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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轴式散索鞍的施工难 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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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散索鞍按不同的移动摩擦副分为摆轴式、滚轴及滑动式。结合良庆大桥摆轴式散索鞍的安装过程， 

针对重量重、体积大、结构精密等施工难点进行探讨 ，提供解决方案。同时通过对摆轴式散索鞍的偏摆试 

验进行研究 ，提供一种测量散索鞍偏摆角度的方法。为类似工程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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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言 

目前国内散索鞍按不同的移动摩擦副分为摆 

轴式、滚轴及滑动式。摆轴式散索鞍由鞍体、底 

座、上承板、下承板等部件组成，如图1所示。 

其工作原理为：依靠鞍体和底座之间的上、下承 

板的摆动来调整主缆锚跨束股的长度，从而协调 

边跨和锚跨主缆在各种荷载作用下的变形，进而 

使之达到新的平衡。同时散索鞍在主缆受力或温 

度变化时要随主缆变形而摆动。 

1压紧梁 2隔板 3鞍头 4鞍体 

5上承板 6下承板 7底座 8销轴 

图1 摆轴式散索鞍示意图 

由于摆轴式散索鞍受力大且结构复杂，使得 

各零部件之间结构精密、配合精度高、重量重、 

体积大给摆轴式散索鞍施工带来一定难度；同 

时，施工安装后，如何验证摆轴式散索鞍的偏摆 

角度，并无统一的标准及规范参考，需要探索研 

究；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南宁良庆大桥的实际情 

况，探寻解决方案。 

2工程概况 

良庆大桥位于南宁市青秀山风景区东南角， 

是连接凤岭片区与五象新区之间的跨江通道。该 

桥主桥桥型为单跨420m的地锚式叠合梁悬索桥， 

矢跨比1／9，一跨跨过67m水位，标准桥宽38m， 

近桥塔处桥面宽度加宽至46m，设置双向6车道及 

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如图2所示。因主缆在散 

索处存在转角，则需采用散索鞍，良庆大桥采用 

的是摆轴式散索鞍。 

3摆轴式散索鞍的施工设计 

3．1施工流程 

根据散索鞍的结构特点以及施工要求，拟定 

施工流程图。如图3所示。 

图2 桥型立面图 (单位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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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摆轴式散索鞍施工流程图 

3．2施工难点 

(1)零部件的装配 

上承板尺寸为2704mm×246mm×80ram，下 

承板尺寸为2700mm Y 240mm X lOOmm。其装配 

关系见图4，上、下承板上各有10个销轴孔，通 

过销轴连接。装配过程中，既要保证上、下承板 

在鞍体与底座的位置公差，又要保证上、下承板 

销轴孔的同轴度、垂直度等要求，采用普通的安 

装施工方法，难以实现。 

图4 散索鞍主要配合公差 (单位：mm) 

(2)散索鞍的吊装 

大跨度悬索桥散索鞍吊装一般采用专用门架 

与卷扬机结合的方案。良庆大桥散索鞍最大单件 

重34t，若采用门架方案，设计成本较高，施工 

工期长，而仅凭塔吊又无法进行吊装。同时鞍体 

与底座倾斜安装，其连接的10／ 肖轴的对中困难。 

(3)偏摆角度的检验 

摆轴式散索鞍安装到位后，需检验偏摆角 

度，以验证散索鞍的功能， 如何测量偏转角度， 

以及如何让笨重的散索鞍偏摆，是施工设计的一 

大难题。 

3．3解决方案 

(1)针对装配困难问题，其主要解决方法 

有：人工锤击法、压力机压入法、冷装法及热装 

法。各方法适用范围见表1： 

表1 各装配方法适用范围 

通过研究散索鞍零部件结构特点、材料性能 

等，选用冷装法装配。 

(2)针对 吊装问题 ，主要解决方案有两 

个，方案一是：设计门架，采用卷扬机提升、平 

移到位。方案二是采用汽吊安装。两种方案对比 

见表2： 

表2 吊装方案对比 

综合考虑两种方案的经济性、便捷性及作业 

空间等因素，采用了方案二。 

(3)针对安装后的检验问题，需设计试验 

方案，最终确定采用全站仪测量法进行测量，采 

用手拉葫芦拉动散索鞍偏摆的方法。 

4施工方案的实施 

4．1零部件装配施工 

考虑到散索鞍各零部件装配精度要求高，而施 

工现场条件简陋，各零部件的装配在工厂内完成。 

(1)底座与下承板的装配。下承板冷却 

后，迅速、准确装入底座凹槽内。用木锤纠正装 

入产生的歪斜，保证安装精度。达到室温后，检 

查尺寸及形位公差，结果满足设计要求。 

(2)销轴与下承板的装配。销与下承板是 

过渡配合，同样采用冷装法，确保销轴的装配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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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图5所示。装好销轴后，可将_̈J：承板叠在下 

承板 }=摆动，确保上、下承板销轴孑L位置正确。 

5 装 后的底板部件 

(3)上承板与鞍体的装配。同样采用冷装 

法装配。达到室温后，检查尺寸及形位公差，结 

果满足设计要求。 

(4)试装配。利用地脚螺栓同定底座部 

件，龙门吊车吊装鞍体，进行散索鞍的试装配， 

以检验安装精度，验证散索鞍功能。 

(5)压紧梁和拉杆的装配，检查并保证位 

置的正确性。 

散索鞍在是试装配时，对鞍体TP点、鞍槽 

口处中心线进行了标识，预埋底板及底座的主塔 

中心线及主缆中心线处均进行了标识；并将配对 

制造的底板和底座、底座和鞍体构件进行说明． 

做好配对标识。以方便施T。 

4．2散索鞍的吊装施工 

散索鞍装配后主要分为i大部件：预埋部 

件、底座部件与散索鞍体部件，检验合格即可运 

输至现场安装。 

运用大型平板拖车将散索鞍各部件运输到锚 

碇附近后。先将预埋格栅吊至散索鞍支墩顶部的 

混凝土预留槽口内，通过手拉葫芦配合，精确调 

整格栅预埋位置，慢慢将预埋螺栓穿人格栅上的 

螺栓孔内，保证预埋螺栓与格栅的垂直度要求。 

焊接固定格栅与预埋螺栓后检查其标高和坐标是 

否符合设计要求。检验合格后浇注混凝土，待混 

凝土达到设计强度的85％后，吊装底座部件至设 

计位置。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强度后，吊装散索 

鞍体部件。 

散索鞍体部件采用四个吊点吊装，两个主吊 

点，两个副吊点，主副吊点各在一边，主吊点通 

过钢丝绳与汽吊吊钩连接，副吊点通过100kN手 

拉葫芦与汽吊吊钩连接。当提升到离底座部件高 

30cm～50cm时，用手拉葫芦调节吊点，使散索鞍 

体底面与底座部件平行，对准l0个销轴孑L，慢慢 

下放到位。如图6所示。 

J 6 安装中的散索鞍 

5摆轴式散索鞍的偏摆试验 

散索鞍安装到位时设有一定预偏角度，偏向 

锚后方向，随着钢箱梁的吊装、桥面铺装和索鞍 

顶推的完成，散索鞍逐渐摆动至成桥设计位置。 

根据规范要求，需验证散索鞍的偏摆角度，以达 

到以下目的： 

(1)验证摆轴式散索鞍的结构和功能 

(2)验证施工设计方案的实施效果 

5．1试验方案及实施 

散索鞍理 沦设计 的偏摆角度为顺桥方向 

±1．5。，该角度范围非常小，而零件笨重，需要 

先使散索鞍偏摆，再来测量角度。故试验方案设 

计分两步进行。 

(I)散索鞍偏摆设计，建立如图7所示力学 

模型，散索鞍体部件与底座部件为转动副连接， 

可采用顶推或者牵引的方法驱动散索鞍偏摆，通 

过计算驱动力的大小，本文采用牵引法。具体做 

法是：在散索鞍体部件设计作用点，锚碇设计反 

作用点，两作用点之间采用手拉葫芦连接，提供 

驱动力。如图8所示。在设计作用点时，两作用 

点的连线尽可能与偏摆圆周相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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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散索鞍力学模型 

罔8 散索鞍偏摆试验方案 

(2)角度测量方案设计，偏摆角度较小，给 

直接测量带来不便，需借助先进仪器间接测量。这 

里采用全站仪来间接测量偏摆角度，主要步骤为： 

(上接第33页) 

图4 模板系统的f司步精度试验 

3．3工程应用效果 

采用多单元泵同步控制的模板系统已成功应 

用于柳梧高速富悦一号大桥，以及遵贵高速扩容 

T程新田坡大桥的高墩施工中。模板系统在工作 

过程中，操作简便，各个爬升机主顶平稳运行， 

同步性很好，同步精度在5mm／15Omm以内，没有 

出现因同步超差而造成的问题。 

4结论 

多单元泵同步控制技术具有同步精度高，油 

路简单，结构紧凑，造价相对较低，对电气系统 

的要求也较低等特点。经_丁程应用证明，多单元 

1)选定参考坐标系及参考点； 

2)测量偏摆过程的绝对坐标； 

3)将数据换算成偏摆角度。 

5．2试验结果 

(1)选定作用点与反作用点后，可以通过 

手拉葫芦牵引散索鞍进行偏摆； 

(2)测得散索鞍的最大偏摆角度为±1．5。 

符合设计要求。 

(3)全站仪法测量偏摆角度是可行的。 

6结论 

散索鞍是悬索桥主要受力部件之一，对桥梁 

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依据良庆大桥散索鞍结 

构、功能等特点而设计的施工技术及试验在应用 

上取得了满意的效果，不仅安装精度、稳定性等 

要求均达到了设计要求，而且缩短了工期、节约 

了成本。同时，通过试验，验证了全站仪法可以 

有效测量散索鞍偏摆角度，可为类似桥梁的施工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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