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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横向限位设置 

分别对6}}、7#桥墩两墩柱顶进行斜拉风缆限 

位，利用滑轮组、拉力计监测风缆拉力。 

另外，在每个墩台的挡块与板梁间填塞木块 

或薄钢板，并保证与板梁间有3ram间隙，实现在 

顶升复位过程中限位。 

3．2．5初始状态检查、记录 

(1)检查梁底、盖梁顶混凝土破损情况， 

尤其对支撑部位、限位挡块处重点检查记录。若 

有破损 ，需进行处理后方可进入下道工序； 

(2)用红油漆标记安放新橡胶支座的位置 

以及各墩板梁与盖梁间的相对位置； 

(3)标记6样、7#、8}}墩顶初始位置。可在 

墩顶作标记，用经纬仪观测墩柱初始垂直度以及 

施工过程中墩顶位移量，并以墩顶位移预警值进 

行复位施工控制。 

3．2．6试顶 

启动液压同步顶升系统，使得 墩、7#墩、 

8撒 依次顶升lmm，检查液压设备可靠性及管路 

的密封性。 

3．2．7正式分级顶升 

(1)将千斤顶与油泵油管接好，检查无误 

后，等待指挥信号发出。在顶升过程中设置一名 

指挥长，统一指挥各油泵操作员。指挥长用对讲 

机下达指令，油泵操作员开动油泵，缓慢将梁顶 

起，以每lmm为一级 (设计可计算出相邻顶位间 

允许偏差量 )，千斤顶到达设定高程时停顿，由 

监控人员将位移值报告给指挥长。等到每台千斤 

顶都到达同一高程时，再由指挥长向油泵操作人 

员发出下一级操作指令，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将梁 

顶起至所需高度 (梁体脱离支座)。 

(2)对于同墩上各梁板顶升，采用多台分 

油泵同时控制多台千斤顶等高顶举，顶升过程采 

用顶升量与顶升力同步双控，使整个顶升过程平 

稳同步。 ． 

3．2．8横向复位 

梁体同步顶升到位后，利用三向千斤顶横向 

移位，横向误差在允许范围之内。 

(1)6}≠、7#墩墩顶斜拉限位风缆施加约2t 

拉力预紧，按四级加载。以利于复位及防止横向 

复位时墩柱加大向外偏移值； 

(2)6#、7#、8#墩同步顶升到位后，在风 

缆拉力及墩柱的回复力作用下，各墩顶产生向内 

侧的回复位移。 

(3)6#、7#墩三向千斤顶同步逐级加力， 

此时各墩顶产生向内侧的回复位移。 

表1 初始、复位各墩测点偏移量比较 

墩号 6#墩 7#墩 8#墩 

初始偏移量 (单位 ：mm) 28 5 0 

复位偏移量 (单位 ：mm) 一4 2 0 

3．2．9更换支座 

待梁板复位就位后，抄垫临时垫块，更换6# 

墩四氟板式支座。 

3．2．10同步落梁就位 

复位验收合格后，将千斤顶缓慢卸压落梁到 

位。落梁工艺采用逆顶升法缓慢下落。下落时， 

同顶升过程分级缓慢下落，确保梁就位准确且与 

支座密贴。 

4施工效果 

(1)由表l数据可知，桥面系复位满足要 

求，各墩向外偏移值均得到减小，墩柱偏心受力 

状况得到进一步改善。 

(2)第二联桥面系复位后 ，对第一联桥面 

系未产生偏移，满足要求。 

(3)经过复位施工后连续两周观测，无偏 

移反复现象。 

该纠偏复位工程 自施工准备至纠偏复位完 

成，工期共计24天。另外，桥梁使用后期需加强 

对桥墩及桥面系观测，至少半年内观测2次。 

5结语 

本纠偏工程充分利用梁下千斤顶可布置操作 

空间，结合三向千斤顶可主动横移特点，通过同 

步顶升梁体至滑移体系面，实现梁体纠偏复位。 

该施工工艺优点：充分利用原结构空间，不需要 

设置反力支架，施工可操作性强，便捷经济，工 

期短，对同类纠偏工程具有可借鉴和推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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