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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highway engineering, bridge construc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link, and T beam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nly by making reasonable application of T beam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and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application points of T beam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can the stabi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whole expressway 
engineering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highway bridge T beam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points 
and application countermeasures for detailed analysis,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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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速公路工程的施工过程中，桥梁施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T梁施工技术是最常用的施工技术。只有对T梁施工技术
进行合理的应用，对T梁施工技术的应用要点进行准确的把握，才能够有效提高整个高速公路工程的稳定性与可靠性。基
于此，论文重点针对高速公路桥梁T梁施工技术要点及应用对策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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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高速公路桥梁工程施工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于相

应的桥梁施工技术应用要求也越来越苛刻。T 梁施工技术是

一种将混凝土和桥梁上翼边缘结合在一起的施工技术，在高

速公路桥梁工程施工中的应用最为广泛。为了加强高速公路

桥梁施工质量的控制，非常有必要对 T 梁施工技术进行深

入的分析和研究，了解 T 梁施工过程中面临的阻碍，明确 T

梁施工技术的应用要点与应用策略。

2�高速公路桥梁 T梁施工过程中面临的阻碍

2.1�施工工序多
高速公路桥梁 T 梁的施工建设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与复

杂性，需要使用到大量复杂的施工工序。并且，这些施工

工序之间联系极为紧密，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后期的 T

梁施工都会受到相应的影响，甚至整个高速公路桥梁工程的

施工进度推进都会被迫延缓 [1]。所以，在实际的 T 梁施工

过程中，施工人员必须对各大施工环节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有

力的管控，并借助各项施工安全管理制度的落实和监管措施

的实施来减少 T 梁施工过程中遗漏问题的出现，为高速公

路桥梁 T 梁施工质量的提高打好基础。

2.2�吊装难度大
在高速公路桥梁工程的施工过程中，部分桥梁段正好

位于山区，施工现场的地质条件与地形地貌也具有一定的复

杂性和多变性。很多大型施工机械设备都很难顺利地进入施

工现场。所以，在 T 梁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需要对施工

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性分析，并结合 T 梁施工的具体

需求进行各种施工机械设备的准备；结合 T 梁施工过程中

面临的阻碍，对吊装施工方案进行优化和完善。只有这样，

才能够为高速公路桥梁 T 梁施工效率的提高打好基础。

2.3�T 梁自重大
T 梁自重比较大，也是高速公路桥梁 T 梁施工过程中

面临的一大阻碍。再加上施工位置处于山区，交通不够通畅，

施工单位很难将预制好的 T 梁顺利地运输到施工现场，并

进行安装。所以，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需要直接在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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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 T 梁的制作与安装。在正式开始 T 梁制作之前，需要

对施工场地进行选择，根据 T 梁的制作需求进行施工面积

的确定 [2]。另外，在 T 梁制作现场，施工人员还要采取针

对性的加固措施，使施工场地具有足够的稳定性。另外，在

正式开始制作 T 梁之前，施工人员还应对 T 梁制作与安装

方案中的内容与细节进行深入的研究，为 T 梁制作与安装

质量的控制提供保证。

3�高速公路桥梁 T梁施工技术的应用对策

3.1�前期准备工作

3.1.1 场地地质条件分析
在正式开始高速公路桥梁 T 梁施工之前，需要做好相

应的准备工作。首先，对施工现场的场地与施工条件进行全

面的分析和研究，结合与施工现场地质条件有关的资料，对

上铺成材料的厚度进行合理的确定。其次，利用一定厚度的

混凝土材料，对施工场地进行找平处理。最后，对施工现场

的施工运输通道进行硬化处理。相应的施工场地混凝土硬化

要求和运梁便道数据参数的控制要求如表 1 所示。

表 1�场地混凝土硬化和运梁便道的数据参数分析

3.1.2 预制 T 梁
针对 T 梁的预制，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预制

场地的布置。T 梁的预制场地应当在施工现场。在正式开始

T 梁的预制之前，需要在充分考虑原材料与钢绞线使用便捷

性的基础上，对钢筋的加工位置进行合理的确定。然后再结

合 T 梁的预制方案，做好施工场地的加固处理措施，保证

施工场地排水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在强降雨条件下，预

制场地不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另一方面，龙门轨道的建设。

这是整个 T 梁预制过程中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在建设之前，

需要先确保其符合相关施工标准。在建设过程中，需要由专

业的技术人员在旁监督和检查，以免出现不必要的质量事故

或安全事故。

3.2�钢筋骨架的捆绑
加强钢筋下料加工精准性的控制，提高钢筋绑扎安装

的准确度。对钢筋的综合类型、尺寸与性能进行分析和研究，

然后选择最适合的钢筋材料。对弯曲设备进行合理的应用，

按照相关比例要求对钢筋材料进行弯曲处理。之后，再合

理选择钢筋的种类与规格，将同一种类的钢筋摆放在一起。

在对钢筋进行绑扎的时候，要借助垫块，提高绑扎骨架的实

用性 [3]。在选择垫块的时候，应当优先选择砂浆垫块，并将

扎丝埋设到垫块内部，确保相关规范要求能够得到满足。与

此同时，还要明确钢筋的实际布设尺寸，并在底座上，按照

相关要求提前划出计算好的数据，利用地板上的箍筋进行绑

扎，保证绑扎位置的正确性与准确性。根据某一顺序，对各

种预埋件进行设计和加工，然后确保预埋件质量符合相关要

求会后，再正式开始预埋件的安装。为了提高底模的周转率，

需要在特质的胎具上进行主梁钢筋骨架的绑扎，然后再通过

吊装的方式完成主梁钢筋骨架的安装施工。

在这一过程中，为了避免出现钢筋骨架扭曲或者倾倒

等问题，还需要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由于绑扎并不适用于

T 梁底部钢筋的连接，所以需要使用通长钢筋将 T 梁底部的

钢筋连接在一起。然后再利用焊接的方式对预应力筋孔道上

的钢筋网片进行定位。并在钢筋骨架捆绑过程中，对每一个

环节的误差进行严格的控制。表 2 为 T 梁钢筋骨架绑扎允

许偏差表。

表 2�T 梁钢筋骨架绑扎允许偏差表

3.3�模板安装
在正式进行模板的安装之前，需要对底模的稳定性与

固定性进行强化处理。对此，建议借助泡沫钉固法，对模板

质检接缝与底胎的密实度进行重点提高，然后在模板底部两

侧使用顶固泡沫进行固定，确保模板安装具有一定的紧密连

接性。另外，在模板安装过程中，还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要求

对 T 梁的横坡进行校验，确保 T 梁梁顶的横坡与隔板地面

横坡一致 [4]。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在完成 T 梁安装之后，

出现横隔板钢筋连接异常等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施工人员应当对侧模的选择予以严格

的控制。绝大多数情况下，应当优先选择专业厂家生产的、

以橡胶为基础材料的泡沫材质，并对侧模的厚度进行严格的

控制，确保其符合相应的施工要求。在做好模板的拼接试验，

并确保试验结果达标，才能够对模板进行有效的使用。在使

用模板的时候，不仅要严格遵循设计图纸中的相关要求，还

需要在模板安装完成之后，将脱模剂突破到底胎和钢模上，

保证后期脱模的顺利性与高效性。

3.4�混凝土的浇筑
重点检查拉杆螺栓的安全性，并对模板的拼接缝隙进

行测试。在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再对混凝土材料进行搅

拌。一般情况下，混凝土材料的搅拌工作需要在搅拌站完成。

混凝土材料主要包含砂石、水泥、水以及外加剂。混凝土材

料的配比与构成成分不同，其需要使用的搅拌标准也应当有

所差异。在对混凝土材料进行配比的时候，需要重点控制石

灰和水的比例，借此加强混凝土黏稠度的控制。针对混凝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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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振捣，也应当保证所有部位的混凝土振捣到位，以免出现

过振或者漏振等问题。

在 T 梁混凝土的浇筑施工中，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标准

进行，先对斜向段和水平分层进行一次性浇筑。在 T 梁顶

面的混凝土凝结之前，施工人员需要先对顶梁进行整平处

理，再对顶梁进行拉毛处理。拉毛处理的方向应当与房梁方

向相垂直。在对顶梁进行拉毛处理的过程中，还需要对拉毛

的粗糙度和深度进行严格的控制，确保粗糙均匀、深度一致。

在对 T 梁混凝土进行浇筑施工的时候，还需要结合施工现

场的实际情况，随机抽取混凝土石块，作为养护试块。试块

的位置应当在梁片顶面，因为试块需要与梁片在相同的时间

和条件下进行养护。在施工现场，新混凝土和旧混凝土的连

接部分，应当在拆模后的第一时间，利用砼凿毛机进行凿毛

处理。在拆模后，如果梁体湿接缝处存在掉块问题，需要在

专门处理湿接缝处的时候，再对其进行统一浇筑。

3.5�T 梁预应力施工
当 T 梁龄期符合相关设计要求，且同条件的养护试件

强度超过设计强度的 90% 滞后，就可以正式开始 T 梁预应

力的张拉工序。针对钢绞线的下料，需要对每一根钢绞线进

行编号，且每隔 1.2m 就进行一次绑扎处理。在完成所有钢

绞线的绑扎处理之后，再进行整体穿管处理。在整个过程中，

应当对 T 梁预应力钢筋的平行性和顺直性进行严格的控

制 [5]。在切除钢绞线的时候，不能使用电焊方式切除，而是

要将砂轮作为主要切割设备。针对预应力的张拉，应当使用

智能化的张拉设备。如果张拉设备使用时间超过半年，或者

张拉次数超过 200 次，那么施工人员还需要重新标定千斤

顶。在整个预应力张拉过程中，不仅要有监理工程师旁站，

还要有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专业化指导，并有张拉强度报告。

在实际的 T量预应力施工过程中，需要在正式开始施工之前，

借助科学合理的测试手段，明确预应力钢绞线的预应力强度

大小，并借助质量抽检方法，加强锚夹具质量的控制，确保

其符合相关施工要求。

3.6�T 梁的吊运与安装
T 梁的吊运与安装，主要包含以下四方面：第一起梁、

第二运梁、第三梁的安装、第四梁的吊点位置确定等。在 T

梁吊运过程中，需要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统一指挥，借

此提高 T 梁的稳定性，减少梁体倾斜等问题的出现。如果

通过预制场龙门架进行起梁、横移或者纵横梁操作，那么在

具体的操作施工当中，应当遵循“缓慢”“平稳”的操作原

则，严禁快速移动。无论是桥梁两岸的预制场，还是桥梁上

的行走，都应当在轨道平车的辅助下进行纵向移梁。并且，

在整个过程中，需要对轨道用的枕木间距进行严格的控制。

在轨道铺设过程中，需要保证铺设的平顺性，以免出现突变

点，对轨道铺设质量产生影响。

在对 T 梁进行吊运的时候，应当辅助以相应的抗倾覆

措施。如果桥梁的坡度比较大，那么在运输过程中应当遵循

“从上坡方形到下坡方向”的原则 [6]。运梁车的前行，需要

与楔形木块协同，目的是加强平车速度控制，减少安全事故

的发生概率。针对 T 梁马蹄钢筋的安装，需要注意两方面。

一方面，是借助双丝绑扎方式，固定 T 梁底部的纵向主筋。

另一方面，是采用交叉的绑扎方向，以免出现钢筋骨架倾斜

向某一方向等问题的出现。

4�结语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城市与城市之间

的沟通和交流。高速公路上行驶车辆的增多，直接提高了对

高速公路桥梁的施工质量要求。为了便利人们的日常生活与

工作，必须不断地扩大高速公路桥梁的施工规模，加快高速

公路桥梁的施工速度。T 梁施工技术是最常用的一种施工技

术。施工人员只有充分意识到 T 梁施工过程中面临的困难，

并对 T 梁施工过程的各个环节细节和要点进行重点控制，

才能够从整体上提高高速公路桥梁 T 梁的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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