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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有效落实，桥梁等基础设

施建设速度逐渐加快，社会各个方面对于桥梁建设的环

境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桥梁施工消耗时间较长，

严重影响正常交通出行，同时存在较大的噪声以及环境

污染，会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预

制拼装技术应运而生。通过预制化、标准化、工厂化的

方式能够降低浪费和污染，能够提升桥梁的建设速度。

所以此种技术的应用更加符合现代低碳环保社会的发展

需要，具有非常好的应用前景。

1　预制拼装桥梁技术优势

与传统的桥梁建设方式相比，预制拼装桥梁技术可

控制项目的质量、进度，能够保护周围环境。首先，在

传统的桥梁施工建设中由于施工周期较长，需要应用的

建筑原材料较多，大量的建筑材料堆放占用大片土地面

积，会严重影响交通造。建筑过程中应用的水泥等材料

产生大量扬尘，对周围的空气质量、居民生活造成影响，

在施工的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对周围的环境造成污染，

在项目竣工后需要进行环境整理，增加项目投入资金成

本。通过预制拼装桥梁技术可有效避免材料堆放、噪声

污染、环境污染等问题。就项目质量而言，在传统的桥

梁建设过程中，由于参与人员较多，管理制度存在缺陷，

导致桥梁项目以及其他建筑项目均存在质量问题。对相

关项目建设完成后期的投入使用安全性、可靠性造成影

响，预制拼装桥梁技术在施工前对桥梁的各个节段或者

部件进行标准化的生产，对部件的制造质量进行严格审

核。在后期的拼接工程中，需要以其为主要管理内容可

确保桥梁建设的质量，减少管理人员的工作量，通过批

量化的生产可缩减工期，提升桥梁项目施工进度。就人

力资源方面而言，在传统的桥梁施工建设中，由于施工

量大，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确保项目各个环节有序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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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对建设单位增加了资金投入，预制拼装桥梁技术对

桥梁部件进行生产的过程属于机械化生产，建设单位只

需要支付制造费用和后期的拼装费用，即可完成桥梁建

设项目，可降低人力资源和资金的投入。由于高架桥梁

的制造存在一定危险性，属于高空作业，长期的高空施

工增加了安全风险，预制拼装可缩减工期，降低施工事

故的发生率 [1]。

2　墩柱预制拼装技术

2.1 墩柱模板设计

模板采用厚度为 8mm 的钢板，横肋为 10mm 厚钢板

组焊的方式，竖肋为 140mm×80mm×6mm 矩形管。模

板横向共计 4 块，竖向含 1 个标准段（6m）及 3 个调节段

（1、2、3m）。侧模施工中采用法兰连接的方法，以保证

各模板的稳定性。

2.2 模板安装

配套桁吊吊架应满足模板安装和钢筋骨架入模的作

业需求。模板安装是一项系统性、精细化的工作，应按

照特定的流程有序完成。

（1）配套拼装台和翻转架，使其精准就位并维持稳

定。

（2）组织底面模板的安装作业，以墩柱高度为参考

依据，合理控制模板高度，在预先准备好的拼装台上组

装模板，设置法兰，以实现稳定连接的目的。组织侧面

模板的安装作业，采取分块吊装的施工方法，无位置偏

差后利用法兰进行连接。为保证侧面模板的稳定性，宜

配置临时支撑 [2]。

（3）组织钢筋骨架的安装作业，配套 2 台桁吊，两

者协同运行，起吊墩柱钢筋骨架，缓慢入模。经过调整

后，使底模与侧模精准对位，再稳定连接底模和侧模螺

栓。考虑钢筋骨架安装期间易碰触保护层的情况，应加

强防护，若保护层垫块受损，需随即采取修复措施。

（4）组织顶面模板的安装作业，采用吊装的方法将

模板置于指定位置，连接底板螺栓、横断面法兰、纵向

法兰，确保设置在墩柱顶部的主筋定位架可与模板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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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贴合的关系，若无异常，拧紧各对拉杆，以进一步

稳固 [3]。

（5）平移模板，使其到达翻转架处，再进一步纵移，

底模与翻转架的连接，可采取拴接的方法。

（6）以设计图纸为准，安装翻转吊架，利用螺栓将

其与模板稳定连接，构成整体结构。

（7）启动龙门吊，利用该装置翻转吊架，在一端采

取固定措施，经翻转后呈竖直的状态。翻转期间应加强

质量检查，如模板、连接件等，若存在变形或残缺等问

题，应随即暂停起吊作业 [4]。

（8）利用吊装的方法将模板转移至浇筑台座处，安

装到位后采取固定措施。模板翻转竖直后，将预先设置

在底座与翻转架间的螺栓卸下；启动龙门吊，利用吊装

的方法将模板转至预制台座上，再拴接底模与台座；检

测墩柱的垂直度，若满足要求应拆除顶部吊架，将施工

平台安装到位，最后浇筑混凝土。

（9）拆除模板，进入养护环节，若强度、完整性等

方面均满足要求，可将墩柱吊装至台座上。

2.3 桥墩盖梁预制拼装技术

（1）上下分层预制拼装。对于高度较大、宽度较宽

的大型盖梁的预制拼装可以采用上下分层预制拼装技术。

上下分层预制拼装一般在倒 T 型盖梁中应用较多，下部

牛腿翼缘处可以进行工厂预制，而上部肋板在完成吊装

之后可以实施现场浇筑。此种施工方式需要大量的现场

工作，整个工期较长，因此对于盖梁的预制拼装应用更

为广泛的是横向分段预制拼装 [1]。

（2）横向分段预制拼装。横向分段预制拼装采用的

接缝主要有湿接缝和胶接缝两种。①湿接缝。从目前来

看，湿接缝是盖梁施工中最为常用的工艺措施，就是指

将盖梁横向分成预制吊装节段以及后浇带两部分，此种

施工方式相对简单，能够有效降低盖梁的吊装难度，可

以确保良好的施工质量。但是这些预制构件在进行拼装

之前需要在施工现场进行临时性的固定，所以现场施工

需要较多工序，并且临时性的支撑对于正常交通具有较

大影响。②胶接缝。相对于湿接缝来说，盖梁采取胶接

缝的施工方式并不需要进行现场的混凝土浇筑施工，只

是利用剪力键以及预应力的方式将桥墩和盖梁紧紧扣在

一起即可。此种施工技术施工速度较快，并且不需要设

置临时性的支承结构，不会对交通造成较大影响，并且

更有利于环境保护。但是相关构件在空中吊装过程中具

有比较高的拼装精度质量要求，正常情况下需要控制在

5mm 以内，所以具有较高的施工要求 [2]。

3　城市桥梁下部结构预制拼装施工与质量控制关

键点

3.1 高精度加工设备

采用智能钢筋加工设备，保证钢筋加工精确、美观，

降低后期预制构件拼装过程中的定位误差。

3.2 高精度钢筋绑扎胎架

通过高精度设备加工的钢筋，在专用的钢筋绑扎胎

架上进行绑扎，钢筋绑扎胎架可以准确定位主筋位置，

同时对预埋的金属波纹管及灌浆套筒进行准确定位，提

高预制构件加工的精准度，保证预制构件顺利拼装，提

升拼装的效率 [3]。

3.3 墩柱预埋筋的准确定位

在承台施工前与加工厂协商，通过制作 2 套定位胎

架，分别进行承台预埋钢筋的定位施工和工厂预埋套筒

安装的定位加工，确保预留钢筋与构件的连接精度。

3.4 灌浆浆液和坐浆的控制

除了严格控制以上两个装配环节的施工质量，施工

公司还应注意灌浆的质量控制，因为搅拌操作对桥梁工

程锚固施工的质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工作人员应

加强对泥浆搅拌设备性能的调查，确保所选搅拌设备的

功率大到足以在一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搅拌施工。

在组装结构中，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在接缝表面注浆缓冲

垫来确定预制柱和盖梁的高度和垂直度，并进行适当调

整。由于砂浆工作时间早，砂浆搅拌时间短，无须加强

搅拌过程 [4]。

3.5 做好压力灌浆全过程质量保障

第一，对装配工作表面进行必要的清洁，例如切屑，

安装灌浆橡胶密封垫，准备对立柱和盖梁进行灌浆，以

及清洁管道以防止管道阻塞；瓶盖波纹管的灌浆施工是

从灌浆口顺序进行的，以确保灌浆在流过波纹管后能从

波纹管的上支流出来。第二，钢制锚固间隙，确保管道

充满泥浆；第三，沿水平方向安装带帽梁的灌浆管，不

提供灌浆支管。第四，灌浆在管道总成施工的第 5 天完

成，如实记录整个灌浆施工过程，确保在紧急情况下项

目数据的完整性 [1]。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预制拼接桥梁技术的种类相对

匮乏，每项技术的应用均存在一定缺点，针对现有的技

术类型，需要桥梁施工单位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采取相

应的拼接技术，有效确保桥梁的整体性，对建设资金、

质量、进度加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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