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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如何通过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提高公路工程质量 

吴园丹 

(中咨华科交通建设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市  100089) 

摘要：本文旨在探讨如何通过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来提高公路工程质量，以某项目为例，该项目涵盖总长 53.143km

的道路，包括多座大桥，其中以陶家岭大桥为代表。文中详细介绍了该项目主线桥梁的上部结构，包括矮塔斜拉桥、

预应力硷连续刚构、预应力硷现浇箱梁、连续钢箱梁及预应力硷小箱梁等类型。通过试验检测，本文提出了一系列方

法和建议，以提高公路工程的质量，确保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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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路工程一直以来都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基

础设施，扮演着连接城市、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

活质量的关键角色。然而，公路工程的质量不仅直接影

响着交通运输效率，还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的安全和环境

的可持续性。因此，确保公路工程质量的提升已成为一

项紧迫的任务。 

2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的背景和必要性 

公路工程作为国家基础设施的关键组成部分，不仅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对于公众

的安全和生活质量具有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个背景

下，确保公路工程的质量成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试

验检测是一种关键工具，有助于提高公路工程质量、确

保工程的可持续性，以及减少日后的维修成本。 

2.1 进行试验检测 

①保障公路工程质量：公路工程质量不仅关系到交

通安全，还与长期使用寿命和可持续性息息相关。通过

试验检测，可以确保工程符合国际、国家和地方标准，

以及工程设计规范，从而提高道路结构的耐久性和性能。

②降低事故风险：公路工程的设计和建设质量直接影响

交通安全。不合格的工程可能导致道路损坏、交通拥堵

和事故。试验检测有助于发现问题，确保道路符合最高

安全标准，从而减少交通事故风险[1]。③节约维护成本：

低质量的公路工程可能需要频繁地维护和修复，这不仅

会耗费大量资金，还会对交通流畅和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通过试验检测及时识别和解决问题，可以减少后续的维

修成本，实现更经济高效的公路管理。④提高可持续性：

公路工程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显著，因此可持续性成为

现代工程设计的重要因素。试验检测有助于确保工程的

环保性能，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负担，有助于实现可持

续的交通基础设施。 

2.2 试验检测对于问题识别和解决的重要性 

①问题早期发现：试验检测能够在工程问题变得严

重之前发现潜在的缺陷或质量问题。这允许工程师在问

题扩大之前采取纠正措施，降低问题修复的复杂性和成

本。②数据支持决策：试验检测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和信

息，有助于工程师和管理者作出决策。这些数据可以帮

助确定具体的问题根本原因，为修复提供指导，确保问

题不再发生。③提高工程透明度：试验检测结果提供了

对工程质量的客观评估，增加了工程的透明度和公众信

任。这对于政府和工程承包商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④

质量控制和改进：试验检测可作为质量控制工具，有助

于及时调整工程过程，以确保工程质量达到最佳水平。

通过不断改进和优化，可以提高工程的质量和性能。 

3 主线桥梁上部结构的详细描述 

3.1 矮塔斜拉桥及预应力筋连续刚构 

矮塔斜拉桥是一种桥梁结构，其上部包括一系列斜

拉索，它们连接到矮塔上，从而支撑桥面。这种结构的

特点包括：①大跨度和开放空间：矮塔斜拉桥通常具有

较大的跨度，使其适用于跨越广泛的水域或地形。②轻

量化设计：相对于其他大桥结构，矮塔斜拉桥的自重较

小，减轻了基础的负荷。③美学设计：这种桥梁常常以

其独特的外观而著名，具有较高的美学价值。预应力硷

连续刚构桥是一种常见的大桥结构，其上部结构由多个

连续梁构成，这些梁之间没有支撑柱，从而形成连续的

通道。其特点包括：①高承载能力：预应力硷连续刚构

桥能够跨越大跨度，承载重型交通和货车。②刚性结构：

连续刚构具有高度刚性，能够承受外部负荷和变形[2]。③

减少桥墩数量：由于没有中间桥墩的存在，这种桥梁类

型减少了对水路和交通的干扰，提高了通行效率。 

3.2 预应力筋现浇箱梁及连续钢箱梁 

预应力筋现浇箱梁是一种采用预应力混凝土施工的



                                                                      公路工程 第 5 卷 第 9 期 

 57     

桥梁结构。其特点包括：①高强度和耐久性：由于采用

预应力混凝土，这种桥梁具有出色的强度和耐久性，能

够承受重载。②适用于各种跨度：可以适应各种跨度的

要求，从小桥到大桥都可应用。③快速施工：预应力筋

现浇箱梁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施工，

减少了交通中断时间。连续钢箱梁桥采用钢材构建的箱

梁结构，其特点包括：①轻量化设计：由于使用钢材，

这种桥梁相对较轻，适用于跨越大距离。②高度可定制

化：箱梁的设计和尺寸可以根据特定要求进行调整，适

应不同的跨度和荷载。③抗腐蚀性：钢材的抗腐蚀性能

能够延长结构的寿命。预应力硷小箱梁桥是一种小型桥

梁结构，其特点包括：①适用于短跨度：这种结构适用

于短跨度的桥梁，如人行天桥或小型桥梁[3]。②简化施工：

相对于大型桥梁结构，预应力筋小箱梁的施工更加简化，

减少了成本和工期。③适用于多种用途：这种结构适用

于多种用途，包括人行、自行车道或小型交通道路。 

4 陶家岭大桥：案例研究 

4.1 陶家岭大桥的结构与设计特点 

陶家岭大桥作为一座重要的交通枢纽，其结构与设

计特点具有显著的重要性。该桥的结构采用了 K12+158.0

的预应力连续小箱梁设计，其中包括 5 座 20 米长的小箱

梁和 4 座 40 米长的小箱梁，这一设计方案体现了其独特

的工程特点。陶家岭大桥的设计采用了预应力连续小箱

梁结构，这种结构的特点在于能够有效地提高桥梁的承

载能力和抗震性能。这种结构设计在桥梁的各个支点上

都采用了预应力张拉杆，通过预应力技术将混凝土构件

之间的裂缝控制到最低程度，从而保证了桥梁的长期稳

定性和安全性。陶家岭大桥采用了不同长度的小箱梁，

这种差异化的设计有助于应对桥梁跨度的不同需求。20

米长的小箱梁适用于较短跨度的桥段，而 40 米长的小箱

梁则用于跨越更宽的河流或道路。这种设计特点使得陶

家岭大桥具有更好的适应性，能够满足不同路段的需求，

同时减少了施工和维护成本。此外，陶家岭大桥的小箱

梁结构还注重了美学和环境融合。其外观设计考虑了周

边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使得桥梁与周边景观和建筑相

协调，不仅具有实用性，还具备一定的艺术价值。 

4.2 试验检测在确保陶家岭大桥质量中的应用 

为确保陶家岭大桥的质量，项目团队充分利用试验

检测方法，通过以下方式在项目中应用试验检测来监测

和改进工程质量：①质量控制：在施工过程中，团队采

用了各种试验方法，如混凝土强度测试、材料检查和结

构测量，以检测和验证工程材料和施工质量。这有助于

确保构建的各个组件符合设计要求，提高了工程的耐久

性和性能。②负载测试：针对陶家岭大桥的独特结构，

进行了负载测试，以确保其斜拉索、矮塔和桥面可以承

受设计负载。这种测试有助于评估大桥的结构安全性，

以满足预期的使用条件。③非破坏性检测：采用非破坏

性检测技术，如超声波测厚、磁粉探伤和声发射检测，

对大桥的关键部位进行了检测。这种方法有助于发现潜

在的隐蔽缺陷，提前采取措施避免问题扩大。④长期监

测：陶家岭大桥的结构性能需要得到长期监测。团队采

用传感器和监测系统，对斜拉索的张力、矮塔的位移以

及其他关键参数进行实时监测。这有助于检测任何潜在

问题，并采取及时地维护措施，以确保大桥的安全性和

可持续性[5]。⑤问题解决：试验检测方法还用于解决项目

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分析实验数据，团队能够及时发现

并识别潜在问题，然后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

题，减少了后续维修和修复成本。 

5 结语 

在本文中，深入探讨了如何通过公路工程试验检测

提高工程质量，以陶家岭大桥为案例。试验检测不仅为

工程质量的保障提供了有力的手段，还为问题的早期识

别和解决提供了重要途径。陶家岭大桥的成功案例表明，

透过试验检测的应用，能够确保桥梁结构的安全性和可

持续性，为公路工程质量提供了坚实的保证。然而，试

验检测只是公路工程质量提升的一部分，还需要综合考

虑设计、施工和维护等各个环节。鼓励工程领域的专业

人士，不断探索新的技术和方法，以提高工程质量，确

保公路工程安全、高效、可持续。通过合作和不懈地努

力，可以建设更加出色的公路系统，以推动社会的发展

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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