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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省交投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哈尔滨市综合交通规划研究

所、黑龙江省鼎捷路桥工程有限公司、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龙建科工（黑龙江）有限公司、黑龙江

省铁投预制构件有限公司、黑龙江省交通运输信息和科学研究中心、黑龙江省公路建设中心、青岛理工

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清华大学、青岛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山东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信兴铁路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师范大学、

哈尔滨市思昱交通技术咨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华咨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哈尔滨鹏博普华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哈尔滨理工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高庆飞、徐浩、郭云峰、李忠龙、房兴时、赵金龙、刘洋、李顺龙、宁长远、

任凤军、姜在阳、刘成庆、曾明鸣、曾繁强、苏雷、盛可鉴、李玉生、赵云辰、宋元新、王魁林、周正、

王统、李其远、庞宝龙、张熠、董易典、江昊楠、朱飞、王瑞、鲁洪强、赵贺刚、吴庆东、林思奇、赵

鲁、李忠宝、郭斌强、李传明、孙洪博、万照龙、成军、王鑫、崔维彬、丁明智、李驰、李长平、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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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柱支承梁式桥抗倾覆加固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独柱支承梁式桥抗倾覆加固技术的术语和符号、基本要求、计算方法、加固方法以及

质量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独柱支承梁式桥抗倾覆加固的设计和施工（人行桥除外）。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标准 

GB 50367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 

GB 55006 钢结构通用规范 

GB/T 51256 桥梁顶升移位改造技术规范 

JTG B01 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D60 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64 公路钢结构桥梁设计规范 

JTG F80/1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 

JTG/T H2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 

JTG/T J22 公路桥梁加固设计规范 

JTG/T J23 公路桥梁加固施工技术规范 

JTG/T 3310 公路工程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JTG 3362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JTG 3363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JTG/T 3650 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 

JTG/T 3651公路钢结构桥梁制造和安装施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术语 

3.1.1  

倾覆稳定系数  

作用在结构的力对于结构面上某一计算点所产生的抗倾覆力矩与倾覆力矩的比值。 

3.1.2  

倾覆轴线 

当桥梁处于倾覆极限状态下，转动轴线无法继续向外侧偏移的极限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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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有效支座 

提供水平支持力和摩擦力，能有效阻止桥梁结构在水平方向倾覆的支座。 

3.1.4  

失效支座 

无法提供足够的水平支持力或摩擦力，不能有效阻止桥梁结构水平方向倾覆的支座。 

3.1.5  

结构倾覆破坏 

结构体系受到外部作用力或者内部失稳因素影响，导致结构体系的整体向一侧或多侧倒塌、倾斜或

翻覆的现象。 

3.1.6  

构件承载力破坏 

结构构件在受到荷载作用下，由于其截面所能承受的应力超过了其材料强度极限，导致构件发生断

裂、塑性变形等破坏现象。 

3.1.7  

抱箍 

用一种材料抱住或箍住另外一种材料的构件，一般由箍板、翼板、拉结筋板、螺栓及内衬垫构成。 

符号 

GiR  ——成桥状态时各个支座的支反力； 

,1Gki iR  ——永久作用下，第i个支座反力； 

,1Qki iR  ——可变作用下，第i个支座反力； 

kP  ——车道荷载中集中荷载； 

i  ——有效支座的编号； 

e  ——横向加载车道到倾覆轴线垂直距离的最大值； 

qfk  ——横桥向抗倾覆稳定系数； 

l  ——桥梁一联全长； 

il  ——第 i 个桥墩处失效支座与有效支座的支座中心间距； 

kq  ——车道荷载中均布荷载； 

ix  ——各个支座到倾覆轴线的垂直距离； 

  ——倾覆轴线与横向加载车道围成的面积； 
  ——桥梁结构冲击系数； 

GkiR  ——在永久作用下，第 i 个桥墩处失效支座的支反力； 

QkiR  ——在可变作用下，第 i 个桥墩处失效支座的支反力； 

,bk iS  ——使上部结构稳定的效应设计值； 

,sk iS  ——使上部结构失稳的效应设计值。 

4 基本要求 

独柱支承梁式桥的加固方案应坚持结构安全、施工方便、经济合理的原则。 

对于抗倾覆性能不满足要求的桥梁，应从倾覆过程及其受力特点出发，根据具体建设条件提出加

固设计方案，进行合理有效的加固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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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独柱支承梁式桥的加固方案设计之前，应收集桥梁设计资料、竣工资料、检测资料，据此评

估桥梁技术状况。 

独柱支承梁式桥的资料收集不全面时，宜进行桥梁现场踏勘。现场调查、测量、试验检测应按照

JTG B01、JTG F80/1 和 JTG/T H21 的规定执行。 

独柱支承梁式桥的抗倾覆加固设计应注重结构病害、材料劣化、新旧材料性能差异的影响。 

应确定加固后各构件的受力模式，对各施工阶段构件的强度、刚度及稳定性进行验算。 

独柱支承梁式桥的抗倾覆加固施工过程中，应减少对行车及行人的干扰，做好相应的环保措施。 

加固时应视具体情取掉或保留原有支座。 

5 计算方法 

一般规定 

5.1.1 独柱支承梁式桥抗倾覆安全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结构在最不利工况下不发生倾覆且具有一定的安全储备； 

b) 结构倾覆破坏不先于构件承载力破坏。 

5.1.2 持久状况下，梁桥不应发生结构体系改变。 

5.1.2.1 在作用基本组合下，单向受压支座始终保持受压状态。 

5.1.2.2 按作用标准值进行组合时，采用整体式断面的中小跨径梁桥应进行上部结构抗倾覆验算，整

体式断面简支梁和连续梁的横向抗倾覆稳定系数按式（1）定义： 

 ,

,

bk i

qf

sk i

S
k

S
=



 ······································································  (1) 

式中： 

qfk  ——横向抗倾覆稳定系数； 

,bk iS  ——使上部结构稳定的效应设计值； 

,sk iS  ——使上部结构失稳的效应设计值。 

整体式断面简支梁和连续梁的上部结构稳定效应设计值按式（2）定义： 

 ,bk i Gki iS R l=   ··································································  (2) 

式中： 

il  ——第i个桥墩处失效支座与有效支座的支座中心间距; 

,bk iS  ——使上部结构稳定的效应设计值； 

GkiR  ——在永久作用下，第 i 个桥墩处失效支座的支反力，按全部支座有效的支承体系计算， 

并按标准值组合取值；失效支座为双支座中远离偏载一侧的支座。 

5.1.2.3 整体式断面简支梁和连续梁的上部结构失稳效应设计值按式（3）定义： 

 
,sk i Qki iS R l=   ···································································· (3) 

式中： 

il  ——第i个桥墩处失效支座与有效支座的支座中心间距; 

,sk iS  ——使上部结构失稳的效应设计值； 

QkiR  ——在可变作用下，第 i 个桥墩处失效支座的支反力，按全部支座有效的支承体系计算， 

并按标准值组合取值，汽车荷载效应（考虑冲击作用）按各失效支座对应的最不利布置形式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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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倾覆轴线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对于直线桥，倾覆轴线取为一侧联端外侧支座的连线，如图 1 所示； 

b) 对于曲线桥，当中墩支座全部位于纵桥向联端外侧支座连线的内侧时倾覆轴线为联端外侧支

座的连线，如图 2 所示； 

c) 对于曲线桥，当中墩支座全部位于纵桥向联端外侧支座连线的外侧时倾覆轴线取为联端外侧

支座和中墩支座的连线，如图 3 所示。 

 

图1 直线桥最不利倾覆轴线示意图 

 

图2 曲线桥中墩支座全部位于纵桥向联端外侧支座连线的内侧情况示意图 

 

图3 曲线桥中墩支座全部位于纵桥向联端外侧支座连线的外侧示意图 

5.1.4 应对恒载、活载、汽车制动力、汽车离心力、预应力效应、温度效应和基础不均匀沉降进行最

不利荷载组合。 

5.1.5 独柱支承梁式桥正常使用阶段应验算结构的抗倾覆稳定安全性；若在施工阶段需承受较大偏心

荷载时，也应验算此种状态下结构的抗倾覆稳定安全性。 

5.1.6 建立有限元模型，符合下列规定： 

a) 主梁闭口断面部分宽度不大于 L/2.5 的独柱支承梁式桥有限元分析宜采用单梁模型，截面抗弯

刚度和抗扭刚度应按实际情况取值； 

b) 主梁闭口断面部分宽度大于 L/2.5 的独柱支承梁式桥有限元分析应采用梁格模型，其中纵向和

横向抗弯刚度应按实际截面取值，抗扭刚度应按梁格法分配进行取值； 

c) 独柱支承梁式桥有限元计算模型应准确模拟下部结构和支座的力学性能。 

5.1.7 当横向抗倾覆稳定系数小于 2.5 时，应进行抗倾覆加固；加固后桥梁的横向抗倾覆稳定系数应

不小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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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应对最不利荷载工况下独柱连接盖梁形式的墩柱和盖梁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验算和正常使用

极限状态验算。 

独柱支承梁式桥抗倾覆计算 

5.2.1 直线梁桥的抗倾覆稳定系数按式（4）定义： 

 =
(1 )( )

Gi i

qf

k k

R x
k

q l P e+ +

  ·······························································  (4) 

式中： 

kP  ——车道荷载中集中荷载； 

GiR  ——成桥状态时各个支座的支反力； 

e  ——横向加载车道到倾覆轴线垂直距离的最大值； 

qfk  ——横桥向抗倾覆稳定系数； 

l  ——桥梁一联全长； 

kq  ——车道荷载中均布荷载； 

ix  ——各个支座到倾覆轴线的垂直距离； 
  ——桥梁结构冲击系数。 

5.2.2 曲线梁桥的抗倾覆稳定系数按式（5）定义： 

 =
(1 )( )

Gi i

qf

k k

R x
k

q P e+ +

  ······························································  (5) 

式中： 

kP  ——车道荷载中集中荷载； 

GiR  ——成桥状态时各个支座的支反力； 

e  ——横向加载车道到倾覆轴线垂直距离的最大值； 

qfk  ——横桥向抗倾覆稳定系数； 

kq  ——车道荷载中均布荷载； 

ix  ——各个支座到倾覆轴线的垂直距离； 
  ——桥梁结构冲击系数； 

  ——倾覆轴线与横向加载车道围成的面积。 

横向多支座桥梁抗倾覆计算 

5.3.1 对于经过抗倾覆安全提升改造整体式箱梁桥，当横桥向出现三个或四个支座时，计算墩台处的

稳定效应和失稳效应在计算时应将偏载一侧最外侧的支座视为有效支座，其余支座均视为失效支座。 

5.3.2 横向设置三个支座的桥梁示意图如图 4 所示，1#支座为有效支座。 

5.3.2.1 独柱支承梁式桥的稳定效应按式（6）定义： 

 
, ,12 1 ,13 2bk i Gki GkiS R l R l= +  ······························································  (6) 

式中： 

,12GkiR  ——永久作用下 2#支座反力； 

,13GkiR  ——永久作用下 3#支座反力； 

,bk iS  ——稳定效应； 

i  ——有效支座的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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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  ——支座 1#与支座 2#中心的距离； 

2l  ——支座1#与支座3#中心的距离。 

5.3.2.2 独柱支承梁式桥的失稳效应按式（7）定义： 

 , ,12 1 ,13 2sk i Qki QkiS R l R l= +  ····························································· (7) 

式中： 

,12QkiR  ——可变作用下 2#支座反力； 

,13QkiR  ——可变作用下 3#支座反力； 

,sk iS  ——失稳效应； 

i  ——有效支座的编号； 

1l  ——支座 1#与支座 2#中心的距离； 

2l  ——支座1#与支座3#中心的距离。 

 

图4 横向设置三个支座的桥梁示意图 

5.3.3 横向设置四个支座的桥梁示意图如图 5 所示，1#支座为有效支座。 

5.3.3.1 独柱支承梁式桥稳定效应按式（8）定义： 

 
, ,12 1 ,13 2 ,14 3bk i Gki Gki GkiS R l R l R l= + + ······················································ (8) 

式中： 

,12GkiR  ——永久作用下 2#支座反力； 

,13GkiR  ——永久作用下 3#支座反力； 

,14GkiR  ——永久作用下 4#支座反力； 

,bk iS  ——稳定效应； 

i  ——有效支座的编号 

1l  ——支座 1#与支座 2#中心的距离； 

2l  ——支座1#与支座3#中心的距离。 

3l  ——支座 1#与支座 4#中心的距离。 

5.3.3.2 独柱支承梁式桥稳定效应按式（9）定义： 

 , ,12 1 ,13 2 ,14 3bk i Qki Qki QkiS R l R l R l= + +  ······················································ (9) 

式中： 

,12QkiR  ——可变作用下 2#支座反力； 

,13QkiR  ——可变作用下 3#支座反力； 

,14QkiR  ——可变作用下 4#支座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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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 iS  ——失稳效应； 

i  ——有效支座的编号； 

1l  ——支座 1#与支座 2#中心的距离； 

2l  ——支座1#与支座3#中心的距离。 

3l  ——支座1#与支座4#中心的距离。 

 

图5 横向设置四个支座的桥梁示意图 

6 加固方法 

增设盖梁法 

6.1.1 一般规定 

6.1.1.1 该方案适用于： 

a) 独柱墩顶无盖梁的情况； 

b) 需要加固的桥梁箱梁宽度较小，桥下净空较大的情况； 

c) 原独柱墩承载能力富余系数较大。 

6.1.1.2 支座更换安装时应按照 GB/T 51256 的规定执行。 

6.1.1.3 盖梁宜根据结构受力和经济因素选择钢盖梁或者预应力混凝土盖梁。 

6.1.1.4 采用混凝土加固时，盖梁相关设计、计算应按照 JTG 3362 的规定执行。 

6.1.1.5 采用钢盖梁加固时，钢盖梁设计、计算、施工应按照 GB 50017、GB 55006、JTG D64 的规定

执行。 

6.1.1.6 应在新增支座后的对横梁承载能力进行验算，不满足要求时应对横梁采取梁底粘贴钢板加固。 

6.1.1.7 采用钢盖梁加固后，应定期养护。 

6.1.2 构造要求 

6.1.2.1 在独柱墩顶增设钢结构盖梁或预应力混凝土盖梁，其构造形式如图 6 所示。 

6.1.2.2 当独柱墩梁桥为直线桥时，宜在需要进行加固的独柱墩横桥向两侧对称加设盖梁。 

6.1.2.3 当独柱墩梁桥为曲线桥时，应在需加固的独柱墩横桥向曲线外侧加设盖梁进行加固。 

6.1.2.4 采用钢盖梁加固时，盖梁与墩柱的连接方式： 

a) 当原墩柱为矩形墩时，采用螺栓连接； 

b) 当原墩柱为圆形墩时，采用套箍连接。 

6.1.3 施工要求 

6.1.3.1 施工前，应核实承台标高、墩高、桥墩主筋直径、路线横坡及纵坡、交界墩处支座间距、独

柱墩实际偏心距离等因素。 

6.1.3.2 架设操作平台的高度应按实际墩顶标高控制。 

6.1.3.3 刻槽时不能损坏盖梁钢筋，盖梁钢筋外露时应在其表面涂防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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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4 对独柱墩顶部相应的结合面进行凿毛处理，要求结合面表面平整，局部粗糙，且应凿至桥墩

的坚实层，露出骨料。 

6.1.3.5 在进行加固施工时不能使用大型机械。 

6.1.3.6 加固时应在主梁底部以及独柱墩相应位置进行植筋。 

6.1.3.7 应根据墩柱实际尺寸调整钢套筒直径。 

6.1.3.8 钢结构盖梁应依据现场独柱墩锚栓孔对应位置在工厂加工。 

6.1.3.9 钢结构盖梁的安装与灌注应在干燥环境下进行。 

 

标引序号说明： 

1——单箱梁；  2——混凝土盖梁；  3——新增支座；  4——原支座； 

5——钢盖梁；  6——锚栓 ；   7——抱箍； 

图6 增设盖梁法构造示意图 

墩柱加宽法 

6.2.1 一般规定 

6.2.1.1 该方案适用于： 

a) 较宽桥梁，桥下公路净高不受限且原有承台满足增设墩柱施工条件； 

b) 独柱墩下方有承台的下部结构型式或者桩基础结合承台的下部结构形式。 

6.2.1.2 墩柱加宽不宜过大。 

6.2.2 构造要求 

6.2.2.1 承台加宽宜局部开挖，应处理好新旧混凝土结合及收缩开裂。 

6.2.2.2 加固前应先进行土方开挖，挖出原有墩柱下部的承台。 

6.2.2.3 应使用钢丝刷清除结合面上的浮皮，用高压水枪冲洗干净并涂刷界面剂。 

6.2.2.4 在原墩柱上应植筋并绑扎钢筋笼，钢筋的级别、种类、数量、直径等应按照 JTG 3362 的规定

执行，构造形式如图 7 所示。 

6.2.2.5 拼宽部分宜设计为空心薄壁形式。 

6.2.3 施工要求 

6.2.3.1 在加宽后墩柱的顶面，应通过顶升撤去原有单支座，新设多支座，支座选择和顶升工艺应按

照 GB/T 51256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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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2 对桥梁的独柱墩以及支座等构件情况进行检查，核查现场尺寸信息与设计方案是否相符，不

相符应及时联系设计单位进行修改。 

6.2.3.3 施工前，应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保障施工安全。 

6.2.3.4 完成倾覆加固措施后，要加强对新增部分的检查，确认桥梁部件不出现局部破坏的情况。 

 
标引序号说明： 

1——原墩柱；  2——原支座；  3——新增支座；  4——混凝土； 

5——单箱梁；  6——植筋 ； 

图 7 墩柱加宽法构造示意图 

增设墩柱法 

6.3.1 一般规定 

6.3.1.1 该方案适用于： 

a) 较宽桥梁，桥下公路净高不受限且原有承台满足增设墩柱施工条件； 

b) 原独柱墩过高、过细造成承载能力较低且墩下有承台的情况； 

c) 原始独柱墩横截面较小的情况。 

6.3.1.2 应考虑地质条件、地下是否埋设管道和电缆和原有基础的稳定性因素。 

6.3.2 构造要求 

6.3.2.1 在独柱墩横桥向两侧增设墩柱，具体构造形式如图 8 所示。 

6.3.2.2 新增墩柱通过植筋与原承台连接。 

6.3.2.3 新增墩柱材质宜采用钢管混凝土柱。 

6.3.2.4 新增墩柱宜对称。 

6.3.2.5 新旧立柱之间应设置横向连系梁，连系梁采用槽钢或者 H型钢管。 

6.3.2.6 宜在新旧立柱与横向连系梁连接处加设钢箍。 

6.3.2.7 应在梁底增设支座处用螺栓临时锚固经过事先防腐处理的梁底支座垫板。 

6.3.2.8 基础的设计应按照 JTG 3363 的规定执行。 

6.3.3 施工要求 

6.3.3.1 新增钢管混凝土立柱的平面增设位置应按照设计要求在原有承台上测量放线。 

6.3.3.2 应在梁底增设支座处用螺栓临时锚固经过事先防腐处理的梁底支座垫板。 

6.3.3.3 应根据新增钢管混凝土立柱的实际高度确定新增支座的垫块厚度进行制作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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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4 应调整好支座顶与梁底的角度再安装顶部支座。 

6.3.3.5 浇筑钢管内混凝土需由低到高一次泵送浇筑完成。 

6.3.3.6 钢管混凝土立柱与原有承台的连接应采用在柱脚植筋的方式。 

6.3.3.7 新增支座时不能进行顶升，不能改变原有结构的受力情况，应采用相关安全保障措施。 

6.3.3.8 对桥梁的独柱墩以及支座等构件情况进行检查，核查现场尺寸信息与设计方案是否相符，不

相符应及时联系设计单位进行修改。 

6.3.3.9 施工前，应采取限制交通的措施，保障施工安全。 

6.3.3.10 完成倾覆加固措施后，要加强对新增部分的检查，确认桥梁部件不出现局部破坏的情况。 

6.3.3.11 原墩柱外包钢板、横向穿孔，通过预应力钢筋以及焊接钢板将新旧墩柱连接。 

6.3.3.12 基础的施工应按照 JTG 3363 的规定执行。 

 

标引序号说明： 

1——原墩柱；  2——原支座；  3——新增支座；  4——新增墩柱；  5——单箱梁； 

图 8 增设墩柱法构造示意图 

拉大支座间距法 

6.4.1 一般规定 

6.4.1.1 该方案适用于： 

a) 独柱墩顶有盖梁情况； 

b) 净空受限，倾覆效应较大的情况。 

6.4.1.2 加固时需中断桥上交通。 

6.4.1.3 接长端横梁适用于箱梁底板宽度较小的情况，用于桥台处。 

6.4.1.4 桥下净空充足时，宜采用增设或扩大盖梁。 

6.4.1.5 双柱墩横向间距较小时，宜采用增设盖梁。 

6.4.1.6 扩大盖梁适用于盖梁较小的桥墩。 

6.4.1.7 应通过接长端横梁、增设或扩大盖梁等方式实现。 

6.4.1.8 应对拉大支座间距后的横梁承载能力进行验算，不满足要求时应对横梁进行加固。 

6.4.2 构造要求 

6.4.2.1 移动原有支座位置，拉大原有支座间距，具体构造如图 9 所示。 

6.4.2.2 应保证原有盖梁满足拉大支座的距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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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3 应保证原有盖梁在受力改变后的强度满足要求。 

6.4.2.4 在抗倾覆能力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应尽量避免接长箱梁或横隔板。 

6.4.2.5 采用钢筋混凝土接长时，应符合以下规定： 

a) 采用自密实混凝土或微膨胀自密实混凝土，无需振捣混凝土； 

b) 下料口所设位置须高于接长横梁的顶面； 

c) 混凝土浇筑过程不可中断。 

6.4.2.6 千斤顶和钢垫块应布置在内横梁范围内。 

6.4.2.7 增设或扩大盖梁时，宜同步接长横隔梁。 

6.4.3 施工要求 

6.4.3.1 移动后支座垫石和支座的位置应按设计要求在盖梁上测量放线。 

6.4.3.2 箱梁顶升应符合 GB/T 51256 要求。 

6.4.3.3 凿除挡块和支座垫石应避免破坏桥台和盖梁。 

6.4.3.4 顶升前和落梁后的梁底标高应保持一致。 

6.4.3.5 接长横梁时，应封闭桥上交通。 

 

标引序号说明： 

1——端横梁加长；  2——新增支座；  3——原支座； 

图 9 拉大支座间距法构造示意图 

设置拉杆法 

6.5.1 一般规定 

6.5.1.1 该方案适用于支座拉力较小的情况。 

6.5.1.2 设置被动拉杆时，应在独柱墩桥梁梁体与墩顶附近设置钢构件作为承力构件。 

6.5.1.3 设置主动拉杆时，应确保独柱墩梁体在各个工况下均不会出现负反力，验算其局部受压及抗

剪性能。 

6.5.2 构造要求 

6.5.2.1 应通过拉杆及配套装置将上部结构和下部结构连，具体构造形式如图 10 所示。 

6.5.2.2 锚固位置的施工应按照 JTG/T J23 的规定执行。 

6.5.2.3 拉杆锚固端应设置在梁腹板两侧或梁底，应使用高强螺栓或使用锚栓螺杆进行锚固。 

6.5.3 施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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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1 构件的表面应采用钢丝球刷轮打磨，空压机清理浮尘，最后用丙酮掉去表面的油污。 

6.5.3.2 应明确钢拉杆相关部件安装定位的施工工艺及精度要求。 

6.5.3.3 应确保在安装初始状态拉杆钢板与销轴螺栓的相对位置可满足销轴自由活动的需要。 

 

标引序号说明： 

1——单箱梁；  2——加劲板；  3——拉杆；  4——轴杆；  5——锚栓； 

图 10 设置拉杆法构造示意图 

7 质量验收 

抗倾覆加固施工的外观鉴定内容、质量标准和交验程序应按照 JTG/T 3650 的规定执行。 

抗倾覆加固施工前，各种材料的来源和质量和施工机械和设备的要求等应按照 GB 50367、JTG D60、

JTG/T 3310 和 JTG/T J22 的规定执行。 

抗倾覆加固后应检查加固质量，质量检查的内容、允许误差等应按照 JTG F80/1、JTG/T J23 的规

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