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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大跨度混凝土连续梁、悬臂梁以及钢结构工

程中,悬臂挂篮技术应用十分广泛。具体施工过程中,通常无

需使用大量的临时设备和支架, 其施工活动也不会对桥下

通车或通航产生影响。该工艺最大限度的凸显了预应力混

凝土的结构优势, 可将跨中正弯矩转变成为支点负弯矩,从

而大幅度提升桥梁的跨越能力, 满足工程建设的实际需求,

延长桥梁的应用寿命。

1悬臂挂篮技术概述

在现阶段的大中型跨度桥梁施工中, 悬臂挂篮技术应

用十分广泛,具体实践过程中,主要是将梁分成不用的节段,

将挂篮作为主要的施工工具,开展悬臂对称浇筑施工活动。

其中,挂篮是一种能够独立移动和行走的承重结构,其通常

会悬挂在已完成施工的前端梁段上, 之后开始下一梁段的

相关作业,具体包括模板安装、预应力张拉、钢筋绑扎、砼浇

筑、压浆等。在完成该节段的施工之后,可解除对挂篮的约

束,并使其保持对称的向前移动,直达下一个梁段,如此循环

往复的进行施工。悬臂挂篮技术在具体应用的过程中,不会

受到深谷、流水、交通等因素的限制和影响,是大跨度桥梁

跨越交通繁忙路线、山谷、河流等施工的最佳手段,故目前

应用十分广泛,且成效显著,基本可满足工程建设的实际需

求。

2工程概述

茂名市博贺湾大桥及连接线新建工程是连接水东港区

与博贺新港区、博贺镇与电城镇、水东湾新城与博贺湾新城

的主要通道。项目西侧与规划的滨海大道相接,直达水东港

区,东侧连接博贺湾大道,与茂名港大道相连。道路等级为三

级公路兼城市道路,路线全长约为 4.956km,其中桥梁段长

度约为 2.205km,路基段长度约为 2.751km。通过对工程的

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最后决定采用悬臂挂篮技术进行施工。

3悬臂挂篮技术在桥梁工程施工中的实践应用

3.1悬臂挂篮构造

悬吊系统、挂篮行走系统、承重结构等共同构成了挂

篮。正常情况下,均是将电动卷扬机作为牵引动力,其主要包

括尾索保护装置、牵引装置等等。挂篮的具体构成部分包括

以下几方面。

3.1.1主桁架。其一般是由两片槽钢焊接而成,该材料横

截面积需在正式开始焊接之前结合挂篮的实际结构进行确

定,各杆件之间主要是借助高强螺栓等工具进行连接。

3.1.2内外模板系统。内模主要分为内侧模和顶模,是由

型钢焊接而成,在工作过程中相互辅助配合。内模在工作时,

一般需借助滑梁来完成内吊梁支撑。在脱膜的过程中,只需

松开内吊梁,便可确保滑梁落到内吊梁上,从而保证其移动

滑行自由。顶模是由组合钢模板构成,而内侧模是由一些木

模构成,具体应用时要尽可能的适应梁的高度变化。外模是

由低模和侧模构成。

3.1.3悬吊系统。主要是由精轧螺纹钢、吊带、小横梁、

螺旋千斤顶等共同构成, 一般在模板悬挂工作中最为常见,

其可对模板的标高进行调整。

3.2挂篮的吊装和制作

在挂篮拼装环节中, 挂篮的主承重模板和析架是悬臂

施工过程中,最为主要的受力结构。在加工制作时,要求相关

人员严格按照相应规范和图纸来进行, 通过精轧螺纹钢吊

杆试验工作的开展, 可最大限度的提升挂篮施工的可靠性

和安全性。在完成墩顶叶梁段施工之后,可在墩顶完成挂篮

拼装。但应注意的问题是,在正式开始拼装之前,需完善的落

实好相关准备工作, 或者也可以利用有利的地形进行简单

的拼装试验, 正式拼装时应严格按照设计要求确定拼装程

序,以此提升挂篮的拼装质量。

在完成挂篮拼装工作之后,应进行全面、彻底的技术检

查,之后结合设计好的荷重开展压重试验,正常情况下,卸荷

与加荷需分级进行,对残余变形和弹性变形进行获取,从而

可对各梁段的抛高量进行确定。在操作平台中,需妥善的设

置好物体隔离措施和相应的安全措施, 以此提升操作安全

性。此外,还应在挂篮周边设置好全封闭护栏,并在上下层设

有专用扶梯,从而为相关操作提供便利条件,提升施工效率,

节约时间。

3.3挂篮移动和行走

在具体施工过程中, 挂篮一直都是处于活动的状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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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化桥梁施工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大跨度桥梁施工中悬臂挂篮技术应用十分广泛。为确保成桥线性、结构

合拢精度以及在正式投入运营之后能够满足基本的设计要求,在具体施工过程中必须要对施工工艺进行合理控制,必要时

可通过测值的实时监测对各施工阶段的行为进行全面分析。鉴于此,本文主要对悬臂挂篮技术在桥梁施工中的应用进行了

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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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段梁进行钢筋张拉和混凝土浇筑之后, 需将挂篮及时的

移动至下一个施工梁段,直到完成所有的施工任务。在此应

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施工段梁内钢筋需先进性预压和张拉, 之后再拆除模

板,最常见的便是内模、侧模、底模的拆除。在完成拆除之后,

可使用锚杆在主构件的侧面固定好外滑梁, 之后再使用倒

链在侧面悬挂好后托梁进行吊架。对于已经完成浇筑的混

凝土块,需铺设好相应长度的轨道,同时还应确保其与原轨

道之间的有效焊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在移动挂篮的过程

中,需将吊点扣架及时的安装在顶板预留孔位置,从而大幅

度提升其结构的强度和稳定性。

在移动挂篮的过程中,应确保其同步性、平移和匀速性,

此时可结合实际情况采用吊锤球划线或经纬仪精准顶线等

方式, 如此可保证挂篮在移动过程中偏差始终处于最小范

围之内,并可实时的做出调整。

各个阶段挂篮在就位之后均需进行锚固, 如此可确保

其产生的上拨力顺利的传输给主桁后的锚杆。在钢筋绑扎

环节,基本上都是先侧板和底板,之后再是内模,将标高调整

好之后,便可开始绑扎顶板钢筋,钢筋的张拉环节通常会设

计在混凝土浇筑的下一阶段。应注意的问题是,挂篮在移动

的过程中,经常会产生倒退的现象,此时的解决办法是,可通

过竖向预应力钢筋对轨道进行锚固,并严格遵循“平移、匀

速、同步”的基本原则完成挂篮移动。

3.4悬臂浇筑技术

在浇筑过程中, 一般需等到混凝土强度达到一定程度

之后,对预应力束进行张拉,并使挂篮移动,连续性的对下一

梁段进行浇筑（如图一）。

图 1 悬臂挂篮浇筑图示

梁节段的长度与施工横载、平衡配重、挂篮重、梁段自

重等具有密切关联,各节段的长度均保持在 3~4m左右。在

具体施工过程中,挂篮是十分关键的设备,由于桥墩重量较

大,故为了满足支撑挂篮和拼装所要求的长度,最常见的做

法是先使用托架对第一梁段进行浇筑。

3.5合拢段和体系转换

在体系转换和连续梁施工过程中, 合拢是至关重要的

环节。在合拢施工中,必须要保持梁体线形,并要满足受力状

态的实际要求,以此对施工误差进行全面控制。在悬浇中,各

单独 T构梁体均处于负弯矩受力状态, 随着结构的逐渐合

拢,梁体也逐渐的转变成正负弯矩交替的形态,而这一变化

过程也就是连续梁体系转换。中跨合拢段和次边跨合拢段

施工的具体要求和原则与边跨合拢施工无太大差别, 在中

跨合拢段施工中,在温度的作用和影响下,经常会产生变位、

变形等问题,由此也会形成较大的应力。

3.6悬臂挂篮施工注意事项

在本次项目施工过程中, 悬臂挂篮的安全性和质量是

提升整个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性的重要保障。因此,在具体

施工中,强化施工监管势在必行。例如,在正式施工之前,相

关建设单位应派遣专业的监管人员对施工方案和环境进行

全面考察, 并对施工中有可能会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分析,

制定出针对性解决方案。此外,监管人员还应强化对施工设

备和材料的管理,确保各种应用产品达标,以免由于假冒伪

劣产品的应用而对工程建设质量产生影响。在完成悬臂挂

篮施工之后,同样应由监管人员对施工质量进行检测,判断

其是够满足施工要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以免为工程的后

续应用埋下巨大安全隐患, 同时也能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悬

臂挂篮施工技术的优势作用, 促进工程建设事业的长久稳

定发展。

4结语

综上所述, 随着悬臂挂篮施工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施工过程中的机械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 在各种先进电子

技术的辅助之下,可对桥梁施工进行全面控制和监管,从而

可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悬臂挂篮施工技术的优势作用和价

值,为桥梁工程建设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提供保障,推动着桥

梁向大跨度、轻便型、高强型等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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