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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铁路桥梁连续梁工程施工技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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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经济社会和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铁路桥梁施工建设也在不断进步和完善。在铁路桥梁施工建设中，

存在许多常见的技术问题和质量问题。这种问题的出现会对桥梁路面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使得其不断下沉。因此建设单位

需要在建设过程中着重关注高速铁路桥梁连续梁工程施工技术，有效提高铁路桥梁的施工质量。本文首先阐述高速铁路桥梁

连续梁的施工特点，然后结合其施工工艺标准，分析其主要的施工技术，旨在为促进我国高速铁路桥梁施工水平的提高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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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高铁工程连续桥梁的施工特点分析

连续桥梁作为高铁施工的重要组成环节，其在施工建设

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特点，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①高铁工程连续桥梁施工跨度较大。随着现代化城市建

设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连续梁建设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

求，越来越多大跨度的桥梁在人们生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连续梁施工难度较大，对于施工技术、施工质量、施工

设备等要求较高。一般的，连续桥梁施工距离较远，这样对

桥梁自身的重量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连续梁很容易

受到周边混凝土浇筑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为施工增加了难

度。

②高铁工程连续桥梁相邻墩台之间容易发生沉降现象。

这种沉降现象主要受连续桥梁工程墩台之间的压力不同。因

此在施工建设过程中，施工人员应该提前对工程建设的附加

应力进行充分的了解和分析，有效地控制沉降范围，为后期

连续桥梁的正常使用提供保障。

③连续梁的拱值会对轨道施工稳定性造成影响。在实施

工过程中，高铁工程的施工速度较快，因此对于施工的稳定

性和安全性具有更高的建设要求。施工人员在进行施工过程

中，应该对桥梁拱值进行科学的计算和控制，保障后期工程

建设变化幅度符合相关的技术施工标准，提高工程建设的安

全性稳定性。

2 高铁工程连续梁工程的施工工艺标准

①性能要求。基于高铁工程特殊的使用功能，在开展施

工前，需要对其施工建设情况进行充分的分析，确保连续梁

具备稳定坚固的承载能力和抗洪能力。同时，也要兼顾桥梁

工程的运营功能，保障后期铁路工程结构整体的稳固性，为

人们的行车安全提供保障。

②无砟轨道的铺设施工要求。无砟轨道的铺设受外部影

响较大，比如施工设备施工环境、施工条件、施工技术等。

无砟轨道的铺设工作具有严格的铺设要求，往往不能进行较

大幅度的调整。同时，外部荷载等因素也会对无砟轨道的施

工建设造成影响。 因此施工人员在进行无砟轨道的铺设时，

需要对其进行合理的控制和设计，从多个角度对施工建设的

技术做出要求，保障整体施工建设的安全性和科学性。

③连续梁的施工要求。为了在高铁工程建设中充分保障

桥梁施工的质量和标准，需要对无砟轨道进行科学的利用。

在开展高铁工程建设前，施工人员需要对工程施工方案、施

工技术、施工工艺以及后期的风险控制管理进行有效的分

析，为后期桥梁的实际使用提供科学的保障，提升整体施工

效果。

3 高铁工程连续梁工程的施工技术分析

3.1 混凝土施工

关于连续梁的混凝土施工技术，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

面：

①混凝土浇筑从跨中开始，然后对两端的连续浇筑，使

其分层厚度保持在合理的标准范围内，比如 300mm。需要注

意的是，在施工过程中要对其工艺斜度进行有效控制，将斜

向分段保持在 1:4 至 1:5 之间。

②为保证混凝土振捣质量，准备性能良好的φ50、φ30

插入式振捣棒。振捣用φ50 插入式振捣棒振捣为主，在钢筋

密集处，如在波纹管处、锚垫板及螺旋筋处应重点振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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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φ30 插入式振捣棒振捣，必要时用钢钎插捣，确保混凝

土密实。

③在实际的混凝土浇筑过程中，先从跨中进行浇筑，然

后向两端进行浇筑，使其对称协调。根据不同的施工情况，

先从混凝土副板下料开始，然后对浇筑腹板与底板进行连

接， 通过内模顶板预留的天窗位置对剩余的混凝土进行浇

筑。底板浇筑完毕后，对底板和腹板混凝土进行分层浇筑。

具体的箱梁混凝土浇筑顺序如下所示：

④首先要从腹板位置开始，将其高度控制在 1.2 米以下。

根据不同的施工需要，主要采用插入式浇筑法，提高对于混

凝土底板方向的流动控制。然后，通过内模顶板梅花形天窗，

对天窗下混凝土进行浇筑。在底板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将天

窗关闭，以分层对称的模式对腹板位置进行分层浇筑。最后，

对顶板区域位置进行浇筑，使其厚度在 30cm以内。

⑤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混凝土浇筑往往采用斜向分段

水平分层的施工方法进行浇筑，斜向分段为 8 米左右，斜角

控制在 30°以内，水平分层厚度在 30cm以内。并且需要注

意的是，其两层混凝土的间隔时间不能超过初凝时间，从而

有效提高混凝土浇筑质量。

3.2 合拢段施工

中跨合拢梁段采用挂篮施工，吊架在箱梁转体前安装在

墩上不影响转体施工的位置，同时在墩中跨梁顶设置滑道，

在墩中跨梁端设置卷扬机，在待转体施工结束后，通过卷扬

机将吊架调整到准确位置。然后将吊带换成精扎螺纹。同时

在 T构的边跨悬臂端各设 1个 40m3 的水箱，以调节施工过

程中的梁体平衡。

3.3 梁体线型控制

梁体线型控制能够有效提高高铁工程后期施工的质量，

帮助施工人员更好地开展施工计划。针对 梁体线型控制，

施工人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施工操作：①施工人员对

连续梁进行实时的监控，并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全面的分析。

可以应用先进的监控设备或第三方监控机构，保障整体施工

建设的顺利开展。②施工单位需要利用先进的软件技术对混

凝土的结构进行弹性分析，充分掌握混凝土施工时效，对连

续梁的变形参数以及各项能力进行有效的分析和总结，为实

际的施工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和数据保障。③施工技术人员根

据实际的施工图纸对混凝土结构的重量和预应力数值进行

比较，同时根据不同的施工情况，对施工现场的湿度、凝土

配合比、温度等数据进行有效的分析，提高施工数据的准确

性和及时性，确保后期施工进度的正常开展。

3.4连续梁主墩承台施工

连续梁主墩承台基础施工包括桩基施工、承台施工，既

有线边坡防护采用钢板桩防护，钢板桩采用拉森Ⅳ型钢板

桩，桩长为 12m。为便于施工，钢板桩结构线比承台结构线

宽 1 米。

在实际的打钢板桩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随时检查其

平面位置是否准确、桩身是否垂直、是否符合实际的施工管

理标准。如果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倾斜的问题，需要及时的纠

正，必要时进行重打。一般钢板桩采用振动方法进行施工，

使沉桩自重下沉。等到桩身具有足够稳定性时，使用振动下

沉，提高整体施工的有效性。

沿钢板桩顶环形设置，设 8点（每边各两点），观测钢

板桩的水平位移及沉降。组织专人进行位移观测，每天观测

1次，及时进行回归分析，当位移速率超过 3mm/天时，及

时上报上级部门并停止施工，商定处理方案。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连续梁施工过程中，需要对桥梁荷载、周

围环境条件、施工材料结构、施工设备性能进行充分的分析

和选择，积极地选用不同施工技术。在高速铁路连续梁施工

过程中，对于施工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要求较高，并

且要求具有较为准确的施工精度。但桥梁的实际使用过程

中，受外部环境影响，会出现变形、位移等情况。合理的利

用各种施工技术，能够积极的促进桥梁结构的稳定性，为人

们带来更加舒适和安全的行车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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