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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路桥施工的过程中科学合理的施工技术和质量控制

也是提高路桥的使用寿命,提高施工的质量,降低路桥维修

成本的重要的措施。在路桥施工管理中,加强路桥施工技术

及质量控制是目前路桥施工单位最重要的问题, 是提高企

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经济发展的前提。

1桩基施工

在道路桥梁工程施工前,要做好准备工作,这是保障桥

梁施工技术和工艺流程顺利实施的一个基础工作。

1.1场地平整工作。施工场地位于旱地的时候,要清除

现场的杂物,硬化场地；当场地位于浅水的时候,要采取筑岛

法(引桥)；当场地位于深水的时候,要采取钢管桩的施工平

台法(主桥),平台必须要平整,而且连接要牢固。

1.2桩位测量工作。在平整好的场地上进行测量以确定

桩位, 使用方木桩准确地标识出各个桩位的中心和标高,同

时要埋设护桩。埋设护桩的方法：在大于桩径 50cm的地方

均匀分布 3个并要测量出距离, 护桩的顶部要与地面平行,

并且要用砂浆固牢,再作出明显的标记。

1.3埋设护筒工作。护筒要采用钢护筒,在水上的主墩

钢护筒是用 12mm的厚钢板卷制, 在顶和底部使用 12mm

的钢板进行加固,直径 2.5m的钢护筒使用 14mm的厚钢板

卷制,其余则使用 10mm的厚钢板卷制。护筒内径要大于钻

头的直径 20～40cm,护筒的高度要视土质来定,最小不能小

于 2m。在安置护筒的时候,护筒顶要高出地面 30cm以上,

高出最高的施工水位或者地下水位的 1.5～2.0m。在旱墩护

筒周围 50cm的范围内要夯实粘土,深度到护筒底部。同时

要采取稳定护筒内水头措施。另外,护筒埋设位置必须要保

证它的中心与桩位的中心之间的偏差不能超过 50mm。要

注意两节护筒连接质量,护筒埋置的深度为 2～4m,水上的

主墩护筒要沉入局部的冲刷线以下 1.0～1.5m的距离。

1.4在钻孔泥浆开钻之前,要选择以及备足良好的膨润

土或者造浆粘土,科学地选料配制,泥浆的比重为 1.1～1.2,

泥浆的粘度一般地层为 16～22pa.s, 含沙率必须要小于

2%。在钻孔的时候,泥浆需要不断的进行净化和循环,所以

在施工前要对泥浆的净化和循环做简单的布置, 设置好沉

淀池、储浆池、制浆池,并且用循环槽来连接。废弃的泥浆则

根据现场的情况在桥旁设置一个储浆池, 以作为废弃泥浆

的盛放场地。

2墩台帽的施工

首先进行立模。立模模板要用钢模板来进行组拼,在每

扇之间使用 U型扣来锁紧。立模之前要对模板进行整修,其

主要工作就是打磨、调直、除锈等。等到基坑开挖完毕之后,

采用全站仪放出扩大基础的控制点,然后再进行立模。在模

板内宽度方向要用钢管做内撑, 在模板的外侧要用撑拉方

法来加固,以保证立模质量。这样模板的稳定性、刚度、强度

等就可以满足施工的要求。其次,墩台帽的施工。各桥的墩

台在相应的基础上完成之后要立即进行, 模板可以采用自

制的或者定制的组合钢模, 在施工的时候可以倒换利用,以

实现连续施工。在模板安装的时候要采用吊车来吊装,使用

方木来支撑固定。混凝土的拌合在拌合站进行集中拌合,采

用吊车来吊砼料入仓。在模板内部设置串筒或者溜槽,这样

可以使混凝土的自由垂落高度小于 2m。而且混凝土要进行

分层浇筑,每个分层的厚度不能超过 45cm,浇筑一层要及时

振捣 1次,振捣至不翻气泡为止。在振捣的时候要避免振动

棒碰撞到模板,模板与钢筋之间设置砂浆预制块,以确保混

凝土的保护层厚度能够满足设计的要求。第三,钢筋笼制作

与吊放。在桥梁施工过程中,钢筋笼的使用比较频繁。在钢

筋笼制作之前要再次检查钢筋的质量资料, 当检查合格之

后再按照设计与施工规范的要求验收钢筋的制作质量、数

量、规格、长度、直径。在验收过程中还要注意钢筋笼吊环的

长度是否能够使钢筋笼准确地吊放于设计的标高上, 这是

因为钢筋吊笼放后是暂时的固定在钻架底梁上。因此吊环

的长度要根据底梁标高改变而改变, 所以在施工中要根据

底梁的标高逐根地复核吊环的长度, 以保证钢筋埋入的标

高满足设计的要求。在钢筋笼的吊放过程当中,监理人员和

质量控制小组人员要逐节地验收钢筋笼的焊缝连接质量,

对质量不符合设计要求的焊口、焊缝要进行补焊。同时,要

保证钢筋笼能够顺利地下放, 在沉放的时候不能碰撞到孔

壁；当吊放受到阻碍的时候,尽量避免加压强行下放的现象,

因为这样有可能造成钢筋笼变形、坍孔等现象,此时应当停

止吊放并要迅速查找原因。例如,在施工中因为钢筋笼没有

垂直吊放也会阻碍顺利下放, 应将钢筋笼提出后再重新进

行垂直吊放；如果是因为成孔偏斜导致吊放受到阻碍,则要

进行复钻,以纠正偏差,并且在重新验收成孔的质量之后再

进行吊放钢筋笼。而且在钢筋笼接长的时候要加快焊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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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尽量缩短沉放地时间。

第四,砼的浇筑。在浇筑砼的时候,要从中间向两端均匀

对称地浇筑砼。在振捣砼的时候采用扦入式的振捣棒,振捣

时振动棒不要碰撞到内模。由于梁片钢筋比较密集,在振捣

的时候尤其要注意砼的密实度,以保证砼内实外光。

3桥梁与路面连接

在桥梁台背填土的时候, 应当采用排水性能和压实性

能良好的材料,例如级配砂砾或者中砂,尽力达到最佳的压

实度,最大程度地减少台背填土沉降量。将道路开槽到旋喷

桩得桩顶, 将桩间地软泥清理干净之后再装置回填材料,根

据具体情况选择压路机来进行碾压, 以保证回填材料能够

填满桩间的空隙。在回填的过程当中,虚铺的厚度大约控制

在 23cm,以保证压实后每步的厚度超不过 20cm。当回填碾

压完成之后, 监理人员和质量控制小组的人员还要再进行

密实度的检测,对不合格的地方进行重新碾压,确保每个点

的密实度达都到设计的标准。

4桥面施工

当板梁架设完毕后,就可以进行栏杆安装、人行道板、

桥面铺装、交缝填筑等桥面系施工作业了。在桥面铺装之

前,各个片梁之间横向连接的钢筋已经铺设好了,且交缝砼

已经按照要求浇筑完毕了。在桥面铺装的过程当中,要注意

的是钢筋网位置,侧模要采用角钢,可以通过预埋于梁板上

膨胀螺丝来调整标高以及加固,调整好标高之后,施工人员

上紧膨胀螺丝,角钢下面使用砂浆来堵缝,以防止漏浆和角

钢发生变形。砼捣固要采用插入式的捣固棒并配合振动梁

来进行捣固。而且浇注后要加强砼的养护工作,等到砼达到

一定强度之后用压纹机来压纹, 压纹的深度为 1～2mm之

间。伸缩缝的安装可以采用预留割槽来施工,安装的时候要

做到平顺、牢固、耐用。人行道板以及栏杆在预制场进行集

中预制,在使用前再运至施工现场进行安装。栏杆要在人行

道板铺设完毕之后才可以安装,在安装栏杆的时候,全桥校

平、对直,竖直后使用水泥砂浆进行填缝固定。

5加强安全技术

道路桥梁的安全技术是实施道路桥梁施工技术的重要

保障。由于道路桥梁工程具有规模大、时间长、投入大等特

点,施工过程中安全管理工作变得尤为重要。加强桥梁施工

过程中的安全技术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点：第一,加强安全监

督检查工作。道路桥梁施工过程中需要定期地检查施工情

况,包括月检、季检、年检等,另外,日常的检查也是必不可少

的,例如机械设备的安全状况、防火、防盗、用电安全等问

题。第二,健全安全管理体系。建立严格的安全施工制度,提

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对于安全技术实施情况较好的部

门及时给予鼓励和表扬。

6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由于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 公路桥梁建设也在不断地

发展,加强道路桥梁施工质量需要资金的投入。道路建筑材

料的购买、施工人员的工作费用、专业人员的检查费用等等

都需要用到大量的资金。所以,政府应该改变传统的拨款修

建公路方式,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另外,可以通过向外国银

行贷款或社会集资的方式来获得资金, 从而推进公路桥梁

建设的发展。除此之外,在资金的投入上也要注重“合理有

度”,不能滥用资金,在投入资金前应该根据道路工程的实际

情况制定合理的投资计划。

7结束语

在道路桥梁施工过程当中, 施工单位必须要从各个方

面综合考虑,谨慎、认真地做好每一道工序,针对各种问题采

取有效的措施,确保施工质量,节约成本,推动道路桥梁事业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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