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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梁张拉与混凝土强度的关系及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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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预制梁张拉是桥梁建造中的组成部分之一，而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混凝土的强度不符合要求则会造成张拉过程中易于

产生裂缝等情况，影响桥梁的应用质量与使用安全性。针对于预制梁张拉以及混凝土强度的关系进行分析，能够辅助人们更

好的对梁长拉工作进行改进与完善，使其更加满足现阶段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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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伴随着我国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我国在

发展过程中对于桥梁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提升，对于桥梁的

质量要求也在不断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桥梁的研究

也更加的深入。梁张拉是桥梁建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混

凝土在梁张拉过程中若是自身的强度不符合张拉的实际需

求将，则会造成裂缝等情况，给桥梁的使用造成一定的安全

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对梁长拉与混凝土强度之间的关系研

究十分的重要与必要。 

一、预制梁张拉概述 

从现阶段我国发展实际情况来看，道路桥梁在我国发展

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预制梁张拉工作，是我国在

进行桥梁建造工程中的重点工作之一。本章将针对于梁张拉

工作进行简单的阐述与分析。 

（一）张拉准备工作 

从张拉工程的实际角度出发，张拉工程的准备工作主要

分成三个部分。第一，要求相关的施工人员，在正式进行施

工之前，需要使用千斤顶与液压表进行标定，发现设备在使

用过程中若是出现数据不准确情况，需要及时的进行数据的

校对工作，以保证其检测数据的准确性。第二，要求相关人

员在进行施工前，需要对梁体进行检查，判断梁体的是否存

在麻面、孔洞、露钢筋都能够情况。若是这些情况出现，且

会对张拉工作造成较大影响，需要相关人员对两表面进行处

理，降低这些因素，对于张拉过程中钢绞线的损害。第三，

进行张拉顺序的确定，张拉工程的流程较多，较为复杂。需

要相关人员在进行张拉工作前，需要对张拉的顺序进行再次

确定，确保在张拉的过程中，其两端对称，张拉均匀。 

（二）张拉工艺 

在进行张拉工作前，需要将每束中的多根钢绞线进行理

顺，以保证其在进行增大的过程中，不会出现交叉、挤压情

况。以及在施工前需要安置相应的施工架子，方便上下以及

左右活动千斤顶[1]。装工作锚环和夹片，在进行这一部分工

作的过程中需要将钢绞线穿入锚环上所对应的位置，将锚环

与锚垫板贴紧。装千斤顶，在进行千斤顶装置的过程中需要

保证千斤顶、限位板、锚环、锚垫板几个设备都在同一中心

线上。对设备进行调整后，进行张拉工作。以及需要注意在

进行张拉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分级张拉，以保证张拉的稳定性

与质量。在达到 100%设计张拉力后维持两分钟，对张拉力

的伸长量等数据进行收集，判断张拉力停止的主要因素，在

解决其因素后，继续进行张拉工作。张拉缸回油则进行锚固，

在油表全部回零后，依次拆除工具锚，千斤顶等，对张拉过

程中脚线的回缩值进行记录。张拉完成后，需要稳定 2 小时

后，确定张拉的质量后切除多余的钢绞线准备压浆施工。 

（三）张拉注意事项 

在进行张拉施工的过程中需要重视周围居民以及施工

人员的安全性，这要求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需要在施工场地

周围设置相应的警告标志，禁止非工作人员进入施工场地，

以及在箱梁两端设置相应的防护措施，确保张拉千斤顶对面

没有人员，放置意外所造成的安全隐患。在进行张拉工作员

工选择的过程中，需要尽可能的选择有着较为丰富经验的施

工人员，在对施工人员进行培训后进行施工，保证其能够阿

豪施工要求进行施工。施工人员在进行拆卸油管的工作时，

需要先松管内的油压，进而降低由于油压过大而造成的油压

喷溅情况，降低其对于施工人员的影响。以及施工人员在进

行千斤顶使用的过程中需要使用三角形铁片进行千斤顶的

支垫，降低由于千斤顶倾斜造成事故的可能性。 

二、预制梁张拉与混凝土强度之间的关系 

（一）混凝土强度不符合要求的影响 

从张拉施工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张拉施工的过程中若是

混凝土强度不符张拉的实际需求，会造成张拉的过程中产生

细缝、裂缝。对桥梁的应用质量以及使用安全性造成极大的

影响。从张拉过程中产生裂缝的部位以及其特征角度出发，

使用后张法的预应力梁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及支座处、量体

或杆件的端部锚固区，会产生顺着预应力方向的裂缝，这种

裂缝一般情况下而言，其宽度在 1~2 毫米之间，长度在 40~60

厘米之间，且这种裂缝读哟是在中部进行集中，呈现出一种

梭形，也被称为“张拉裂缝”。而使用先张法的预应力梁在

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其裂缝常常出现在梁端面上，呈水平状，

裂缝的宽度在 0.5~2 毫米之间，而长度在 60~80 厘米。这部

分裂缝在出现的过程中也多是与荷载轴线相互平行，也被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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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为“端面裂缝”。而从裂缝所产生的原因出发，其裂缝产

生的原因主要有两种，第一，在进行张拉施工的过程中在外

荷载（静荷载、动荷载）等的影响下，主要的应力或者是结

构次应力产生变化，引起裂缝。第二，由于荷载变化而产生

的裂缝，这种情况产生的前提是结构的变形，结构在变形后，

其所承受的力会产生变化，进而产生裂缝情况。 

（二）预制梁张拉过程中对于混凝土的要求 

混凝土质量较高的情况下，其在使用的过程中自身多存

在的空隙较少，能够更好的保护钢绞线等，降低锚具所承受

的负担，在多种材料以及混凝土的共同作用下，保证张拉工

程的质量与效率。在进行水泥浆的配置过程中，所使用的水

灰比大多情况下在 0.3~0.35 之间，稠度在 14~18s 之间，不

同地点在进行水泥浆配备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 

在进行水泥浆使用的过程中需要保证其内部没有出现

较大的杂物等，必要的情况下可对其的原材料进行过滤，进

而保证其成分的稳定性，保证混凝土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成

分均匀，各个点所承受力的能力相同，进而降低其在进行张

拉过程中产生裂缝的可能性，提升桥梁的应用质量。 

水泥在配置结束后需要尽可能快速的投入到使用中，过

期、受潮、结块等情况出现的水泥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其内

部存在较多的较大颗粒物，造成其所建造的事物不稳定性较

高，易于产生裂缝断裂的情况。 

三、控制预制梁张拉质量的有效手段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混凝土在保证预制梁张拉质

量的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重视其材料的选择以及施

工能够在极大程度上提升预制梁的张拉质量，让其能够更好

的应用于道路桥梁建造工程中[2]。 

（一）重视施工方案制定 

在进行预制梁张拉工程前，需要相关的技术人员对施工

图纸等进行再次的检查，按照施工的实际需求进行合理的施

工方案制定，进而保证混凝土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能够更高

质量的投入使用。以及施工方案的制定也能够在较大程度上

提升施工的规范性，保证施工的有序性，提升预制梁的张拉

质量与效率。 

（二）重视施工规范性 

保证施工的规范性能够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在正式

开始施工前，需要制定相应的责任制度，保证所有岗位的员

工都有其责任需求，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能够按照自身岗

位的实际需求进行施工。以及责任制度的制定，也能够在较

大程度上提升相应岗位，员工对于自身高对工作的重视程

度，让其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能够按照工作的实际需求高

效的进行工作。第二，再进行施工的过程中需要设置相应的

监督管理部门。对，施工过程中各个员工，各个阶段的实际

施工情况进行监督以及相应的数据记录，为后续的质量检查

以及追责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第三，重视质量检测工作。

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需要安排相应的检测人员，对施工的

每个阶段每个部分的建造质量进行检测，在发现问题时及时

的进行返工维修工作，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施工的质量以及降

低施工过程中的材料浪费情况。 

（三）重视施工材料选择 

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材料是决定梁张拉质量的重

要因素。而混凝土的质量是决定两张拉质量的主要因素之

一，这需要在施工的过程中，相关人员需要更加重视材料的

选择以及检查工作[3]。在进行原材料选择的过程中，需要对

原材料的各方面数据进行探查，以保证其满足建筑的实际需

求。而在对原材料进行检查的过程中，需要从原材料进入场

地前，进入施工场地时，施工过程中三个时间段对材料进行

检查，确保所使用的材料是规定材料，进而提升张拉工程中

混凝土的质量。 

四、结束语 

桥梁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够将原有的连接

度不高的地点进行连接，促进社会中信息、技术、科技、劳

动力的互动与沟通。预制梁是道路桥梁建造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预制梁在进行张拉施工的过程中若是其内部的混凝土质

量不符合要求，会造成其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内部结构不够

稳定，易于产生裂缝断裂等情况，影响道路桥梁的应用质量。

故而，需要重视预制梁张拉工作与混凝土强度之间的关系，

保证混凝土的质量以及其施工规范性，从而保证张拉工作的

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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