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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平黔江大桥旧桥加固及吊杆更换施工 

朱 元 杨 帆 莫镇瑞 梁 涛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柳州 545005) 

摘 要：主要介绍了桂平黔江大桥旧桥吊杆更换施工及吊杆特殊结构的设计应用，此工程是将 旧吊杆为 5 

的镦头钢丝索，更换为一种0VM．250夹片式锚固与GJ型钢绞线整束挤压式组合型吊杆。本方案是设计中第 
一 次将两种不同锚固方式相结合，并运用在旧桥换索中。根据结构的特殊性，介绍了此结构吊杆的设计理 

念及施工的特殊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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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概况 

桂平黔江大桥 (见图1)为桂平至迥龙二级公 

路上的一座桥梁 ，桥梁全长542m，桥面净宽 

12m，桥跨组合和结构形式为1 X 7．51 m (T梁 ) 

+l×16m(空心板 )+1×68m(上承式钢筋混凝土 

箱型肋拱 )+2×95m(中承式钢筋混凝土箱型肋 

拱 )+3×68m (上承式钢筋混凝土箱型肋拱 )+1 

×16m(空心板 )，中承式钢筋混凝土箱型肋拱矢 

跨比为1／4，上承式钢筋混凝土箱型肋拱矢跨比为 

1／6．8。黔江大桥下部结构3样、6}≠、7#墩采用重力 

双柱式桥墩，4#、5样墩采用加隔墙的空心墩。 

拱桥桥面采用装配式钢筋混凝土简支梁 (桥 

面连续 )，支撑于盖板和吊杆横梁顶上，盖梁顶 

设置板式橡胶支座 ，支座尺寸为1O0×150× 

14mm，预制T梁支撑于支座上，吊杆横梁顶设置 

羊毛毡，预SliT梁支撑于羊毛毡上。在3 7#墩顶 

盖梁以及中承式钢筋混凝土箱型肋拱横梁，在T 

梁端部每处设置两块板式橡胶支座形成一个简易 

的滑板式支座 ，每块支座各嵌入梁底和盖梁 

9mm，桥面伸缩缝采用型钢伸缩缝。 

图1 桂平黔江大桥 

桂平黔江大桥1994年9月建成通车至今已通 

行16年，自从2009年7月广西高速公路及部分一、 

二级公路实施计重收费以来，大量超限超载车辆 

改走普通二级公路，桂平黔江大桥日均交通量由 

原来的76oo~增／juN214oo辆，总重和轴重超出原 

来桥梁设计承载能力的3～4倍，致使桥梁结构病 

害迅速扩大，局部位置出现破碎脱落塌空，T梁 

发生损坏，吊杆钢丝严重腐蚀，严重影响行车安 

全，如图2所示。经过桥梁专家的多次勘察，并通 

过广西壮族 自治区公路管理局组织专家评审会 

议，最终确定了更换吊杆的修复施工方案。 

图2 旧吊杆端部钢丝锈蚀 

2吊杆设计 

原桥吊杆共有18对36根镦头锚成品钢丝索吊 

杆，采用 5的高强钢丝，吊杆长度5．8—13．4米， 

墩头锚杯直径 150mm，拱肋和横梁预埋管采用 

0．5ram厚钢板卷制而成内径为 103的钢管，预埋 

管拱肋的预埋长度为2米，在横梁的预埋长度为 

1．3米 ，因原设计未考虑吊杆更换，所以预埋管 

内均灌注水泥砂浆防腐，吊杆未设置防水罩和 

减震器。 

近年来该桥超载通行状况非常频繁，车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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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对桥体的损害成为了主体，且由于在最初施 

工中各种施工设备及施工经验均不成熟，导致 

上、下预埋管之间的同轴度偏差比较严重，因 

此从安全考虑，将原来的2．7倍的安全系数提高 

到3．5倍 ，在通过专家的评审后，决定吊杆重新 

设计。 

2．1设计理念 

最初业主建议采用我公司生产的OVM．GJ15一 

l9型钢绞线整束挤压吊杆作为新吊杆，因为该类 

型吊杆外形结构简单，尺寸短小，且施工简洁方 

便，安全系数相对也较高，是一种新型的全隔离 

防腐型吊杆，避免了平行钢丝吊杆中的腐蚀扩散 

性，具有良好的抗腐蚀效果。但通过现场考察发 

现预埋管偏小，无法通过锚头，如果想完全采用 

GJ型挤压式吊杆，必须扩孑L。经综合考虑将此方 

案取消。 

我公司技术人员经过认真讨论之后 ，建议 

采用一种GJ型钢绞线整束挤压锚 固方式和 

OVM．250夹片式组合结构型吊杆索，并满足以 

下几个原则 ： 

(1)换索安全系数提高，满足3．5倍承载 

力，尽可能减少由于换索引起的桥体内力和线性 

的变化，同时满足相应设计规范。如果旧索已经 

产生了偏移，应通过新索的更换，来重新调整桥 

体的线性设计要求。 

(2)更换吊杆时 ，必须保证可以临时通 

车，且不对桥体结构件造成损害，更换后能完全 

满足以后的运营要求。 

(3)换索施工控制原则 ，以索力控制为 

主，位移控制为辅，两者兼顾，并保证能提高索 

体的防腐陛。确保施工误差控制在lOOmm范围以 

内，严格按照吊杆设计厂家的施工工法执行。 

2．2吊杆结构介绍 

此吊杆是针对旧桥状态而设计的一种结构 

索，在国内首次应用，其结构形式比较特殊，我 

们将其命名为OVM．250夹片式与GJ挤压式组合型 

吊杆，其拱端和梁端采用不同的锚固方式： 

(1)吊杆拱肋端为固定端，采用OVM．250 

夹片式群锚结构。 

囝 

此结构主要通过夹片锚板的连接来实现锚 

固，拱端由于预埋管孔径小，且夹片锚固方式对 

钢绞线的安装存在一定的角度要求，因此19根钢 

绞线只能通过支撑座来延长钢绞线，以保证发散 

角度避免钢绞线与预埋垫板的摩擦 (见图3)。 

图3 拱端锚固结构不意图 

(2)梁端为张拉端，采用GJ型钢绞线整束 

挤压锚固 (见图4)。 

由于下端锚固套外形尺寸大于预埋管内径， 

且锚固凹槽深度有限，综合考虑并在通过客户的 

肯定后，建议在下梁端通过GJ型挤压索结构来锚 

固。由于索体直径大于预埋管内径只能将19根发 

散型PE钢绞线穿过预埋管，锚固套则外露在梁 

底，并通过球形螺母将索力传递至梁体上，前提 

是要保持足够的通航高度。 

钢绞线 

图4 梁端锚固结构示意图 

3吊杆换索施工思路 

本次换索尽量不改变结构的受力状态，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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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的稳定性。根据原桥的预埋管尺寸和吊杆索 

力，设计采用OVM．250夹片式与GJ挤压式组合型 

吊杆代替，共计36根吊杆。 

吊杆更换中吊杆力的转换计划采用预先在拱 

肋上预制三角垫块，在待换吊杆的拱肋顶面上锚 

头侧纵向对称布置钢横梁，在每根横梁上安装千 

斤顶及临时钢绞线吊杆，在桥下横梁底也布置2 

根钢支撑梁，并与钢绞线临时吊杆连接，通过钢 

绞线临时吊杆的张拉 (放松 )进行吊杆内力的转 

换。为保证安全，临时吊杆锚具采用专用的低应 

力防松锚具，张拉千斤顶带液压自锁阀，横梁上 

设置机械安全锚具组，能保证在千斤顶发生油路 

故障的时候，临时吊杆的受力不受影响。 

为保证吊杆更换的安全性，先取四号索进行 

试更换，然后再进行全桥更换。 

3．1旧吊杆割除工艺 

3．2新吊杆安装工艺 

第一、在准备好施工前的各种工作后，通过 

船舶将索体运至桥梁安装吊杆的正下方，将球形 

螺母旋在锚头上，并将钢绞线按照厂家编制好的 

排布方式保持整齐、规则的钢绞线束，然后通过 

起吊机将锚索吊起，将钢绞线穿入下预埋管，再 

通过梁下临时安装的手拉葫芦继续将锚索往上提 

升，通过桥面的提升设备最终将钢绞线穿人上预 

埋管，按照上端锚固结构的装配方式，将OVM． 

250夹片式锚固部分按照图纸要求安装到拱肋槽 

口，并注意保持钢绞线规则、有序的排布方式， 

不允许打搅成一团，穿入上槽 口的支撑座，保证 

与下梁端锚固套同心同轴。 

第二、将19根钢绞线，按照钢绞线的编号一 
一 对应下锚固套的孔位，穿人支撑座上锚板的相 

应孔位，安装夹片并打紧，将19根钢绞线全部穿 

好，并检查不存在钢绞线打搅后，整体调整上、 

下锚固中心在同一轴线。 

第三、通过千斤顶将l9根钢绞线分别单根预 

紧，张拉到15MPa～18 MPa，使得每根钢绞线受力 

均匀，同时防止夹片滑松。 

拱端预紧后，在下梁底端利用张拉设备，对 

挤压锚固套进行整体张拉并通过球形螺母旋紧， 

将预应力传递至梁上。 

第四、整体索张拉完后，拱肋OVM．250夹片 

锚固区，支撑座内锥孔和外凹槽周围都灌注环氧 

砂浆 ，然后安装防松装置 ，并截断多余的钢绞 

线 ，安装保护罩。 

第五、最后对吊索做防腐处理，安装防水 

装置。 

4总结 

通过这种OVM．250夹片式群锚和GJ型钢绞线 

挤压锚固相结合的组合型结构拉索，可以在不更 

改原桥结构的基础上，解决了采用钢丝镦头锚吊 

杆的旧桥换索的困难，从而降低了在旧桥改造梁 

体破坏的风险，同时节省了换索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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