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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面对当前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下，道路桥梁施工企业

要想能够保持稳定发展态势，那么就必须紧跟时代发展

步伐，适当革新传统落后施工工艺，根据工程现场情况

制定合理化施工方案，稳步推进施工工作的基础上，也

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各种病害现象的出现，有效提升道路

桥梁施工行业经济效益以及社会形象。

一、道路桥梁工程病害处理的重要性浅谈

道路桥梁工程病害产生关系到道路桥梁工程的稳定

性、使用时间，通过相应的施工技术处理，利于很好的

处理道路桥梁工程病害。以建筑工程项目为主，工程施

工质量关系到整体运输量、国家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汽车数量增多，道路桥梁承受的压力加大。

道路桥梁施工企业方面需正确看待道路桥梁工程对交通、

经济方面的影响，联系施工中常见病害作以针对性处理。

当前，道路桥梁的使用时间加长，使用期间会暴露出一

定的问题，因而应该采用相应的对策防范病害问题的发

生，降低国家财政方面的资金投入。另外，道路桥梁工

程中存在的病害需作以相应分析、研究，然后编制相应

的处理方案，充分发挥出施工技术的最大作用，提高道

路桥梁工程承载力促使通行车辆的安全得到保障。

二、道路桥梁工程的病害

1. 路面裂缝

在开展道路桥梁项目建设期间，最常见的水泥混凝

土混泥土桥面铺装，就是收缩类型。包括塑性与干缩两

种类型的施工裂缝，其中塑性裂缝问题，就是施工人员

完成浇筑施工工作，大约在接下来四到五个小时范围中，

在水泥与水分出现水化现象后，鉴于形成较多的热量，

最终严重影响结构的性能，在施工人员不能及时处理的

现状下，引发比较严重变形危机。而干缩施工裂缝问题

的出现，就是施工人员实施建设期间应用的混凝土材料，

出现硬化后表面水分快速蒸发，在内部与其蒸发速度不

一致的现状下，导致混凝土结构需要承担较大拉力值，

当超出结构标准承受范围以后，进而导致混泥土桥面问

题的出现 [1]。

图1　道路桥梁裂缝病害

2. 桥梁工程中的钢筋腐蚀病害

钢筋腐蚀病害也是我国桥梁工程中一种常见性的病

害。在桥梁工程中钢筋是使用频率比较高的一种材料，

主要是因为钢筋的稳定性比较强，但是随着使用年限的

增长，受到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钢筋会被侵蚀

出现生锈腐蚀的情况，甚至在氧气影响下，钢筋还会和

氧气发生化学反应，钢筋表面出现氧化物，造成钢筋周

围的混凝土结出现松动的问题，导致道路桥梁开裂。在

这种情况的影响下，道路桥梁的有效横截面面积就会遭

到很大的减小，桥梁的承载能力会大大的降低，影响到

道路桥梁的质量和使用寿命 [2]。

3. 梁端头局部破损

在道路桥梁工程修复时，梁端头局部比较容易出现

破损的情况，之所以产生这个问题主要由于在设计时，

各项参数设计不够合理，没有正确地进行计算。不仅如

此，在施工时，没有根据设置好的施工流程和施工规范

等来落实各项工作，而且也没有正确进行养护工作，这

样就比较容易出现梁端头局部破损的情况 [3]。

4. 不均匀沉降

在道路桥梁工程施工时路面不均匀沉降属于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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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问题，主要就是在施工的过程中基础层面设计不够

合理，施工人员没有充分地了解附近的环境，进而产生

安全隐患。对于道路桥梁要选择合理的防水方法，避免

影响到整体的路面质量。不仅如此，针对桥涵涵台背防

水要仔细地进行涂刷，碾压夯实时需要根据设计规范来

完成分层夯实碾压。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道路桥梁工程

的长期使用，比较容易产生超负荷的问题，进而造成不

均匀沉降。

三、道路桥梁工程病害施工处理技术应用要点探究

1. 钢筋锈蚀施工处理技术

当前，人们越来越关注钢筋锈蚀问题，因而要求相

关施工人员深入对钢筋锈蚀技术的分析、研究，可在钢

筋表面涂抹一层含有化学物质的保护层，同时可通过电

化学物质作以防锈蚀作业。与此同时，钢筋使用时加大

对钢筋锈蚀的监测力度，若是观察到钢筋锈蚀的潜在隐

患，建议使用喷砂方法降低锈蚀处理，避免钢筋锈蚀降

低结构承载性能，促使交通运行良好 [4]。

2. 填充技术

在施工人员进行现场勘查过程中过，如果发现了一

些较小程度裂缝现象，可以综合应用树脂胶结物和水泥

浆等填充材料，将其灌入到施工裂缝当中，此种方式不

仅不需要单位投入较大成本，而且也能够确保人员快速

有效完成填充工作。目前来看，因为呈现出较强稳定性

的树脂材料，在融合水泥浆材料以后，能够凸显出良好

填补作用。除此之外，施工单位可以沿着裂纹发展和延

伸的方向进行固定，及时向槽内放入橡胶和防水性比较

高的材料，避免出现严重的病害现象 [5]。

3. 沉降处理技术

分析道路桥梁加固施工标准，在施工人员开展路基

结构施工过程中，站在期间表层施工环节中，需要将整

个桥梁横截面实施有效转变。按照结构体系的属性要求

进行应用。同时，整合预应力操作细节，当施工人员发

现道路桥梁结构发生不均匀沉降等其他病害以后 [6]，接

下来可以结合现场情况，分别实施针对性沉降处理。像

有着区域较小程度的沉降问题，当施工人员确定达到沉

降要求以后，接下来可以第一时间实施压实，采用置换

或者灌浆处理形式，借助压路机的作用对表面进行压实
[7]。同时，所谓置换施工工艺，就是需要施工人员面对软

土路基结构，进行沉浆施工技术进行操作，保证地下软

土、淤泥和混凝土充分结构，确保整个地基结构具备较

大强度与良好性能。

4. 台背回填措施

桥头“零”跳车是河北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建设

管控红线之一，在台背回填施工过程中，应重点从基础处

理、填料选择、分层摊铺碾压、补强夯实、过程检测等五

个方面入手。基础压实厚度不小于90%，与路基连接按照

1：2坡度设置，并设置2m宽台阶；填料采用石渣，石渣

过筛后使用，保证粒径均匀；分层填筑厚度不超过15cm，

每填筑1m使用液压夯实机补强一次；每层采用压沉值法

检测，压沉值按照2mm控制，液压夯完成后抽检两夯夯

沉值不超过1cm，同时检测单位采用动态变形模量测试仪

进行抽检，从每层的填筑来确保最终回填的质量。

5. 施工养护处理

在道路桥梁工程施工时期，通过开展养护工作有助

于增强工程质量，降低病害造成的影响，不过在施工养

护的时候，由于存在较多的影响因素，进而比较容易产

生道路桥梁工程病害 [8]。在道路桥梁工程施工时期，需

要充分地掌握常见的病害，比如裂缝和不均匀沉降等，

通过选择合理的养护处理方法可以防止产生病害的情况。

养护施工时，需要重视存在的施工指标超标情况，增强

整体的控制力度，及时地调整养护方法，对于车辆承载

的重量需要严格地进行限制，如此才能够更好地提升道

路桥梁工程的使用性能 [9]。

四、结语

随着我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及人们生活质量的

提升，私家车的数量越来越多，对道路桥梁工程的要求

越来越高。但是，受到多种不良因素的影响，道路桥梁

使用过程中经常发生一些病害，影响到公路道路桥梁的

使用寿命，以及人们出行的安全。所以，为了保障人们

出行的安全，在京秦高速公路施工时，施工人员对高速

公路施工过程中的一些常见性病害进行分析，采取科学

有效的处理技术，保障公路道路桥梁的使用寿命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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