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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工程“T”梁施工技术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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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T”梁是桥梁工程中广泛应用的主要承载构件，其施工质量直接关系着桥梁使用的结构安全和稳定，因此“T”梁在

桥梁工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就如何生产出符合设计和国家技术规范的“T”梁，在施工过程中如何精准把控影响“T”

梁质量的部分主要指标和技术参数进行分析，以及对这些指标、参数因控制不当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进行探讨，为从事桥

梁建设者们提供借鉴，有效提升“T”梁的建设质量，确保桥梁运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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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beams are widely used as the main load-bearing components in bridge engineering, and their construction quality 

directly affects the structural safety and stability of the bridge. Therefore, "T" beam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bridge engineeri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how to produce "T" beams that comply with design and national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how to accurately control the 

main indicators and technical parameters that affect the quality of "T" beams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explores the possible 

impacts and consequences of improper control of these indicators and parameters.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bridge builders, effectively 

improves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of "T" beams, and ensures the safety of bridge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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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桥梁工程中的“T”梁，作为桥梁主要承重构件之一，

广泛应用于公路、铁路、城市轨道等桥梁建设中，对交通

的安全运营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影响“T”梁质量的优

劣，涉及到多个技术参数，尤其是混凝土强度、施加预应

力、钢筋配置、“T”梁制作与养护等参数，均直接决定

着“T”梁的命运。在“T”梁制作过程中，精确的参数

控制能够有效保证“T”梁质量符合设计和国家技术规范

要求，确保桥梁安全运营；反之，则会对“T”梁的结

构安全产生严重影响形成质量隐患，给桥梁运营带来巨

大的安全风险，随时引发重大安全事故。为此，深入分

析“T”梁质量的主要指标及参数并合理控制这些指标，

对提升“T”梁施工质量和确保桥梁安全运营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1 影响“T”梁质量的主要技术指标与参数 

桥梁建设是交通工程建设领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较大跨径的桥梁建设而言，采用预制或现浇“T”梁作

为桥梁通行荷载的承重构件较为普遍。那么，怎样才能制

作生产出合格的“T”梁呢？这就要从影响“T”梁质量

的主要控制指标入手，严格把控其指标参数并使其满足设

计和规范要求，这样才能确保“T”梁质量，满足桥梁安

全通行的需要。现本文就这些指标在“T”梁构件中所起

的作用、对“T”梁的影响以及如何控制好这些指标等问

题进行逐个浅析如下： 

1.1 混凝土强度指标的作用及影响 

众所周知，混凝土强度指标是判断混凝土构件能否承

受各种外部荷载的最为基本、最为重要、最为关键的参数

之一，该指标将直接影响桥梁的承载能力、耐久性和稳定

性。由于桥梁需要反复承受车辆荷载，因此在建设较大跨

径桥梁工程中，均是采用高标号高强度混凝土作为浇筑桥

梁“T”梁构件的基本材料，合格的高标号高强度混凝土

其抗压性能、抗裂性能、耐高低温性能和耐腐蚀性能等一

系列指标，都能满足“T”梁受力特性需求，有效提高“T”

梁的抗压性能、抗疲劳性能和耐久性能，确保桥梁安全运

营并延长桥梁的使用寿命。另外，高标号高强度混凝土原

材料还便于就地取材，搅拌浇筑工艺简单，可塑性高，易

于工人掌握和操作等优点，为此被广泛运用于“T”梁的

浇筑中。但是，如果混凝土强度不满足“T”梁设计强度

要求时，将会导致“T”梁在运营中的塑性变形超标，致

使其表面将产生裂纹，受力集中部位出现混凝土破碎、剥

落等质量病害等问题，严重时还会引发梁身开裂甚至是结

构性破坏等事故，缩短“T”梁使用寿命，若不及时采取

整治措施，将可能会导致桥梁轰然垮塌，发生严重安全事

故，其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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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施加预应力的作用及影响 

随着我国工业事业的不断增强，为进一步提升桥梁跨

越能力，减少“T”梁钢筋用量，节省“T”梁造价，在

确保梁体不降低其使用功能和正常使用年限的前提下，我

国桥梁工程在梁体的生产中，引入钢绞线布置于梁体底部

并对其施加一定的预应力，使钢绞线与梁体共同受力承载

桥梁荷载。这一工艺应用，使梁体受力更加科学合理，结

构更加优化，节约了建设材料，降低了建设成本，桥梁使

用更加高效。 

施加张拉应力的大小是梁体有效工作的关键，严格按

设计和规范要求施加的张拉预应力，有助于“T”梁承载

并正常使用，若施加的张拉预应力过大（即超张拉），将

会使梁体反拱度超出设计和规范值，可能导致梁体混凝土

开裂甚至使钢绞线断裂，发生人员伤亡、梁体毁坏等安全

事故；若施加的张拉预应力过小（即欠张拉），又将会使

梁体反拱度达不到设计规范要求，梁体在承载中不能充分

发挥其承载能力，丧失应有的功效。故施加“T”梁钢绞

线预应力的大小，必须严格按设计图和国家技术规范的规

定预以科学计算，精细控制，谨慎施加，才能使“T”梁

发挥其最大功效。 

1.3 钢筋配置的作用及影响 

“T”梁钢筋配置是“T”梁设计和施工的重要环节，

合理的钢筋配置能增强梁体的结构强度和整体刚度，有效

改善梁体受力性能、提高其整体性、增强其稳定性及抗震

性能。使桥梁在运营中，能均匀有效分摊和分散车辆荷载，

并将荷载传递给桥梁下部结构，延长桥梁使用周期，确保

桥梁结构不易发生损坏。反之，若钢筋配置不当，将使梁

体抗弯、抗剪能力不足，或者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过度变形

或开裂现象，甚至引发结构失效。特别是在高负荷、复杂

受力环境下，会导致梁体受力不均，引发梁体裂缝或局部

破坏，严重时会影响桥梁安全使用。比如钢筋配置过多会

增加施工制作难度，浪费建设成本；钢筋配置过少会降低

梁体承载力，引发质量安全事故；再如钢筋锚固长度不足，

使钢筋与混凝土结合不紧密，使混凝土局部单独承力引发

其破损、脱落或滑移；弯折角度不当会使钢筋失去应有的

承载力，降低构件抵抗性能。因此，科学合理的钢筋配置，

不仅能有效提升“T”梁的结构安全性，还能提高桥梁使

用的耐久性能，延长使用寿命。 

1.4 “T”梁制作养护的作用及影响 

质量上乘的“T”梁离不开操作工人的细心制作和耐

心养护。“T”梁的制作养护工作需涉及模板工、钢筋工、

混凝土工、张拉工、质量检测工以及专职养护工等多工种

相互配合、精诚协作才能完成，这些工序都紧密相连、环

环相扣、缺一不可。只有各工种对每一道工序都精雕细琢，

养护充足，才能确保“T”梁在梁体完整度、梁体强度和

刚度还是梁体结构尺寸、梁体表面工艺等都完美无缺、无

可挑剔，才能确保“T”梁质量符合设计和国家规范要求，

才能确保“T”梁质量安全稳定。 

如果“T”梁制作工艺粗糙，养护不充分，各道工序

操作不到位，将会给梁体带来一系列严重的质量问题，甚

至使“T”梁报废。比如模板强度和刚度不足，将会使梁

体混凝土浇筑时出现几何变形甚至暴模、脱模等情况，使

梁体尺寸不符合设计要求，混凝土密实性差、强度低。模

板表面不光滑或混凝土浇筑前未涂抹脱模剂，会使脱模困

难，从而使混凝土表面工艺粗糙，出现蜂窝、麻面、残边、

缺角等质量缺陷；又如梁体钢筋间距不严格按设计要求绑

扎，或在安装绑扎时不注意控制钢筋保护层厚度，使梁体

承载时产生受力不均，抗弯抗剪能力不足，梁体表面露筋

等质量缺陷，降低“T”梁承载能力和耐久性功能；再如

梁体混凝土浇筑振捣不充分不到位，会使混凝土出现空洞、

蜂窝、麻面、混凝土密实度差等质量问题，如果浇筑振捣

过度又会使混凝土产生离析，同样影响“T”梁质量等；

还如混凝土养护不充分不到位，将会降低混凝土强度，情

况严重时将导致梁体开裂等质量问题。 

2 “T”梁质量主要技术指标的控制 

针对以上各主要技术指标对“T”梁所起的作用和质量

的影响，使我们认识到这些指标对“T”梁质量的重要性，

以下我们就如何控制好这些重要指标和参数作简要浅析。 

2.1 混凝土强度的控制 

由于桥梁“T”梁构件是采用高强度混凝土浇筑制作

而成，这种高强度混凝土具有凝结时间短、水化热剧烈、

散热量大、强度增长快等特点，因此在混凝土浇筑前需做

好以下工作。 

2.1.1 水泥选用 

选用与混凝土强度相匹配且符合现行《通用硅酸盐水

泥》（GB 175）规定的水泥，水泥品种和强度等级应通过

混凝土配合比试验选定，其特性应不会对混凝土的强度、

耐久性和工作性能产生不利影响，当混凝土采用碱活性集

料时，宜选用含碱量不大于 0.6%的低碱性水泥。 

2.1.2 细集料选用 

采用级配良好、质地坚硬、颗粒洁净、细度模数在

3.7～2.3 的天然河砂，当河砂不易采到时，可采用符合技

术指标规定的其他天然砂或机制砂，但是细集料不得采用

海砂。 

2.1.3 粗集料选用 

粗集料应选用岩石强度高、含泥量小于 3%、连续级

配、针片状含量小、吸水力低的碎石。对于高强度混凝土

而言，还需对粗集料进行岩石抗压强度检验，其检验值与

混凝土强度等级之比对于 C60 及以上混凝土应不小于 2，

对于其他强度等级混凝土，其比值不应小于 1.5。粗集料

的颗粒级配宜采用连续级配且需符合规范要求。粗集料最

大粒径不得超过钢筋净距的 3/4，在钢筋结构比较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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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其最大粒径不得超过钢筋净距的 1/2 且不超过

75mm。混凝土应避免使用具有碱活性反应的粗集料，必

须采用时应进行试验合格且采取抑制措施处理。粗集料在

生产、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不得混入对混凝土有影响的有

害杂质。进入工地应按其品种、规格有序堆放。 

2.1.4 混凝土搅拌用水选用 

采用符合国家标准的饮用水，当采用其他水源或水质

有疑问时应对水质进行检验，其检验的各项指标参数应符

合规范要求，水中不得含有油脂、泡沫等污染物，且要求

水质清澈无异味，不得使用海水进行拌制混凝土和养护混

凝土。 

2.1. 5 外加剂选用 

为改善高标号高强度混凝土的某些性能特性，以更有

利于混凝土浇筑，在日常的“T”梁混凝土浇筑中，常常

使用外加剂与混凝土一起进行拌合浇筑，合格的外加剂具

有良好的相容性。所以使用的外加剂时，应经具备相关资

质的检测机构检验并附有检验合格证明的产品，其质量应

符合现行《混凝土外加剂》（GB 8076）的规定，且在使

用前应按现行标准规定进行复检，待结果满足要求后方可

使用。外加剂的品种和掺量应通过试验确定。 

2.1.6 混凝土配合比的确定 

混凝土配合比是关系到混凝土强度的一项十分关键

的指标，它直接决定着混凝土的强度等级、耐久性、抗裂

性等重要性能，因此，对于混凝土配合比特别是高标号高

强度等级的配合比，在试配时应采用施工时使用的原材料，

根据工程项目的施工技术条件，并提高一个强度等级进行

科学计算试配确定。混凝土拌制前应将试配确定的理论配

合比换算成施工配合比并经批准后才能使用。合理配合比

能够确保水泥、砂、石子和水的比例协调，从而使混凝土

形成均匀致密结构，满足配制强度、力学性能和耐久性能

的设计要求，提高梁体的抗压抗弯能力。在拌制混凝土过

程中，为利于施工需要，需改善混凝土拌合物某方面的性

能，为此在混凝土拌制过程中需添加适量的外加剂，所添

加的外加剂应符合规范要求外，还需满足下列规定：一是

外加剂用量应科学计算确定；二是在混凝土中，不准掺用

含氯离子的氯盐；三是减水剂宜采用聚羧酸类减水剂；四

是混凝土中各种氯离子总含量不得大于胶凝材料总质量

的 0.02%；五是从各种组成材料引入的氯离子总含量（折

合氯盐含量）不得超过 0.06%；六是掺入引气剂的混凝土，

其含气量按不同环境类别和作用等级确定。同时还应对混

凝土中含碱总量控制在每立方混凝土一般桥梁小于 3kg，

特殊重要桥梁小于 2.1kg，当混凝土位于侵蚀环境时，严

禁使用碱活性反应集料。 

2.1.7 混凝土的拌制与运输 

拌制混凝土时，其配料采用标定合格的自动计量装置

进行计量配料，确保原材料计量精确，各种固体原材料应

按质量进行计量投料，搅拌水和液体外加剂按体积计量投

料，原材料配料数量的允许偏差：水泥、干燥状态的掺合

料采取现场拌制时不得超过±2，采取预制场或集中搅拌站

拌制时不得超过±1；粗细集料采取现场拌制时不得超过

±3，采取预制场或集中搅拌站拌制时不得超过±2；搅拌

用水、外加剂采取现场拌制时不得超过±2，采取预制场或

集中搅拌站拌制时不得超过±1。混凝土采用机械拌制的最

短搅拌时间应根据混凝土搅拌技术要求经试验确定，并搅

拌至混凝土质地均匀、颜色一致、没有离析、泌水现象。

对施工现场混凝土搅拌完毕后应检测拌合物各项性能指

标：一是混凝土坍落度及损失，坍落度可仅在搅拌地点取

样检测；二是拌合物的工作性能、泌水率、含气量等指标

进行检测。 

混凝土的运输应与混凝土的浇筑、凝结速度匹配，使

混凝土运至浇筑现场时仍能具有其均匀性和适宜的坍落

度且使浇筑工作不间断。当使用商品混凝土时，其运输应

采用专用的搅拌运输车或泵送方式输送，对于严寒或炎热

天气情况，搅拌运输车的搅拌罐和泵送管道应采取保温或

隔热措施；采用其他方式运输时其运输的距离不得超过

100m，且不得使混凝土产生离析现象。使用专用的搅拌

运输车运输时，在运输的路途中，搅拌运输车的搅拌罐应

保持 2～4r/min 的转速慢速搅动，运至卸料地点后，在卸

料前搅拌运输车应使用快挡旋转搅拌罐不少于 20s。当运

至浇筑地点的混凝土发生离析、泌水或坍落度不符合要求

等现象时，应当使用运输车搅拌罐及时进行第二次搅拌，

在第二次搅拌的过程中不宜加水，当确实有必要必须加水

时，在保持其水胶比不变的情况下可同时添加水、相应的

胶凝材料和外加剂；当第二次搅拌后仍然存在离析、泌水

等不良情况时，则此混凝土作报废处理。混凝土使用泵送

运送时应符合以下规定：一是输送泵能正常连续工作，泵

送过程中的中断时间不得超过 15min。泵送中料斗内应具

一定数量的混凝土，以防空气进入产生阻塞；二是要求输

送管做到顺直、转弯圆缓、接头不能漏气；三是向低洼地

方泵送时要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混凝土产生离析、堵塞

输送管。 

2.2 预应力的控制 

对梁体钢绞线施加预应力，是“T”梁承载能力最为

关键的指标之一，因此在制作梁体工作中，尤其要特别重

视并做好梁体预应力施加的每一个环节每一道工序。施加

梁体预应力首先要对采购的钢绞线、波纹管、锚具、夹具、

锚垫板、连接器等预应力组件产品的质量严格控制；其次

是对这些组件的安装就位精度进行控制；再次就是对施加

预应力的先后顺序和施加预应力大小以及预应力的锚定

进行严格把控，最后就是对预应力管道灌浆质量进行控制。 

2.2.1 钢绞线和波纹管 

应在生产规模较大的正规厂家采购，采购的钢绞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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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纹管应符合现行《预应力混凝土用钢绞线》（GB/T 5224）

和《预应力混凝土用金属波纹管》（JG 225）的规定，且

要求厂家出具合格证、力学性能试验报告以及质量保证书

等书面资料。钢绞线进场时应分批检验，每批次样品不得

超过 60t，检验时从中任取 3 盘，从每盘端部取样开展外

观质量、直径大小和力学性能试验。当少于 3 盘时，应逐

盘取样试验。试验结果只要有不合格指标时，则该不合格

盘钢绞线作报废处理，又另外从该批次还没有取样试验过

的钢绞线中，取 2 倍数量试样进行复验，如仍然有一项指

标不符，则该批钢绞线为不合格产品不得使用。 

管道进场后应按批量分型号、类别、规格、外观、数

量、尺寸及集中荷载下的刚度、抗渗漏及抗弯曲渗漏等指

标进行检验。金属波纹管每批不超过 5000m，塑料波纹管

每批不超过 10000m，检测时当有一项指标不合格，应取

双倍数量的试件进行复检，复检仍不合格则该批产品鉴定

为不合格，不得使用。 

2.2.2 张拉设备组件 

锚具、夹具及连接器等张拉组件应严格按照要求采购，

其性能和质量应符合现行《预应力筋用锚具、夹具和连接

器》（GB/T 14370）的规定。张拉组件进场时应对其外观、

尺寸、硬度以及静载锚固性能等指标进行检测。锚具应具

有分级张拉、补张和放松的功能，对具有锚固多根预应力

筋的锚具，需应具有整束张拉的功能又具有单根张拉的性

能，针对夹片式锚具应有防松功能，所有锚具锚口的摩阻

损失率不得大于 6%。夹具应有自锚、松锚和多次使用的

性能，主要锚件应有防锈性，重复使不得少于 300 次。在

梁体内的永久性预应力筋连接器应符合锚具功能要求。锚

垫板应有足够的强度和刚度且应具有对中止口、压浆孔或

排气孔，压浆孔内径不得小于 20mm。张拉组件在存放、

搬运及使用过程中应妥善防护，避免锈蚀、沾污、损伤、

混淆和散失。 

2.2.3 张拉机具设备和仪表 

施加张拉力最好使用穿心式双作用类型的千斤顶，当

梁体需要整体张拉或放张时，最好使用带有自锚功能的千

斤顶，使用的机具张拉力至少应为设计张拉力的 1.5 倍，

同时不得小于 1.2 倍，配套使用的压力表最好选用防振型

产品，压力表刻度的最大读数应为张拉力的 1.5～2 倍，

并且要求压力表的标定精度不得低于 1.0 级。上述张拉设备

使用前应经国家授权的相关技术机构进行校正、检验和标定

后，测量的数据结果才具有法定效力。当上述设备使用 6 个

月及以上，或者张拉工作次数超过 300 次，或者工作时出现

异常，或者机具设备检修，或者发生配件更换等情况时应重

新送国家授权的相关技术机构进行校正、检验和标定。 

2.2.4 预应力的施加 

施加预应力前应做好以下准备工作：一是应具备经监

理工程师批准的详细张拉方案和张拉作业指导书；二是经

具有相关资质机构培训合格的张拉操作人员；三是具有能

保证安全的防护措施；四是张拉组件设备安装正确；五是

梁体自身已达到设计要求的弹性模量和张拉强度。在张拉

时工具锚与工作锚应之间的每根预应力筋不得有错位、扭

绞等不良情况，同时千斤顶、预应力筋和锚具三者的中心

线应在同一抽线上。张拉先后顺序和张拉应力控制应严格

按照设计进行操作，当预应力张拉采用应力控制法时应对

预应力筋的实际伸长量进行校核，并且其实际伸长量与理

论伸长量的偏差应控制在±6%以内，如果实际伸长量超出

偏差控制值范围时应暂停张拉，待查明偏差的具体原因并

采取相应调整措施后方可继续操作。预应力张拉开始时，

应先将张拉力调整到张拉控制应力 10%～25%的初应力，

同时预应力筋的伸长量从调整后的初应力时开始量测，而

张拉应力控制精度宜为±1.5%。预应力施加完成后，预应

力筋应在张拉应力处于稳定状态下进行锚固，预应力筋锚

固后的实际张拉力与设计张拉应力的大小不得超过±5%，

且同断面的有效预应力均匀度不得超过±2%。 

当整套张拉工作完成后不得大力敲击或振动锚具，当

放松预应力筋时，若使用的是夹片式锚具时，则应用专门

的放松装置进行放松；若使用的是支撑式锚具时，则应用

张拉设备进行放松，同时应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针

对梁体预应力筋张拉作业，最好用信息化数据处理系统对

各张拉参数进行采集，并做好施工记录。 

2.3 钢筋配置的控制 

“T”梁钢筋的配置，首先应从钢筋采购源头抓起。

桥梁工程中采用的各种型号普通钢筋均应符合设计用钢

筋要求以及现行的《钢筋混凝土用钢筋第 1、2 部分热轧

光圆钢筋、热轧带肋钢筋》（GB/T 1499.1；GB/T 1499.2）,

以及《钢筋混凝土用余热处理钢筋》（GB13014）、《冷轧

带肋钢筋》（GB/T13788）等规范规定。 

2.3.1 钢筋采购 

桥梁工程所用各型号钢筋应尽量采用正规厂家生产

的产品，在采购时要求厂家具有产品的合格证书、质量

证明书、试验检测报告单原始资料。钢筋进场时，应邀

请监理单位的相关监理人员一起，共同检查其钢筋的原

始资料、钢筋外观质量和相关标志并做好台账登记记录，

同时，还应按照技术规范规定按一定频率取样送试验室，

依据不同钢种、牌号、规格、等级及钢筋的力学性能等

指标参数进行详细试验检测，待各种检测指标都合格后

才能投入使用。 

2.3.2 钢筋运输及存放 

钢筋在运输路途中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对其保护，

避免锈蚀、污染或被压弯变形等不良情况的发生；钢筋运

入工地后，应按照不同的品种、规格分批次、分类别有序

摆放存储，同时应分别对各品种、各规格、各批次、各类

别的钢筋设立醒目并易于识别的标志标牌。钢筋在工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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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时应放置于垫木或台座之上，不得直接堆放于地面，不

得混杂存放，存放期限不得超过 180d；钢筋存储地应设

防排水等设施，顶部应用合适的薄膜、油毡等材料覆盖，

防止雨水浸蚀而使钢筋产生锈蚀。 

2.3.3 钢筋加工 

钢筋加工最好采用数控化机械设备在专用厂房中集

中下料加工，加工的形状、尺寸应严格按照设计尺寸并结

合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下料制作，钢筋加工允许偏差应符合

规范要求，加工成型的钢筋成品表面不应有削弱钢筋截面

积的伤痕等缺陷。 

2.3.4 钢筋连接 

“T”梁受拉主筋一般采用机械连接接头，而其余钢

筋因梁体钢筋结构较为复杂而一般采用绑扎连接。受力钢

筋的接头应错开内力较大区域并交错布置；对焊接和机械

接头，同根钢筋不得出现两个接头；对绑扎接头的钢筋，

接头之间的间距不得小于 1.3 倍钢筋搭接长度。当钢筋采

用焊接接头时，接头长度若采用双面焊时不得小于 5d（d

为钢筋直径），若采用单面焊接时不得小于 10d，同时接

头不得位于构件最大弯矩部位。当受力钢筋采用机械连接

时，连接接头的材料、制作和安装以及质量检验和验收，

均应符合现行《钢筋机械连接用套筒》（JG/T 163）和《钢

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的规定；机械连接处的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应符合混凝土受力主筋设计保护层厚

度且不得小于 20mm，连接件与连接件之间、连接件与钢

筋之间的横向净间距不得小于 25mm。 

2.3.5 钢筋绑扎与安装 

“T”梁钢筋绑扎宜采用 0.7～2.0mm 铁丝扎牢，必

要时可采用点焊焊牢，针对直径 25mm 及以上钢筋，宜采

取双对角线的十字形方式绑扎。对于结构或构件拐角处的

钢筋应全扎，中间平直部分可交错绑扎，但是绑扎交叉点

应不少于全部交叉点 40%以上。在绑扎中应注意箍筋应

与主筋垂直，绑扎钢筋的铁丝丝头不得进入混凝土保护层。 

安装钢筋时其钢筋的级别、直径、根数、间距等应符

合设计，对多层多排钢筋应在其间隔处设立架立钢筋或者

支撑钢筋，但该钢筋端头不得占用混凝土保护层。当安装

的钢筋过密，会对混凝土的浇筑产生影响时，应联系设计

予以解决。为确保钢筋混凝土保护层厚度，在安装钢筋时，

钢筋与模板之间应交错分散设置混凝土垫块进行塞垫，其

数量每平方米不得少于 4 个，重要部位适当加密。钢筋混

凝土垫块的密实性应满足技术要求，垫块自身强度不得低

于结构混凝土强度，垫块厚度的正误差不得大于 1mm，

但不得产生负误差。 

2.4 “T”梁制作养护 

2.4.1 混凝土梁体浇筑制作 

首先应结合实情编制出合理的混凝土浇筑方案，并确

定浇筑顺序、浇筑工具、防裂措施、保护层厚度控制等措

施报监理工程师审查同意；同时对“T”梁混凝土基座或

者现浇时所需支架、模板、钢筋和预埋件等进行检查；对

模板内的杂物、积水等进行清理；检查并堵塞模板缝隙孔

洞以防漏浆；对混凝土的和易性、均匀性、坍落度等指标

进行检测。倾卸混凝土时防止产生离析现象，当倾卸落差

不得超过 2m 时，可采取直接倾卸混凝土；当倾卸落差超

过 2m 及以上时，则应设置串通、溜管（槽）等设施倾卸

混凝土；浇筑混凝土时，应按一定顺序方向分层浇筑，注

意应尽量赶在下层砼初凝时间前浇筑完成上层混凝土的

浇筑，当采用流水法同时对上下层砼进行浇筑时，其上、

下层砼浇筑之间的间距应相隔 1.5m 以上，在倾斜面上浇

筑砼时，首先从低处开始浇筑，然后再逐层扩展抬高，每

一层保持水平分层浇筑。当混凝土使用插入式振动器捣实

时，振动器每一棒振动移位的间距距离不得大于振动器作

用功能半径的 1.5 倍，当振动器靠近侧模振捣浇筑混凝土

时，其振动棒距离侧模的距离应保持在 50～100mm 之间，

振动棒插入混凝土振捣的深度一般宜为 50～100mm；当

砼捣实是采用附着式振动器时，附着式振动位置点之间的

距离布置，应根据振动机具的性能和砼结构形状经试验确

定。每一棒或每一次砼振捣时间宜为 20～30s，振捣时以

砼不再下沉、出现的气泡量极少、表面出现浮浆时的状态

为宜。梁体混凝土浇筑工作应连续并直至浇筑完成一片梁

体，中途原则上不得中断，因特殊情况需要中断时，其中

断的时间间歇不得迟于前层砼的初凝时间。同时混凝土的

制作总时间应符合规范规定。在较为干燥、风速较快的特

殊条件下浇筑时，就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失水而导致

砼开裂。在浇筑期间应随时做好相关巡检工作并详细记录

好施工制作情况。当砼强度未达到 2.5MPa 以前时，其梁

体不得承受荷载。 

2.4.2 混凝土梁体养护 

梁体养护应根据各种实际情况并结合砼的性能等因

素编制好具体的养护方案报监理工程师审查同意后严格

实施。砼浇筑收浆后尽快采取措施进行覆盖，并洒水保持

湿度开展养护工作。特别是对高强度和高性能混凝土，要

高度重视并加强初始期的保湿养护作业，当条件许可时，

可立即在浇筑完成的混凝土表面上方加设棚罩，待砼收浆

后立即予以覆盖洒水养护。如果梁体模板（木模）未拆除

时，应保持模板湿润，拆除模板后仍应对混凝土进行覆盖

洒水养护直至达到养护期限；尤其在低温、干燥或大风的

情况下拆除模板时，应立即采取覆盖、保温等措施，防止

砼失水开裂。混凝土养护用水严禁使用海水，混凝土洒水

保湿养护时间应不少于 7 天，对于结构混凝土应酌情延长

养护时间，并使砼表面始终保持湿润状态，当气温低于 5℃

时不得使用冷水养护。 

3 结束语 

“T”梁质量的好坏，对桥梁整体性能和使用功能具



城市建设与规划·2025 第2卷 第3期 

Urban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2025,2(3)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9 

有十分重要的决定作用。要想“T”梁质量过硬，就必须

从梁体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指标参数等细节入手并对其

控制，使之符合设计和规范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生

产出合格的“T”梁产品，才能保障桥梁的安全使用，才

能对得起人民赋予我们每一个交通建设者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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