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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桥头跳车病害施工技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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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桥头跳车病害作为公路桥梁工程中常见的病害之一，已经严重影响到桥梁的安全运营，严重的桥头跳车病害不仅会破

坏路桥结构，影响结构稳定性和安全性，还会损伤车辆底盘结构，缩短车辆使用寿命；为了进一步防治和解决桥头跳车病害，

文中从桥头跳车病害成因和原理出发，从三方面给出了具体的跳车病害防治解决措施，希望为桥头跳车病害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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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of Preventing the Vehicle Jumping at Bridge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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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mmon diseases in highway bridge engineering, the bridge head jumping disease ha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safety operation of the bridge. Serious bridge head jumping disease will not only damage the road and bridge structure, affect the 

stability and safety of the structure, but also damage the vehicle chassis structure and shorten the service life of the vehicle. In order to 

further prevent and solve the vehicle jumping disease at the bridge head, this paper gives the concrete measures to prevent and cure the 

vehicle jumping disease from three aspects, starting from the causes and principles of the vehicle jumping disease at the bridge head, 

hop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vehicle jumping disease at the bridge 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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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路桥衔接段桥头跳车病害在公路工程中非常普遍，不仅影响到车辆驾驶人员的行车舒适性和平顺性，同时桥头跳

车对桥梁结构造成的瞬时冲击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桥梁结构的稳定性和结构安全性，加剧桥头应力扰动区对整个桥梁

力学行为的不利影响。从结构特性角度看，诱发桥头跳车病害的根源在于二者变形特性的差异，道路与桥梁通过桥台

连接，桥台可近似认为是刚性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和沉降几乎可以忽略，但道路路基路面系属于柔性结构，在

车辆荷载的长期作用下，容易出现不可恢复的变形和沉降，当道路沉降变形累积到一定程度后，路桥衔接区域将出现

高差，进而在桥头位置产生不可恢复的“凹槽”
[1]
，当车辆通过该路段时，将产生“跳车”现象。 

大量工程实际案例表明，桥头“跳车”病害严重威胁到车辆和桥梁安全，已经成为影响路桥衔接段正常通行的一大

障碍；本文以某省道改扩建项目为研究背景，针对项目中涉及到的路桥衔接段桥头“跳车”病害控制展开研究，深入阐

释了引发桥头“跳车”病害的成因，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和工程特点，提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桥头“跳车”病害的施工技术。 

1 项目概况 
省道 429线改扩建施工项目全线按照二级公路标准设计建设，设计时速 80km/h，常规路段路基设计宽度为 12.0m，集镇

路段路基设计宽度为 12.5m，路面铺装采用水稳碎石基层与沥青混凝土面层组合形式，路面分层结构形式详见图 1所示： 

 

图 1  路面分层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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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由改建段和新建段两部分组成，其中：改建段总里程 32.4km，新建段总里程 10km，项目桥梁数量较多，其

间涉及大量的路桥衔接段，为了避免出现桥头跳车病害，需要做好路桥衔接区域的施工处治工作。 

2 桥头跳车病害成因和原理分析 

2.1 桥头跳车病害成因分析 

诱发桥头跳车病害的因素众多，根据影响因素类型可进一步细分为间接因素和直接因素，间接因素包括：设计、

施工、环境、行驶工况等，而直接因素主要是间接因素引起的路基桥台部分的不均匀沉陷。以下就不同影响因素进行

简要阐述： 

（1）地基强度差异：因地基强度差异造成的不均沉降是造成桥头跳车病害的直接原因，由于桥台基础大部分使用

强度和刚度更好的钻孔灌注桩结构，导致桥台结构在荷载作用下的变形及沉陷较小，而与桥台连接的填方路堤段由于

填方路基承载强度低，或未经特殊处理，导致荷载变形和沉陷更加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间的不均匀沉陷差将

越发明显，造成的桥头跳车病害劣化程度将不断增强。 

（2）积水导致的土方冲刷流失：除了地基强度、刚度差异外，因降水和路面积水外排不畅造成的积水下渗也是桥

头跳车病害的一大诱因。由于路面排水不畅，在短期强降雨等恶劣天气条件下，大量无法外排的积水沿着路面下渗至

路基，在车辆荷载的连续作用下，渗透到路基中的积水持续冲刷路基土体，造成路基土方流失，最终破坏公路原有的稳

定路基结构，导致路基承载能力大幅下降，路桥衔接段的填方路堤开始出现明显的沉陷病害，最终诱发桥头跳车病害
[2]
。 

（3）设计施工缺陷：除了上述客观因素外，道路桥梁设计施工缺陷也是造成桥头跳车病害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

部分过境软土地基区域的公路，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软土路基处治设计方案，导致公路路基承载能力存在天然的缺陷，

出现工后沉降超过设计标准的概率较大。此外，桥头结构形式设计、桥台基础设计及桥台回填设计的差异，也会造成

不同程度的桥头跳车病害。施工阶段受多种不确定因素影响，施工单位为了加快工程进度，施工工艺无法完全按照施

工图纸和施工规范要求进行，譬如，桥台台背回填施工过快，未给土体沉降固结预留充足的时间，路基施工过程中未

对路基填料松铺厚度、压实度等指标进行严格控制，导致填方路堤整体的压实度不达标。 

虽然不同影响因素对桥头跳车病害的影响程度不同，但工程实际中的桥头跳车病害是多种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

果，因此，在解决桥头跳车病害的过程中也应该注重处治措施的全面性和综合性。 

2.2 桥头跳车病害原理分析 

不同设计构造形式对应的桥头跳车病害诱发机理存在一定的差异，以沥青混凝土路面铺装形式为例，工程上为了

缓解桥头跳车病害严重程度，一般会在路桥衔接段铺设刚度足够的桥头搭板，故本文重点分析柔性路面配合桥头搭板

设计形式下的桥头跳车病害诱发原理。车辆行驶至有桥头搭板的路桥衔接段时，理想化受力模型如下图 2 所示： 

 

图 2  理想化受力模型 

当车辆经由搭板从路面段过渡到桥面段时，如果车速过快，车辆在驶入搭板段时，可近似认为是沿圆弧运动，会

产生一定的向心力，从而削弱车辆自重，且车速大小与向心力大小大体呈正相关关系。但在实际驾驶过程中，当车辆

高速通过桥头搭板时，车速会显著下降，产生的向心力较小，对车辆自重的削弱作用极其有限，加之车辆驶入搭板的

瞬间，会对搭板产生一定的冲击作用，冲击荷载大于车辆自重的前轮分力，搭板将车辆冲击力传递到路面段和桥面段，

进而诱发各段的不均匀沉陷。随着沉陷的不断扩大，桥头搭板的倾斜角度持续增加，车辆的冲击作用效果将更加明显，

对应的不均匀沉陷病害将持续增加，形成严重的恶性循环。 

3 解决桥头跳车病害的施工技术研究 

3.1 优化台背路基填筑工艺 

填方路堤的超量沉降是造成桥头跳车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解决桥头跳车病害的实践中，应优先做好路堤沉降的

控制，首先应从优化台背路基填筑工艺入手。填方路堤之所以会出现严重的超量沉降，最终表现为路堤部分与桥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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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沉降的失调性，一方面在于路堤填筑材料本身，另一方面与路堤与桥台的填筑衔接方式有较大关系。传统的粘结式

搭接方式对应的接触面积较小，且无法发挥路基填料的水平及纵向抗剪性能，为了最大程度增加粘结面面积，同时发

挥填料间的抗剪强度，建议将结合面做成台阶形式，以桥墩以外 5m 为界，坡率设计为 1：1，并将结合面开挖成宽度和

高度均为 1m 的台阶，为了保证路基填筑质量，现场应采用分层填筑工艺，单层填筑厚度不能超过 150mm
[3]
。桥头台背

路基台阶型填筑示意详见下图 3 所示： 

 

图 3  桥头台背路基台阶型填筑示意 

3.2 加强台背地基与填方路堤处治 

桥台台背地基与填方路堤处治是控制桥头跳车病害的重头戏，以下分别从桥台台背地基处治和填方路堤处治两方

面分别分析： 

（1）桥台台背地基处治：台背地基处治主要针对不良地基开展，尤其是淤泥质地基、软土地基过境区域，必须加

强地基处治，以提高地基承载能力和抗变形能力。针对软土地基，常用的处治方法有：换填、排水、堆载预压、粉喷

桩等方式，为了加强地基处治效果，建议使用施工难度小且处治效果好的水泥搅拌桩处治技术，水泥搅拌桩能够顺利

穿越软土层，从而有效控制地基沉陷规模，提升地基固结成效
[3]
。水泥搅拌桩布置形式详见下图 4 所示： 

 

图 4  水泥搅拌桩布置形式 

（2）填方路堤处治：填方路堤处治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应加强台背路堤的夯实效果，为了克服台背

施工空间受限等客观因素限制，建议使用高速液压夯实机械完成台背强夯作业，高速液压强夯机械与普通夯实机械相

比，具有环境适应性好、夯实能量高、渗透深度大等优势，使用该夯实机械能够满足全厚度一体夯实，减少了分层夯

实作业量，极大地提高了夯实质量，经现场试验测定，经高速液压强夯后的压实度可达到 95%以上
[3]
。再者，应优选性

能达标的路基填料，填料选择应以高强、耐压实、透水性良好为标准，建议选用砂砾石、碎石、中粗砂、强度达标的

工业废渣等，同时应加强对填料混合料级配的优化设计，在强度和级配达标的前提下，优选透水性佳且材料内摩擦角

更小的填料，以增加施工沉降量
[4]
。严控路堤填筑施工流程和工序，主要做好分层填筑厚度、压实次数等相关参数的控

制，确保路堤施工质量达到设计及规范要求。随着路基填筑材料的发展，轻质路基填筑材料的广泛推广，极大地缓解

了桥头跳车病害严重程度，使用轻质土路基填筑料代替传统的路基填筑料，能够大幅降低路堤自重，从而降低地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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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力水平，进而控制地基沉陷，减少路堤与桥头二者间的不均匀沉陷差异量。目前，广泛使用的轻质路基土填料主要

为粉煤灰、泡沫轻质土等，此外，使用轻质土填料能够消化大量的工业废料，且施工难度更低，施工耗费的资源更少，

工程经济性更好
[4]
。 

3.3 合理布设桥头搭板 

相较于其它处治技术，搭设桥头搭板是最方便、最有效的桥头跳车病害处治技术之一，通过在路桥衔接段搭设搭

板，能够将二者间的不均匀沉陷通过搭板均匀分散到搭板两端，从而减少了桥头过渡段的不均匀沉陷水平，对于轻微

的不均匀沉陷过渡段甚至可以彻底解决桥头跳车问题。工程上常见的桥头搭板形式分为单板式和多段式两种，以下针

对两种搭板的结构形式和控制机理进行具体说明
[4]
： 

（1）单板式：顾名思义，单板式桥头搭板仅设置一段搭板，为了保证搭板的承载强度和刚度，一般会增设枕梁，

以提高搭板的抗弯刚度，为了优化搭板和路基结构之间的过渡性能，建议在承载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搭板

厚度。 

（2）多段式：多段式搭板由多个单板组合而成，设计长度介于 8m～10m 之间，为了控制多段式搭板的厚度，建议

将枕梁和拉杆布置在两段板之间，常见的多段式桥头搭板主要有两段式和三段式。在软土过境段，为了增强搭板的实

用性，搭板长度可适当延长，可将搭板底部打入混凝土桩内，进而形成桩板结构体系，桩板体系能够实现路面板与桥

头搭板之间的同步沉降，其防治桥头跳车病害的效果更好。 

4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以省道 429 线改扩建施工项目为背景，重点研究了桥头跳车病害的防治和解决措施，从桥头跳车

病害的成因和机理切入，最终从优化台背路基填筑工艺、加强台背地基与填方路堤处治及合理布设桥头搭板三方面给

出了具体的处治措施和建议，希望为桥头跳车病害治理提供解决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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