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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道路桥梁作为城市和交通网络中的重要基础设施，

承担着保证车辆和人们顺利出行的重要任务。然而，由

于车辆荷载和自然环境的作用，道路桥梁常常出现沉降

现象，给交通运输带来安全隐患和不便，对桥梁结构的

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构成威胁。因此，针对沉降段路基路

面施工技术进行研究和应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道路桥梁沉降段分析

1.1桥头引道地基结构设计存在缺陷

桥头引道地基处于道路和桥梁连接的地方，是路基

路面发生沉降的多发地区，因此，这个地方地基的处理

显得尤为关键，处理不当很可能会造成车辆在行驶至该

路段时，出现桥头跳车等威胁到驾驶人生命安全的现象，

对车辆的正常通行带来一定的影响。而引起桥头引道地

基出现沉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基结构设计有一定的缺

陷，比如说探明地质的钻孔数量不足、钻孔深度不够，

导致对不良地基的发现不够及时，对软土路基范围的勘

测不够准确，进而导致对该路段的地质条件的了解存在

一定的偏差，特别是桥头引道路桥梁段的软土路基，若

是压实不足，在长期的水体侵蚀下就会使得其原有的结

构失去稳定性，引起路基路面的沉降。

1.2桥梁的台背侧路堤密度不足

桥梁的台背侧路堤密度不足是指在路桥工程的施工

过程中，会对桥梁整体的两侧实施台背工程，具体是指

对桥梁的两侧用土进行填埋并压实，这样可以分散桥梁

所承受车辆重量，提高桥梁的稳定性，两侧的台背路堤

也可以对桥梁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降低出现沉降段的

几率，但在施工过程中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施工中对

桥梁的台背两侧路堤的密度是有一定要求的，而且在进

行铺设桥梁两侧的台背路堤时也会存在条件制约，比如

工程所使用的材料密度不符合规定、施工人员的技术有

限、施工设备出现问题等等，在进行桥梁两层台背路堤

施工过程中，路堤密度是非常重要的标准，但施工过程

中，材料可能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会产生一些结构性

的变化，导致台背路堤的密度不符合要求。或者是在施

工之前没有对路面土壤进行调查研究，施工材料的密度

没有很好地与路面进行融合，导致桥梁两侧的台背路堤

密度不足，从而出现沉降段。

1.3桥头搭板受力不均匀

在道桥工程中，桥头搭板的作用是衔接和平衡，也

是为了满足桥梁施工对弹性的需求。通过设置搭板能够

将产出的弹性转移集中于牛腿上，因其与桥台位置较近，

承受应力会相对较小，如此一来桥头的受力不均，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搭板两端承受应力差异明显，当压力集中

于搭板尾部时路基承受的应力极大，久而久之，搭板尾

部就会发生沉降现象。

1.4针对土基的施工处理不达标

现如今，在进行道桥工程施工时，存在一些路基路

面沉降的问题。造成道路桥梁沉降的主要原因是土基施

工不符合标准。首先，在进行路基路面施工时，钻孔的

深度和数量未达到设计要求，导致施工人员无法准确定

位路基松软部位。此外，施工参数设计不合理，进一步

影响整个道桥工程质量。其次，在设计方案时，相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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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未充分考虑施工实际情况，导致方案不合理，处理沉

降路段不符合标准和规范。

2　道路桥梁工程中沉降段路基路面施工技术要点

2.1慢性角点法

慢性角点法是一种常用的路基路面沉降监测方法，

用于观测和测量路基路面沉降的变化趋势。该方法基于

慢性角点测定原理，通过在路基路面上设置角点并定期

测量角点的高程变化，监测路基路面的沉降情况。慢性

角点法的具体应用是利用精确的地面测量仪器（如水准

仪、全站仪等）进行定期观测，并记录支点或角点的坐

标和高程；通过比较不同时期的观测数据，可以得出路

基路面的沉降速率和沉降趋势，进而评估沉降的影响程

度。例如，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设置多个角点，并对其进

行定期测量。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发现某个角点的高

程逐渐下降，则说明该处存在路基路面沉降问题。进一

步分析和比较多次测量的数据，可以计算得出该处的沉

降速率和沉降趋势，为后续的修复和加固施工提供参考

依据。

2.2加固处理技术

加固处理是指在路基路面发生沉降后，采取一系列

措施修复和加固土体，提高路基路面的稳定性和承载能

力。常见的加固方法包括静压加固、振动加固和碾压加

固等。一方面，在高速公路施工中，可以采用碾压机对

土体进行多次碾压，使其达到设计要求的稳固程度。也

可以使用地面布、土工格栅等土工合成材料增强土体的

抗压性能和剪切强度。这些材料可以分散和转移荷载，

阻止土体进一步沉降。在软弱土层中，可以在路基的上

下方分别铺设地面布和土工格栅，以增强土壤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对于由地下水引起的沉降问题，采取针对性

的地下水处理措施是必要的。具体包括安装排水系统、

控制地下水位变动、设置渗流屏障等措施避免水分进入

土体。在地势较低的区域，可以修建排水沟和排水管道，

将地下水引导排除，缓解水分对土体的影响。

2.3预养护技术

预养护技术是指在新建路基路面完成后，在正式通

车前对其进行一段时间的预先养护，以促进土体的固结

和稳定。预养护技术主要针对新铺设的路基路面，且是

在施工完成后即刻进行。预养护技术的主要目的是让土

体在正式通车前有足够的时间排水、压实和固结，从而

提高路基路面的稳定性和承载能力。具体的预养护技术

包括：第一，通过设置合理的排水系统，将路基路面中

的积水迅速排除，防止水分对土体的影响。例如，设置

排水管道和排水沟，确保路基路面排水畅通。第二，在

路基路面施工完成后，采取适当的压实措施，使土体更

为坚实和稳定。例如，使用振动压实器对路基进行振动

压实，加强土体的密实程度。第三，为确保土体充分固

结和稳定，需要设置一定的预养护期，让土体自然固结。

通常，预养护期的长短应根据工程的复杂程度和土体的

特性予以确定。在高速公路建设中，通常会设置几个月

至一年的预养护期。通过预养护技术的应用，可以使土

体充分排水、压实和固结，提高路基路面的质量和稳定

性，减少后期发生沉降问题的概率。在实际工程中，预

养护技术常常与其他加固处理技术结合使用，以达到更

好的效果

结束语

道桥工程沉降段路基路面如果施工处理不到位，则

必定会对行车安全带来重大威胁，引起桥台跳车、行驶

颠簸等一系列问题，不利于保障道桥工程使用后的安全

性和舒适性。为此，施工企业必须要对路基路面施工作

业加强重视，充分了解有关的施工技术要点，对于施工

活动进行严格的质量把控，落实对施工设计、技术实施

等多个流程的管控与监督，以此实现道桥工程建设质量

的提升，也为我国交通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献出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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