁支架简介

支架现浇技术指的是在桥梁工程项目中，通过搭设

支架、铺设模板，以其结构自身的承载能力进行桥梁混

凝土浇筑，最后拆除相应支架的施工技术[1]。而其中满

堂支架以其技术成熟、成本低、施工便捷等优点而被广

泛使用。

2.支架设计及验算

2.1.满堂支架设计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选用满堂支架作为现浇连续梁

的支架承载系统。支架立杆为φ48×3.2mm 钢管、可调

底座与顶托均长 60cm，顶托上横桥向铺设的[10 槽钢作

为分配梁，其上沿纵桥向通铺 8cm×8cm 方木，模板选

用 1.2cm 的竹胶板。满堂支架布置参数如下：

（1）支架纵向间距：0.9m；

（2）支架横向间距：连续梁腹板处为 0.6m，顶底

板下间距为 0.9m，翼缘板下间距为 1.5m；

（3）支架步距：顶、底部为 1.0m，中间段为 1.5m；

（4）支架顶托悬臂长度：小于等于 40cm；

（5）扫地杆离地高度：大于等于 30cm。

2.2.支架及基础验算

根据确定的支架搭设方案，对支架进行结构受力验

算。腹板部位混凝土高度取 1.8m，立杆间距 0.6m；顶

底板部位混凝土高度取 0.47m，立杆间距 0.9m；翼缘板

处混凝土高度取 0.37m，立杆间距 1.5m；支架纵向长度

均为 0.9m，步距为 1.5m。风荷载取 0.42kN/㎡，支架自

重取 0.3kN/㎡，荷载取值见表 1。

表 1 荷载取值表

部位

模板自重/

kN/㎡

混凝土高/

m

混凝土重/

kN/㎡

施工荷载/

kN/㎡

荷载设计值

/kN/㎡

荷载标准值

/kN/㎡

腹板 1 1.8 45.9 3 60.5 46.9

顶底板 1 0.47 12.0 3 19.8 13.0

翼缘板 1 0.37 9.4 3 16.7 10.4

通过计算，所有荷载对支架产生的竖向轴力为：腹

板处 34.1kN、顶底板处处 18.0kN、翼缘板处 29.6kN，满

足支架立杆稳定性要求。

地基承载力按照 k gp f£ 进行计算，计算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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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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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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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 = £ ，满足地基承载力的

要求。

3.桥梁支架施工技术

3.1.施工工艺流程

满堂支架搭设时应严格按照以下工艺流程进行施

工：基础处理→支架搭设→模板体系搭设→支架预压→

支架拆除。

3.2.基础处理

支架搭设范围为沿梁体投影轮廓线外扩 1m，基础

处理范围为支架搭设范围再次外扩 2m。支架搭设前应

清除地表杂物及虚土并进行场地整平[2]，根据实际情况

确定是否需要回填，若回填后需进行压实处理，基础两

侧沿纵桥向设置排水沟，确保施工期间场地无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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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支架搭设

根据支架搭设图纸进行现场安装，首先将底座按图

纸间距固定到指定位置上，需保证底座丝杆外漏长度不

超过总长度的 50%，通过套筒将底座与第一层基础立杆

进行连接，往上则采用标准立杆。支架纵向间距均为

0.9m，当连续梁跨度出现变化时，可根据现场情况增减

立杆数量，但间距不得调整，防止间距变化影响支架结

构受力。支架横向间距因腹板位置受力较大且集中，因

此设置为支架加密段，间距为 0.6m，翼缘板下方受力较

小，间距为 1.5m，其余部位间距为 0.9m。支架标准段

竖向步距为 1.5m，顶、底部为 1.0m。

竖向立杆、纵横向水平杆通过扣件进行连接固定。

支架底部设置扫地杆，扫地杆高度不大于 20cm，同时

因现场支架搭设高度超过 4.8m，需设置水平及竖向剪刀

撑，水平剪刀撑于支架顶部和底部各设置一道，纵横向

剪刀撑隔 4.5m 设置一道，支架外立面剪刀撑应连续设

置[3]。

3.4.模板体系搭设

支架搭设完成后，在支架顶部横桥向搭设［10 槽钢

作为分配梁，标准间距为 0.9m，根据支架顶托的间距可

做适当调整。纵桥向次楞采用 8cm×8cm 方木，方木中

心间距为 20cm，施工时应当保证方木安放平稳，若方

木与槽钢之间因材料问题产生缝隙，应当采用木楔进行

填补。连续梁模板采用厚度为 1.2cm 的竹胶板，模板边

缘应符合设计要求以方便进行拼接。

3.5.支架预压

为了验证支架是否满足施工要求的承载力，以及消

除支架非弹性变形，需对支架进行预压，并根据支架的

弹性变形数据作为调整箱梁预拱度的依据。

支架搭设及箱梁底模铺设完成后，根据预防方案进

行支架预压，预压总荷载为箱梁荷载、模板荷载以及施

工荷载总和的 1.2 倍。预压采用分级加载的方式进行，

预压分级标准为最大荷载的 60%、80%、100%、120%。
加载应严格按照分级数量进行，严禁集中加载和超级加

载，加载重量误差应小于 3%。

支架预压过程中需对基础沉降变形、支架竖向沉降、

支架平面位移进行监测，在开始加载前通过观测点对架

体高程进行测量并记录，而后每级加载后对监测项目进

行测量，满足要求后方可进行下一级加载[4]。预压结束

后对监测数据进行整理分析，为箱梁预拱度设置提供依

据。卸载时应当按照加载顺序反向分级卸载，严禁一次

全部卸载。

3.6.支架拆除

待箱梁主体浇筑完成、预应力管道压浆完成 7 天或

强度达到 90%后方可进行支架拆除。支架拆除时需从上

而下进行，同一联或同一跨的支架应同时拆除。按照先

支后拆、后支先拆的原则，从跨中向两端对称拆除，避

免一次拆除过多导致梁体开裂，支架拆除时应当进行观

测并做好记录。

4.支架施工质量控制

（1）支架基础场地地质条件较差时，应当进行基

础处理，使得基础承载力满足施工要求[5]。（2）支架所

用材料（主要为钢管）的强度、刚度应符合规范要求，

支架整体稳定性应符合施工要求。（3）支架预压重量

必须大于桥梁上部结构物的重量，以防止发生沉降。（4）
支架节点应当连接可靠，立杆垂直度偏差不大于 1/300。
（5）吊装作业前，应当机械设备的性能进行检查，并

进行试吊，确保吊装过程安全。（6）进行支架材料吊

装作业时，应当由专人负责指挥，所有人员应当分工明

确，各司其职。（7）支架搭设过程中，不得随意抛仍

物品，不得损坏安全防护装置。（8）支架拆除前应检

查支架体系的连接情况，拆除方案审批通过后方可进行

拆除作业。（9）拆除前应将支架上的器具及其他杂物

清理干净，作业区设置警示标志，按照从上至下的方式

进行拆除。（10）拆除后的材料应当及时运送至指定地

点合理存放，不得随意堆砌于施工场地。

5.结束语

满堂支架因其操作方便、施工快捷等优点而广泛应

用于桥梁工程之中，但在未来的发展中，还需要不断加

强技术研究，认真做好支架搭设、预压、拆除各个工艺

环节的管控，不断提高施工水平，使得该技术可以更好

地应用于我国桥梁工程项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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