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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修订简介

田克平
（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　１０００２４）

摘　要：交通行业标准《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ＪＴＧ／Ｔ　Ｆ５０－２０１１）已经交通运输部批准颁布，自２０１１年８月

１日起施行。介绍了该规范修订的背景 情 况、修 订 的 原 则、修 订 的 主 要 内 容、主 要 特 点，以 及 执 行 过 程 中 应 注 意 的 事

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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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６月７日，交 通 运 输 部 颁 布２０１１年 第

３２号公告，公布了新修订的交通行业标准《公路 桥

涵施工技术 规 范》（ＪＴＧ／Ｔ　Ｆ５０－２０１１）（以 下 简 称

《规范》），作为公路工程行业推荐性标准，自２０１１年

８月１日 起 施 行，原《公 路 桥 涵 施 工 技 术 规 范》
（ＪＴＪ０４１－２０００）同 时 废 止。为 使 广 大 从 业 者 能 及

时准确地了解《规范》修订的情况，本文对《规范》修

订的背景情况、修订的原则、修订的主要内容、新《规
范》的主要特点以及在执行新《规范》过程中应注意

的事项等进行介绍。

１　《规范》修订的背景情况

１．１　必要性和紧迫性

原《公路桥涵施 工 技 术 规 范》（ＪＴＪ　０４１－２０００）
自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日实施以来，对提高我国公路桥

涵施工的技术水平、保证工程质量等方面起到了重

要作用。近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经济的

高速持续发展，我国公路桥梁工程的建设发展迅猛，
不仅在内陆的大江大河、西部的深山峡谷以及国家

公路网的建设中建造了大量的桥梁，在东部沿海地

区也建造了 数 座 具 有 世 界 先 进 水 平 的 大 型 海 上 桥

梁，这些工程的实施，使得我国公路桥梁建设的技术

水平和施工工艺水平在不断提高，技术创新的步伐

加快，大量的“四新”技术应用广泛，各种桥型更加丰

富，跨度纪录不断被刷新。在桥梁施工技术和施工

工艺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原规范的一些规定已不

能完全适应，特别对有关新技术和新工艺尚缺乏必

要的技术规定和质量控制要求，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已制约了科技新成果的推广应用，鉴于此，原交通部

在２００６年下发了交公路发［２００６］４３９号文《关于下

达２００６年度公路工程标准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将原规范列入修订计划。

１．２　招投标

对本次规范的修订，原交通部公路司根据《公路

工程行业标准管理导则》的有关要求，委托中国工程

建设标准化协会公路工程委员会在２００６年６月进

行了招标，并组织行业内的知名专家组成评审委员

会，对各投标人所提交的投标书进行评审，最终确定

由中交第一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作为主编单位，对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ＪＴＪ　０４１－２０００）进 行 全

面修订。

１．３　修订过程

本《规范》的修订，经历了修订编制大纲、征求意

见稿、送审稿、总校稿和报批稿等５个阶段。
修订前期确定了８项调研课题和２项调研论证

课题。

８项调研课 题 为：（１）大 直 径、超 长 灌 注 桩 施 工

技术；（２）后张预应力孔道真空辅助压浆工艺；（３）海
域桥梁、深水基础施工技术；（４）钢管混凝土（拱桥）
施工技术；（５）钢梁制造工艺；（６）桥梁起重安装安全

技术；（７）钢桥面铺装施工技术；（８）斜拉索制作施工

技术。

２项调研论 证 课 题 为：（１）机 制 砂 的 应 用 技 术；
（２）钢—混凝土组合梁结构施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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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对后张预应力孔道压浆施工采用专用

压浆材料的使用情况和应用效果进行了专题调研。
本《规范》在修订过程中，进行了广泛地调查研

究和专题论证，并在总结近年来公路桥涵施工的成

功经验以及相关科研成果的基础上，吸纳了其中成

熟的技术和工艺，同时也借鉴了国外先进的技术标

准和规范，使之比较全面地体现了安全、耐久、节能

的公路桥涵工程建设理念。

２　修订编制原则

本《规范》在编制大纲中确定的修订原则为：
（１）突出技术的成熟性和先进性；
（２）强调对施工关键阶段和关键工序的控制；
（３）以原规范为基础，吸纳国内外较成熟的“四

新”技术；
（４）与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协调配套。

３　修订的主要内容

本次修订根据上述原则，重点突出了技术的成

熟性和先进性，规定了公路桥涵工程施工中应遵守

的准则、技术要求以及对施工关键阶段和关键工序

的控制原则，并力求与相关的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

协调配套。修订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原规范的条文部分共２２章，本次修订新增

加了４章：第１３章 “扩大基础、承台与墩台”，第２０
章 “海洋环 境 桥 梁”，第２５章 “安 全 施 工 与 环 境 保

护”，第２６章 “工程交工”，修订后条文部分共２６章。
原规范有２８个 附 录，本 次 修 订 进 行 了 适 当 调

整，调整后为１７个附录。
原规范有８４条术语，本次修订保留１９条，取消

６５条，新增７条，修订后为２６条。
（２）在原规范的基础上，本次修订新增加了环氧

涂层钢筋、高性能混凝土、后张预应力孔道真空辅助

压浆、无黏结预应力、体外预应力、桩底后压浆、膜袋

围堰、钢拱桥、斜腿刚构桥、拓宽改建梁桥拼接施工、
大型箱梁整孔预制安装、钢索塔、矮塔斜拉桥、无背

索斜拉桥、自锚式悬索桥、波形钢涵洞、涵洞接长、加
筋土桥台等１８项主要内容。

（３）对有关章节的编排和内容作出了适当调整。
将原规范中 钢 围 堰 的 内 容 调 整 到 第１３章“扩 大 基

础、承台与墩台”；将原规范分散在各章与拱桥有关

的规定（拱架、拱圈砌筑等）统一调整到第１５章 “拱

桥”；钢桥面铺装一节原规范列于悬索桥一章中，现

调整到第２１章 “桥面 及 附 属 工 程”；将 原 规 范 中 的

第１１章 第１１．１０节 “热 期、雨 期 施 工”与 第１４章

“冬期施工”的内容合并，成为单独一章。
（４）钢筋的机械连接取消了锥螺纹连接接头，对

镦粗直螺纹、滚轧直螺纹和套筒挤压连接三种接头

予以规定。增加了束筋施工的技术要求。
（５）对混凝土工程，依据近年来新颁布实施的相

关标准，对原规范的有关规定作出了修改和调整：对
水泥的含碱量提出了明确要求；集料的有关指标按

方孔筛标准列出，原规范为圆孔筛；列出了集料的表

观密度、松散 堆 积 密 度、空 隙 率 和 吸 水 率 等 指 标 要

求；对掺合料和外加剂等混合材料作出了更为严格

的规定；对混凝土的配合比设计增加了耐久性指标

的要求；对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作出了修改。
（６）在后张预应力管道材料中，增加了对塑料波

纹管的有关规定；对后张预应力孔道的压浆，提高了

压浆材料、浆液性能、制浆设备等的技术要求及质量

标准。
（７）对挖 孔 灌 注 桩，增 加 了 挖 孔 施 工 的 安 全 要

求；并对岩溶、采空区、软土、冻土等特殊地区的灌注

桩施工作出了相应规定。
（８）明确规定片石混凝土仅适用于基础、墩台身

等圬工受压结构中。
（９）“沉井”增加了泥浆润滑套下沉沉井的有关

技术要求。“地下连续墙”增加了钻抓法、铣削法、钻
劈法、抓取法等成槽方法的施工技术要求。

（１０）“斜拉桥”增加了对拉索锚固区、环形预应

力束、钢锚箱等的施工要求，以及对钢铰线拉索制作

和安装的技术规定。
（１１）“悬索桥”增加了索鞍、预制索股和索夹等

制造方面的技术要求，以及主缆架设空中纺线法的

施工规定；取消了原规范中钢加劲梁制造加工的内

容，统一执行第１９章“钢桥”的规定。
（１２）“钢桥”一章中增加了对大型钢箱梁的制造

要求；对钢 梁 的 厂 内 试 拼 装 作 出 了 更 详 细 的 规 定。
原规范的焊接工艺评定引用其他标准，现将焊接工

艺评定的规定列入本《规范》的附录中，可直接遵照

执行。
（１３）对大跨径桥梁施工过程控制的要求作出了

原则规定。
（１４）“海洋环境桥梁”一章中提出了对海上桥梁

的特殊施工要求，以及海洋腐蚀环境条件下保证结

构耐久性的施工技术要求。

—７８—　２０１１年　第１２期　　　　　　　　　田克平：《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修订简介



（１５）“安全施工与环境保护”一章中，在安全施

工方面，主要对桥涵工程施工场地的规划和临时设

施的设置、机具设备和参加施工的作业人员、高处作

业、水上作业、施工现场用电、起重吊装施工、防火、
季节性施工、爆破施工、以及在特殊地区进行桥涵工

程施工时的安全作出了较明确的规定；环境保护方

面，主要对防止水土的污染和流失、空气污染和噪声

污染，以及对文物、古迹和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等予

以规定。

４　新《规范》的主要特点

（１）增加了较多的新内容。
本次修订新增加了１８项主要内容，使得本《规

范》在内容上基本涵盖了当前公路桥涵施工的各个

方面，更加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新技术成

果的推广应用。
（２）重点突出了技术的成熟性和先进性。
技术规范是以往工程实践成功经验的总结，不

成熟的或仍有争议的技术与工艺均不可能列入《规

范》条文中。根据这一原则，本《规范》的修订对于技

术的成熟性予以了高度重视，因此将近年来已发展

成熟的技术和工艺均列入《规范》的条文中，而有一

部分当前在公路桥涵工程施工中虽已有应用但尚不

成熟的技术与工艺则暂未列入。
技术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和技术发展

等方面，近年来，我国公路建设行业通过加大科技投

入，开展课题研究，公路桥涵施工的技术与工艺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创新和发展，大量的创新成果为规范

的修订提供了充分有力的技术支持，从而使规范的

条文规定在技术上具备了先进性的必要条件。在此

基础上，还借鉴了国内外先进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

的相关规定，使得本《规范》具有技术的先进性。例

如对后张预应力孔道的压浆，本次修订较大幅度地

提高了其技术要求，对水泥浆浆液性能指标的规定，
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个别指标甚至已领先于世界

水平。
（３）对施工中应遵守的准则、技术要求以及对施

工关键工序的控制原则作出了更明确的规定。
桥涵工程施工中，如果不明确提出施工应遵守

的准则、技术要求和控制原则，将会使从业者无所适

从，亦不利于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及进度的保证和控

制。本次修订对有关关键问题均作出了更为明确的

规定，避免产生歧义或误解，有利于使用者对《规范》

条文的准确理解和执行。
（４）提高了对工程结构耐久性的施工技术要求。
近年来，国内工程界对结构耐久性的问题越来

越重视，由于耐久性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桥梁结构的

安全性和使用寿命，因此如何提高桥梁结构的安全

性和使用寿命，就成为我国公路桥涵工程建设追求

更高质量的新目标。本次修订充分考虑到提高工程

结构耐久性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具体的条文编写

时更加注重对结构耐久性问题作出严格的规定。例

如，增加了对环氧涂层钢筋、高性能混凝土、高强度

混凝土、抗冻抗渗混凝土等的技术规定；较大幅度地

提高了后张 预 应 力 孔 道 压 浆 的 技 术 要 求 和 质 量 标

准；对混凝土结构的保护层及混凝土的密实性等方

面，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对于保证工程

施工的质量、提高工程结构的耐久性和安全性，具有

重要作用。
（５）更加注重对安全施工、节能减排及对环境保

护的要求。
对于公路桥涵工程的安全施工，本次修订不仅

增加了专门的章节，而且在相关章节中，对容易发生

安全事故的施工作业，亦作出了必要的规定。实际

上，能否保证安全施工，是施工企业管理水平高低的

一种体现。
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是当前的公路桥涵工程施

工中应特别予以重视的问题，本《规范》对此亦作出

了较为明确的规定。

５　使用新《规范》时应注意的若干问题

（１）技术规范是以往工程实践的总结，所提供的

技术和方法是成熟可靠的。应指出的是：虽然本《规
范》在颁布 时 体 现 了 其 技 术 的 成 熟 性 和 先 进 性，但

《规范》不可能完全适用于各种特定的条件和新出现

的情况；《规范》所规定的技术和方法是通常情况下

的一般工程中值得遵循的做法，而对于特大型、特殊

结构以及特殊条件和特殊环境下的工程，则不一定

能完全适用。因此，本《规范》的适用对象主要应是

通常情况下的一般工程；对于重要或复杂的工程，则
应制定专门的标准或有针对性的条文，原则上不能

采用《规范》中的一般做法。
（２）使用《规范》的正确原则是：应以《规范》为指

导，创造性地去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盲目跟从。在

执行本《规范》时，应正确理解条文规定的含义，并应

根据不同的用词用语，灵活掌握；而对《规范》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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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某些不足或与工程的实际情况不相符之处，
则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宜生搬硬套。

为 配 合 本《规 范》的 实 施，修 订 编 制 组 编 写 了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实施手册”，该手册可作

为深入理解和掌握条文规定的一种参考。
（３）应注意到本次修订对《规范》的适用范围作

出了适当调整，取消了原规范中“公路桥涵大、中修

工程可参照执行”的规定。原规范对此规定的解释

是“大、中修是指各省市利用养路费改造原有桥涵的

项目”，当前的情况是，养路费已经取消，所谓的大、
中修更多是对危旧桥涵工程的维修加固，而公路桥

涵加固工程的施工有专门的行业标准，故取消了该

规定。
（４）关于粗集料的压碎值指标，因现行行业标准

《公路工 程 集 料 试 验 规 程》（ＪＴＧ　Ｅ４２－２００５）采 用

“粗集料压碎值试验”（Ｔ　０３１６－２００５）的试验方法，
且在其条文说明中明确提到《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

技术 规 范》（ＪＴＧ　Ｆ３０－２００３）在 修 订 之 前，可 采 用

Ｔ０３１６的方法试验后，以相关关系式ｙ＝０．８１６ｘ－５
换算得到，故不少人对此产生了疑问，认为本《规范》
所规定的压碎值指标亦应在采用“粗集料压碎值试

验”（Ｔ　０３１６－２００５）的方法试验后再换算得出。导

致需要进行 换 算 的 主 要 原 因 是：“粗 集 料 压 碎 值 试

验”（Ｔ　０３１６－２００５）试验方法中将试验荷载提高到

４００ｋＮ，而原Ｔ　０３１５方法的试验荷载为２００ｋＮ，相
关的国家标准和其他行业的标准其试验荷载亦均为

２００ｋＮ，故原有的压碎值指标与之不相匹配。实际

上，本《规范》在修订时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已对粗

集料的压 碎 值 指 标 进 行 了 适 当 调 整（注：《规 范》表

６．４．１碎石压碎指 标 中 的Ⅰ类＜１０％有 误，应 为＜
１８％；另外，第６．１５．６条中的“……其压碎指标应不

大于１０％；……”，其 中 的“１０％”亦 应 改 为“１８％”。
卵石压碎指标中的３个数值均有误，详见勘误），以

适应这一变化，调整后的粗集料压碎指标与原规范

的指标相比，其要求大体相当，但对混凝土强度等级

大于 或 等 于Ｃ３０的 则 略 有 提 高。因 此，按“粗 集 料

压碎值试验”（Ｔ　０３１６－２００５）进行公路桥涵工程的

粗集料压碎值试验时，其值不应再进行换算。
（５）本《规范》对后张预应力孔道压浆中所采用

的材料、水泥浆浆液性能指标和制浆设备等均提出

了较高的要求，并提倡和鼓励采用工厂化生产的专

用压浆料或专用压浆剂进行水泥浆浆液的配制，用

于后张预应力孔道的压浆施工，而不提倡在现场采

用多种材料自行配制水泥浆浆液进行压浆，这是因

为在现场自行配制水泥浆浆液时存在着太多的不确

定性，无法保证水泥浆浆液良好的性能要求。因此，
本《规范》作此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后张

孔道压浆的质量和耐久性问题，但在具体执行条文

时应注意下列事项。
由于目前公路行业尚未真正实行产品的认证和

准入制度，为防止质量低劣的专用压浆料或专用压

浆剂进入施工现场，应先在工地试验室对其进行水

泥浆浆液的验证试验，符合条文各项性能指标要求

的方可用于工程的施工。
尽管条文对压浆的材料、水泥浆浆液性能指标

和制浆设备等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这仅是保证

后张预应力孔道压浆质量和耐久性的必要条件，而

压浆的工艺和施工的精心程度同样是影响压浆质量

和耐久性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缺一不可，因此在压浆

施工中还应注意采用正确的施工工艺并加强对施工

的严格管理。
采用工厂化生产的专用压浆料或专用压浆剂配

制水泥浆浆液对后张预应力孔道进行压浆施工，工

程中的材料成本费用必然会有所增加，这需要工程

的业主对此有正确、清醒的认识，主管部门亦需有相

应的解决措施，以使《规范》条文能得到严格执行和

顺利实 施，真 正 起 到 保 证 工 程 的 质 量 和 耐 久 性 的

作用。
（６）技术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倡和鼓励技术创新，对实现公路桥涵施工的现代

化、推动技术进步不仅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公路桥涵

施工企业 的 一 种 客 观 要 求。但 在 推 广 使 用“四 新”
时，应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应提前做好论证工

作，先做试验，确认可靠后方可采用，以防止发生质

量、安全事故，对于大型桥梁工程更应慎重。
（７）交通运输部在批准公布的公告中，将本《规

范》定位为公路工程行业推荐性标准。在推荐性标

准如何执行的问题上，应作如下理解：在确定某一工

程项目的招标文件时，业主可从工程的特点和本身

的利益出发，自愿选择用于该工程项目的技术规范。
可指定采用本《规范》；亦可在不违反有关法规规定

的前提下，采用不同于本《规范》的要求和做法、或选

用其他不同 的 技 术 规 范，但 原 则 上 不 宜 低 于 本《规

范》的要求。对通常情况下的一般工程则仍应遵守

本《规范》的规定。今后，公路工程施工类的技术规

范均有可能会改为推荐性标准，这是行业技术标准

—９８—　２０１１年　第１２期　　　　　　　　　田克平：《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修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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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溪河大桥索梁锚固区应力分析

彭泽友，张延龙，王兴达
（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西安市　７１００７５）

摘　要：采用大型通用有限元程序Ａｎｓｙｓ对梅溪河大桥双主肋形主梁进行了索梁锚固区应力分析，采用混凝土

单元Ｓｏｌｉｄ６５和杆单元Ｌｉｎｋ８分别模拟主梁和纵横向预应力钢束，并按实际结构形状真实地建立了索梁锚固区的受力

模型，根据主梁受力的实际工况，给出结构特征点处的应力值，为设计和施工提供参考。

关键词：斜拉桥；主梁；索梁锚固区；应力分析

　　在已建成的斜拉桥中，主跨４００ｍ以下的斜拉

桥绝大多数采用预应力混凝土主梁，主梁的拉索锚

固部位，是一个将拉索的局部集中力安全、均匀地传

送到主梁的重要受力构造，其受力状况是设计和施

工中的重要问题。为了平衡斜拉索的强大集中力作

用，且满足主梁结构整体受力要求，主梁还设置了纵

横向预应力钢束。在斜拉索和主梁纵横向预应力钢

束的作用下，索梁锚固区受力复杂且局部应力集中

现象明显，必须进行专门的有限元仿真分析，以揭示

该区域的受力特征和应力分布规律。
本文以国家重点公路杭州至兰州线奉节至云阳

高速公路重点工程———梅溪河大桥为背景，应 用 大

型通 用 有 限 元 程 序 Ａｎｓｙｓ对 其 索 梁 锚 固 区 进 行 了

空间仿真分析，揭示其受力特点，给出结构特征点处

的应力值，为设计和施工提供参考。

１　工程概况

梅溪河大桥是奉云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位于

重庆直辖市奉节县新城乡境内，距奉节老县城西北

方向约３ｋｍ，横跨梅溪 河。桥 梁 起 止 里 程 桩 号 为

Ｋ７６＋９４５．８００～Ｋ７７＋７６６．８００，桥长８２１．００ｍ，主
桥为１９０ｍ＋３８６ｍ＋１９０ｍ双塔 双 索 面 预 应 力 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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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改革的一种趋势。

６　《公路 桥 涵 施 工 技 术 规 范》（ＪＴＧ／Ｔ　Ｆ５０－２０１１）

勘误

（１）表６．４．１粗集料技术指标：

项　　目
技术要求

Ⅰ类 Ⅱ类 Ⅲ类

碎石压碎指标（％）＜１０（改为１８） ＜２０ ＜３０

卵石压碎指标（％）＜１２（改为２０） ＜１６（改为２５）＜１６（改为２５）

（２）第６．１４．２条第３款：“……，粗 集 料 的 最 大

粒径不宜大于２５ｍｍ，……；配 制Ｃ８０及 以 上 等 级

混凝 土 时，最 大 粒 径 不 宜 大 于２０ｍｍ。”其 中 的

“２５ｍｍ”修 改 为 “２６．５ ｍｍ”，“２０ ｍｍ”修 改 为

“１９ｍｍ”。

（３）第６．１５．６条４２页第２行：“……，其压碎指

标尚应不大于１０％；”其中的“１０％”修改为“１８％”。

４２页 第５行：“……。粗 集 料 的 最 大 粒 径 不 宜

超过２５ｍｍ（大 体 积 混 凝 土 除 外），……”，其 中 的

“２５ｍｍ”修改为“２６．５ｍｍ”。
（４）表６．１５．９－２：集 料 最 大 粒 径（ｍｍ）一 栏 中

的１０、１５、２５、４０依次修改为９．５、１６．０、２６．５、３７．５。
（５）表７．８．５－１“其 他 锚 具”一 栏 中，“钢 绞 线

束”与“钢丝束”之间应采用横线隔开。
（６）表７．９．３第一栏：删除水 胶 比 的 单 位“％”；

表７．９．３最后一栏的内容：全部删除。
（７）第２１．５．１条 第２款：“……，槽 间 距 宜 为

２０ｍ，……。”其中的“２０ｍ”应改为“２０ｍｍ”。
（８）附 录Ｃ４图Ｃ４中 的 符 号：应 将 原 符 号ａ１、

ａ２、ａ３按从左至右的顺序改为ａ２、ａ３、ａ１，与１、２、３的

编号相对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