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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ask	of	renovating	dangerous	old	bridges	on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highways	is	heavy,	involves	a	wide	range,	is	difficult,	and	
requires high standards, making it a systematic project. Survey and desig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renovation project of dangerous 
old bridge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renovation effect and construction investment. Taking the 2023 survey and design project of 
construction drawings for reconstruction of dangerous bridges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highways in the Xizang Autonomous Region 
as	the	engineering	background,	this	paper	discusses	and	analyzes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reconstruction	
survey and design of dangerous bridges by summarizing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 dangerous bridges of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highways	in	the	project	area	and	combining	the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survey	and	design	process,	which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standardizing	the	survey	and	design	of	reconstruction	of	dangerous	bridges,	and	can	provide	strong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dangerous bridg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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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省公路危旧桥梁改造工作任务重、涉及广、难度大、要求高，是一项系统工程。勘察设计作为危旧桥梁改造工程中的重
要一环，对改造效果和建设投资起到关键性作用。论文以西藏自治区2023年国省公路危桥改造施工图勘察设计项目为工程
背景，通过总结项目区域国省公路危旧桥梁主要特点，结合勘察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难点问题，就危旧桥梁改造勘察设计技
术难点及对策进行探讨分析，对于规范危旧桥梁改造勘察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为以后危旧桥梁改造工作提供强
有力的经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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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交通运输部公路危旧桥梁改造行动工作部署要求，到

2023 年年底基本完成国省干线公路存量四、五类桥梁改造，

同时对新发现四、五类桥梁处治率 100%，到 2025 年底实

现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一、二类桥梁比例达 90% 以上 [1]。

论文以西藏自治区 2023 年国省公路危桥改造施工图勘

察设计项目为工程背景，通过总结项目区域国省公路危旧桥

梁主要特点，结合勘察设计过程中出现的难点问题，就西藏

地区国省公路危旧桥梁改造勘察设计技术难点及对策进行

探讨分析，总结经验供以后项目参照。

2 危旧桥梁主要特点

西藏自治区 2023 年国省公路危旧桥梁改造共 44 座，

其中大桥 5 座、中桥 10 座、小桥 29 座，遍布西藏昌都市、

林芝市、山南市、那曲市、日喀则市和阿里地区各县，主要

呈现以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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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建设年代较早，标准参差不齐
受当时建设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和建设技术条件等因

素制约，西藏各地桥梁建设并没能严格按照相关技术标准执

行，相当一部分桥梁为原低等级道路根据规划调整后纳入国

省公路路网的桥梁，甚至还存在一定数量的钢贝雷梁桥。因

此，这一时期建设的桥梁孔径、桥宽林林总总，结构形式多

种多样，标准参差不齐。本次国省公路危旧桥梁改造涉及的

44 座桥梁集中建于 2000 年附近，建设年代较早，标准上主

要有三大特点：①桥梁孔径各异，种类繁多，涵盖了 6.0~50m

中的 15 种；②上部结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预制空心板、

现浇空心板、现浇实心板、预制 T 梁和钢贝雷梁等；③桥

梁宽度零散，宽度从 4.2~10.0m 共 12 种。桥梁孔径、结构、

宽度分布图如图 1~ 图 3 所示。

图 1 桥梁孔径分布图

图 2 桥梁结构分布图

图 3 桥梁宽度分布图

2.2 点多面广，单体工程量一般不大
西藏位于中国的西南边，青藏高原的西南部，南北最

宽约 1000km，东西最长达 2000km，面积 122.84 万 km2，

约占中国总面积的八分之一 [2]。境内国省公路里程长，桥梁

数量多。本次国省公路危旧桥梁改造涉及的 44 座桥梁遍布

西藏昌都市、林芝市、山南市、那曲市、日喀则市和阿里地

区各县，桥位极其分散，以 1-2 孔中、小桥为主，单体工程

量不大。单孔桥梁 33 座，占危旧桥梁改造总数的 75%。

2.3 桥梁孔径较小，净高较低，钢贝雷梁桥比重较大
西藏早期建设的桥梁以跨越河流沟壑为主，由于当时

道路建设资金短缺，大部分桥梁在孔径和净高上并未充分考

虑行洪要求，而是在尽量确保安全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程度

的压缩，部分较宽阔的河流上则选择钢贝雷梁桥或者索桥。

本次国省公路危旧桥梁改造涉及的 44 座桥梁一半以上存在

压缩河床和净高偏低现象，钢贝雷梁桥达 13 座，约占危旧

桥梁改造总数的 30%。既有钢贝雷梁桥如图 4 所示，严重

压缩河床断面的桥如图 5 所示。

图 4 既有钢贝雷梁桥

图 5 严重压缩河床断面的桥

3 危旧桥梁改造勘察设计技术难点

西藏被誉为世界屋脊，河流众多，重重山脉间流水侵蚀、

千沟万壑，这使得西藏自古以来行路艰难。1951 年，西藏

和平解放，揭开了现代化建设的序幕，从解放军十八军进藏

修筑川藏公路（以前称为康藏公路）开始，一代代交通人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截至 2020 年 5 月，西藏公路桥梁总数

达到 11945 座，实现了“万桥飞架高原”[3]。早期建设的桥

梁技术标准低、承载能力较差，经过长时间的运营出现了越

来越多的病害，存在较大安全隐患，与现在的交通发展需求

不相适应，已无法满足重载交通需要。区域危旧桥梁改造主

要存在以下技术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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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设计图纸等原始资料流失，不能准确评判和验

算桥梁承载能力
西藏地区具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条件，早

期建设道路、桥梁主要是为了解决通行需求 [4]，而对于建设

项目的资料保管意识较为薄弱，没有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 [5]，

且管养单位几经更替，技术资料多存在交接不完善的现象，

造成相当多的流失。本次危旧桥梁改造 44 座桥梁均未搜集

到原有桥梁设计图纸和竣工验收等原始资料，不能提供评判

和验算桥梁承载能力的基础数据，为桥梁维修、加固、拆除

重建等决策带来难度。

3.2 桥位极其分散，孔径多种多样，实施工厂化生

产难度大
本次国省公路危旧桥梁改造涉及的 44 座桥梁遍布西藏

昌都市、林芝市、山南市、那曲市、日喀则市和阿里地区各县，

桥位极其分散，涵盖了 6.0~50m 中的 12 种。由于各桥之间

相隔距离远（如日喀则市相邻危桥间距最小），桥梁孔径不

尽统一，部分桥梁所在道路还不具备梁板运输条件，如果采

用规模化、集中工厂化预制等能对工程质量有效控制的生产

方法实施，则运输距离远，成本高、难度大。

3.3 大部分桥梁所在道路为区域内唯一通道，需进

行施工组织专项设计
西藏自治区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素有“世界屋脊”

和“地球第三极”之称，总面积为 122.84 万平方公里，截

至 2021 年年末全区常住人口 366 万 [6]，城镇、乡村较为分散，

间隔距离长，人口密度相当小。境内国省公路主要以联通市、

县、乡为主，道路网络化程度不高，大部分道路为区域内唯

一通道，没有道路可作为施工期间的绕行通道。因此，危旧

桥梁改造时，应充分考虑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设计，施工期

间加强交通管理。

4 危旧桥梁改造勘察设计对策

按照交通运输部公路危旧桥梁改造行动工作部署要求，

结合西藏地区国省公路危旧桥梁特点及改造技术难点，对本

地区危旧桥梁改造提出以下对策。

4.1 查证桥梁建设时间，借鉴中国同时期建设桥梁

相关资料进行类比
虽然早期建设的绝大部分桥梁设计图纸和竣工验收等

原始资料流失，但是其建设时间经多方询查是完全能够确定

的。同一时期国内建设的桥梁的相关资料不会存在较大的差

异，可以作为桥梁评判和验算的类比资料，能够为桥梁维修、

加固或拆除重建等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7]。

目前，西藏国省公路养管部门已具备较为完善的管理

平台和档案管理制度，在危旧桥梁改造过程中，相关负责人

应及时将资料移交后归档保管。要与已建成的或拟建的部

级、省级各类公路养护管理系统以及各类其他形式存在的数

据，实现部省养护管理系统之间的数据快速集成与共享，确

保数据的准确性、及时性和有效性 [8]。

4.2 优化归并桥梁孔径，统一建设标准和技术要求
西藏地区早期建设的桥梁孔径、桥宽林林总总，结构

形式多种多样，标准参差不齐。借公路危旧桥梁改造之东风，

将纳入危旧桥梁改造项目内的桥梁改造时统一建设标准和

技术，将点多面广的危桥进行分区域捆绑招标、统一实施，

尽最大努力采用标准化设计、工厂化预制、装配化施工等“标

准模式”方式，桥梁施工所需的各类构件大部分在厂内集中

生产、现场拼装，消除高海拔、高寒地带昼夜温差对板梁施

工的不利影响，提高工程建设质量。

4.3 提前谋划，做好交通组织设计
西藏地区地广人稀，城镇、乡村较为分散，间隔距离长，

境内国省公路主要以联通市、县、乡为主，道路网络化程度

不高，大部分道路为区域内唯一通道，没有道路可作为施工

期间的绕行通道。为确保危旧桥梁改造期间通行需求，应在

勘察设计阶段做好交通组织专项设计，有条件的可利用邻近

道路绕行保通，没有条件的则应结合桥位条件做好保通便桥

便道设计，确保施工期间交通不被长时间中断，同时减少交

通对工程施工的干扰。

5 结语

公路危旧桥梁改造工作任务重、涉及广、难度大、要

求高，是一项系统工程。以公路危旧桥梁改造为契机，及时

总结危旧桥梁改造技术难点，提出危旧桥梁改造对策，委托

专业单位编制危旧桥梁改造技术指南，对于规范危旧桥梁改

造勘察设计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以后危旧桥梁改造工作

可提供强有力的经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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