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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跨线桥盖梁的加固设计与施工 

彭栋木， 
(深圳市市政工程设计院 

陈宜言 
广东 深圳 518035) 

摘 要 ：通过对1【)7国道一跨线桥的现场调查，分析了该桥盖梁病害产生的原因，并进行了相关的计算分析，提 了三种 

加固方案，并进行了方案比选。加固措施实施后，效果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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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本跨线桥上跨深圳市境内的107国道，是 

通往深圳方向和深圳机场的重要交通要道。跨 

线桥分为南 、北两幅桥 ，为双向八车道 ，总 

长 1 56米。桥梁的设计荷载为 ：汽 一超 2 0， 

挂一120，人群设计荷载为 3．5 k N／m 2。上部 

结构采用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 (梁高1．1 

米 )，桥台采用重力式桥台，在两联的共用墩处 

设盖梁。该跨线桥于2003年底建成通车。由于 

该桥南侧道路尚未施工 、开通 ，跨 107国道的 

右转车辆与直行车辆均通过一匝道 (7米宽， 

见冈1)进入107国道，导致四车道 (有时达横 

向5列车 )的车辆均须通过设计仅一车道宽的 

转弯匝道。 

图 1 跨线桥上交通堵塞 强片之一 

因此跨线桥桥面经常发生严重堵车现象， 

车辆密密麻麻地堵塞在桥面上 (见图2)，而且 

超重车辆较为普遍，荷载远大于设计的 《公路 

桥梁设计通用规范》(JTJ021—89)上的汽一超20级 

的设计荷载标准。经专家组鉴定，超载是该桥 

梁盖梁产生竖向裂缝的根本原因。 

图2 跨线桥上交通堵塞照片之二 

2．存在问题及维修加固措施 

设计对该桥的超载情况估计不足，盖梁墩 

顶负弯距区配筋偏少，引起盖梁墩顶两侧出现 

裂缝 (见图3)，需要处理。 

图3 帽梁裂缝 图 

由于现有交通不可能中断，维修加固必须 

在有载情况下实施。在加固期间，必须进行相 

应的施工监测、监控。针对盖梁的裂缝情况， 

拟采用以下三种加固措施：1．体外预应力方 

法：在盖梁两端增设钢横梁，在钢横梁上穿预 

应力束施加预应力，提高盖梁墩顶负弯矩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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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弯承载力；2．粘贴钢板法； 3．粘贴碳纤维板 

方法。采用这三种加固方式有三个优点： (1) 

提高承载力，可以避免裂缝进一步发育。 (2) 

可以在不中断交通的情况下施工。 (3)施工操 

作简单，周期短，影响小。 

3．计算分析 

在维修加固施工前，进行了详细的结构计 

算和加固方法比选。基于本盖梁加固的以下三 

个基本原则： (1)补充负弯距钢筋， (2)基 

本不改变原盖梁外型， (3)不影响现有交通。 

最后确定采取体外预应力方法进行加固。 

经详细的结构计算，采用5孔圆形锚板，盖 

梁每侧采用2束15—5 15．24钢绞线，每根 15．24 

钢绞线张拉力为180kN，进行加固后，可以使盖 

梁满足承载能力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应力和 

裂缝要求，详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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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维修加固平 面图 

另外，对于盖梁现有的裂缝，采用JGN结构 

胶封闭裂缝。为防止水气通过裂缝进入混凝土 

内部 ，造成钢筋锈蚀及混凝土深部碳化，采用 

标准程序在裂缝中深部灌AjGN结构胶进行填充 

和密封。这样就能保证盖梁在正常使用极限状 

态的要求。 

4．维修加固施工 

综合考虑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 ，采用如下 

步骤进行施工： 

(1) 搭设脚手架。脚手架沿盖梁周围搭 

设。在盖梁的两端搭设4×6米的平台，以便于 

钢横梁的焊接安装及钢绞线的张拉。 

(2)施工放线，凿毛原混凝土表面，其目 

的是保证新浇注的混凝土与原混凝土表面的良 

囝 

好结合。 

(3)打凿50×50×100mm凹坑，保证新浇 

混凝土形成剪力键 ，承受新增梁体与原梁体之 

间的剪力，保证二者共同参加受力。 

(4) 植筋。沿附加梁体的顶部 ，间距 

200mm，用JGN结构胶，将 1 2螺纹钢植入原梁 

体内，植入深度180mm，外伸220mm，与附加梁 

的箍筋绑扎。这些植入的钢筋加强了附加梁与 

原梁之间的连结，并承受短悬臂附加梁在横向 

承受的负弯距。 

(5)焊接铁横梁。由于受到盖梁端部空间 

的限制，钢横梁无法实行整体吊装。只能采用 

现场焊接方法进行施工。首先将1 6厚钢底板用 

12@100膨胀螺栓固结在盖梁端面上 ，然后焊 

接4片22a槽钢，最后焊接二片钢盖板。从实际 

操作情况看，这种方法质量好，安全可靠。 

(6)安装附加梁底模。 为防止底模在浇 

注混凝土时发生横向外移，安装时在原梁上植 

人 8@200带拉勾的膨胀螺栓，再用铁丝将底模 

与勾端拉结。 

(7)在底模上绑扎钢筋笼。 

(8)安装锚板，穿钢绞线。 

(9)安装附加梁的侧模。为防止侧模横向 

移动，并保证模型尺寸，侧模上部用拉条和顶 

杆固定，侧模下部用压条固定 

(10) 张拉钢绞线。用5孑L圆形锚板，每 

侧2×15—5 15．24钢绞线，每根 15．24钢绞线张 

拉力为180kN。 

(11)安装梁端模板。 

(12) 浇注C40混凝土。考虑到现场浇注 

混凝土的空间狭窄，特别是梁顶只有200mm空 

间可供作业 ，故采用免振捣流动性混凝土。为 

确保浇注质量，实际操作时还是用插入式振捣 

器进行了捣固。 

(13)用JGN结构胶灌注裂缝。为防止水 

气通过裂缝进入混凝土内部，造成钢筋锈蚀及 

混凝土深部碳化，采用标准程序在裂缝中深部 

灌AJGN结构胶进行填充和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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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混凝土洒水养护，每2小时洒水一 

遍，保证混凝土充分硬化。 

(1 5)浇注七天之后 ，并继续拆模洒水 

养护。 

5．结语 

本盖梁维修加固工程完成至今 ，已一年有 

余，盖梁运营情况良好 ，未再出现裂缝，可见 

加固的效果满足承载能力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 

的应力和裂缝要求。通过本维修加固工程 ，可 

以得到如下结论： 

(1) 用体外预应力方法加固盖梁是可行 

(上接第11页) 

从抗震要求来看，周期长对地震反应较小，但 

位移反应大，故在设计中在索塔下横梁设置了 

纵向挡块。挡块和主梁间安装了橡胶支座，防 

止主梁纵向移过大。另外，文献【1]还对该桥的 

反应谱进行分析 ，当桥址处发生7度及7度以下 

的地震作用时，斜拉桥的主要功能部件均可较 

好的工作，不会受到破坏。 

4．单向坡斜拉桥发展有待解决的问题 

4．1最佳坡度选择 

考虑到单向纵坡对主梁的应力 、位移有一 

定的影响 ，其坡度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 

内，才是安全、经济的。由于实际工程较少 ， 

没有更多的经验可以借鉴，且理论分析和实际 

情况会有差别，所以随着斜拉桥的发展，最佳 

坡度的研究十分重要。 

4．2最佳体系的研究 

那种体系更有利于控制坡度对斜拉桥的影 

响，减小塔顶位移及主梁水平滑移，减小坡度 

对主梁应力的影响，这对斜拉桥的发展至关重 

要，只有选择合理的体系才能更有利于桥梁的 

安全和经济，现在这方面研究的较少 ，随着发 

展必将得以加强。 

4．3减少索力调整次数 

由于单向坡斜拉桥的索力都不相同，且不对 

称，这样就增加了调索的难度和次数。调索的次 

数越多，工程量越大，难度较高。彭溪河大桥除 

了每个施工阶段进行调索外，全桥合拢后还进行 

的，既满足承载能力的要求，又满足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的应力和裂缝要求； 

(2)本加固工程未改变盖梁高度，未中断 

现有交通 ，而且施工工作面仅限于绿化带里， 

施工操作简单，周期短，社会负面影响小，对 

同类型工程的加固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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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多次调索。因此，研究单向坡斜拉桥合理的调 

索方案，是推动单向坡斜拉桥发展的难点和重 

点。根据我们的经验，斜拉桥进行3次以下调索 

较为合适。 

4．4开展单向坡斜拉桥的非线性分析 

相对于双坡斜拉桥，单向坡斜拉桥各索长都 

不尽相同，且不对称，其非线性影响也不完全对 

称，研究其对单向纵坡斜拉桥稳定性的影响及单 

向纵坡斜拉桥动力特性分析，是推动单向坡斜拉 

桥发展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们国家地势复杂，山地较多，特别是西部 

地区，研究单向纵坡斜拉桥在这些地区的应用十 

分必要。我们对单向坡斜拉桥力学特性的研究有 

待于进一步深入，设计理论需更加完善。相信单 

向坡斜拉桥必将以其独特的性能在山区公路桥梁 

建设中占有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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