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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连续刚构桥在建成后的运营过程中，容易出现梁体下挠、腹板开裂的通病，
控制这些通病的产生，是我国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刚构）桥建设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
梁体下挠、腹板开裂问题同样存在于苏通长江大桥的建设当中。
苏通长江大桥辅航道桥，采用（140+268+140）m的连续刚构桥，其跨度为同类桥梁工程世界第二。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承接该工程项目，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与时俱进，博采众长，挑战施工极限
，铸造精品工程，用试验研究的方法建设苏通长江大桥，为攻克桥梁施工技术难题贡献力量。
　　在三年多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对268 m连续刚构桥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
从认识上对当前大跨度桥梁施工控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从工艺上对施工设计进行了改进和创新
。
普遍分析了国内外已建成的大跨度连续刚构桥的成功经验和需改进措施，归纳总结出有代表性的同类
桥梁混凝土的收缩徐变资料，以期从源头和过程控制中分析解决这一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桥建成后的竣工验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郑皆连在内的验收专家组一致认
为，苏通长江大桥辅桥施工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规范，工程质量优良，代表了中国预应力混凝土桥梁
建设的新水平。
通过近两年的观测，成桥桥面线形平顺，结构竖向刚度和截面强度满足要求，结构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与设计线形符合较好。
　　在苏通长江大桥辅航道桥的施工过程中，得到了建设单位江苏省交通厅苏通大桥建设指挥部、设
计单位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武汉大通公路桥梁工程咨询监理有限责任公司、西南交通大学、东南大
学、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中铁大桥局桥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和教授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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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普遍分析国内外已建成大跨度连续刚构桥的成功经验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有代表
性的同类桥梁混凝土的收缩徐变规律，详细总结了苏通长江大桥辅航道连续刚构桥的设计、辅助设施
施工、基础及下部结构施工、上部连续刚构施工、上部结构施工监控等工作，并详细列出了施工各阶
段应力、变形、高程控制等监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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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腹板斜裂缝的防止　　（1）防止了混凝土的早期裂缝，基本上就能保证混凝土固有的抗拉强度
不致消失，对混凝土的抗裂性是有利的。
　　（2）将顶板悬臂束下弯、底板连续束上弯，对于降低腹板主拉应力，是一种合理的布筋形式。
每节梁段至少应有两根顶板束下弯至腹板中性轴以下锚固。
但是，一般情况，中间跨底板连续束上弯将使腹板内管道拥挤，并须在顶板上设置锚头，困难较多，
故中间跨一般仅将顶板束下弯，底板连续束不上弯进入腹板。
但边跨底板连续束可上弯，进入靠端支座一侧腹板，锚固在端截面中性轴以上，纵向力筋弯入腹板，
要考虑力筋管道对腹板截面的削弱，应适当增加腹板厚度，并妥善处理锚固区的细节设计。
　　（3）竖向力筋由于长度较短，应力容易损失，设在顶板的锚头如封闭不严密，又容易进水，导
致腐蚀，故竖向力筋施工时，应严格控制各道工序，确保锚下混凝土的质量、垫板的平整、灌浆的饱
满、锚头的密封，否则，不如取消竖向力筋。
有些桥梁设计，腹板内不用竖向力筋，仅依靠纵向力筋及纵向弯起力筋产生的预应力，并适当增加腹
板的厚度来降低主拉应力，也取得了防止裂缝的良好效果。
从技术及经济效果来说，利用弯束、确保混凝土质量、适当增加腹板厚度要比采用竖向预应力筋有利
得多。
因为竖向力筋施工麻烦，稍有疏漏就会产生病害。
　　3.预应力与预应力管道　　顶板与底板的横向裂缝主要是由于预应力损失超过设计预期值，或因
超重车过桥所致。
设计时准确估计各项预应力损失，预留适当储备，施工时严格质量控制，运营时在采取加固措施以前
禁止超重车辆过桥，这类裂缝就可以避免。
　　预应力筋管道造成的截面削弱和应力集中，以及对混凝土收缩的约束往往是沿管道纵向裂缝形成
的原因。
为了减少这种不利的影响，施工时应保证保护层的厚度、管道间距和管道周围混凝土的质量，尤其要
注意保护层混凝土的质量。
在张拉底板纵向力筋时，张拉顺序的安排应考虑使应力均匀分布，并保证混凝土应力不超过规定值。
显然，体外力筋是避免截面被孔道削弱、解决这一问题的更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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