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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高速铁路建设规模在不断扩大，桥梁施工技术

难度在不断增加，很多新型技术在桥梁工程建设中得到了有

效应用，尤其是连续梁施工技术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

逐渐成为铁路跨越河流、公路的首要选择[1]。基于此，文章介

绍了高速铁路工程连续梁施工特点，分析了高速铁路桥梁连

续梁工程施工技术，结合工程实例研究了高速铁路桥梁连续

梁工程施工质量控制。

2 高速铁路桥梁连续梁工程施工技术

2.1 挂篮施工技术

在高速铁路桥梁连续梁挂篮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

合理地划分穿越区域的区间，一般设置 3 个以上的区间，特殊

情况下根据施工现场实际要求进行划分[2]。连续梁节段、合龙、

边跨现浇段浇筑需要同时进行，合理地控制作业进度，并针对

实际作业实行人员负责制度，严格控制施工步骤，在边跨现浇

段施工过程中，桥梁边跨预应力实行单边张拉方式，确保预应

力管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将其设置在既定部位，在作业完成

后进行预应力管件施工，随后完成系统转变、边跨合龙，这样

挂篮作业在连续梁作业流程彻底结束。

2.2 合龙段施工技术

首先，在合龙段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针对两边跨进

行初次合龙，这样双悬臂会转变成单悬臂，并针对两边跨进行

二次合龙施工，使高速铁路连续梁承受整个应力。其次，在合

龙段施工过程中，底模架施工模式主要是挂篮施工，侧模板使

用挂篮侧模施工方式，将施工最初使用的两个挂篮转变成一个

挂篮，将挂篮从合龙段一段向另一端施工，在完成后，合龙段

施工的完成性基本完成。最后，在合龙段混凝土施工过程中，

技术人员需要监测施工温度，将温度变化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并在合理的季节进行合龙段施工，提高施工技术的整体质量。

2.3 预应力钢绞线技术

为了确保高速铁路桥梁的稳定性，施工企业往往会实行

预应力钢绞线，由加工厂集中加工钢绞线，其具有强度高、张

弛性能好等优势，满足了桥梁承载需求。在预应力钢绞线技术

施工过程中，施工技术人员需要根据相关标准，严格控制预应

力钢绞线施工过程，在预应力编束时，需要利用约 1m 的铁丝

向里捆绑，有效地处理编束完成的钢绞线，随后技术人员将钢

绞线运输到需要施工的桥梁下方，安排专业人员使用相关设

备在纵向方向对其采取对称性弹性拉压，在横向方向需要按

照规定的对称方式进行控制。

3 高速铁路桥梁连续梁工程施工技术的

质量控制

3.1 工程实例

某高速铁路桥梁工程布置为 50+3伊60+50=280m 连续梁，

上部结构主梁为 2.8m 等高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箱梁分左

右两幅布置，两箱梁中心距为 17m，两幅之间设 1m 宽纵缝。

每幅箱梁顶宽 16.0m，底宽 7.2m，翼缘悬臂长为 4.4m，为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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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腹板截面，边跨现浇段长 18.95m，合拢段均长 2m，该工程

主梁采用三向预应力体系，纵向预应力采用 12准15mm 钢胶

线，横向预应力采用 4准15mm 钢胶线，竖向预应力采用

准32mm 精轧螺纹钢。

3.2 连续梁施工质量控制

3.2.1 加强对施工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首先，做好施工项目管理工作，严格控制构件尺寸，在浇

筑作业过程中对混凝土进行充分振捣，及时养护浇筑完成的

混凝土构件，确保构件强度、弹性模量满足规范要求后，开始

进行下一节段工作。在安装预应力钢束的过程中，需要确保钢

束顺直，避免破坏波纹管，出现严重的应力损失。另外，专业机

构需要进行摩阻试验，提供钢束张拉力、管道摩阻系数、管道

偏差系数、锚具变形量等参数，为预应力张拉工序的有效进行

提供支持。其次，做好施工监控工作，合理地控制梁体应力和

标高，将实验室提供的试件强度和弹性模量反馈到监控系统

中，收集桥梁尺寸、标高和应力变化，及时地修正监控模型参

数，保证模拟计算的准确性。同时，通过模拟计算，实时纠偏和

修正桥梁施工中产生的问题。

3.2.2 优化施工现场的资源配置

在工程项目建设中，通过强化施工组织、细化资源配置、

明确人员岗位职责，遵循“保安全、保质量、保工期、保通过”的

原则，实现一次性通过验收。同时，项目部应对剩余工程进行

了有效控制，明确人员的责任目标，并对其进行考核，项目管

理人员深入施工现场，分析并解决了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优化施工现场的资源配置，落实施工组织内容，使得施工

节点取得了很大突破。

4 结语

综上所述，在高速铁路桥梁工程项目建设中，连续梁施工

是其中的关键，在后续施工和其他环节施工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由于高速铁路桥梁所处环境和地形具有一定的复杂性、特

殊性，这就对运行安全性、稳定性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这

就需要引进先进的施工技术，严格按照设计方案、施工规范操

作，提高高速铁路桥梁工作的整体质量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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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城市园林绿化施工技术要点简析

3.1 园林场地处理技术要点

城市园林场地处理技术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场地规划

和场地整理。园林场地规划指的是为了有效地促进城市园林

生态设计，将园林工程与城市发展相融合而进行的与垂直化

绿化及绿色建筑立体设计相关的设计工作；场地整理指的是

为了满足绿化植被的种植要求对施工场地进行的清理等工

作。绿化植物的种植地点要严格按照施工图标定位置进行确

定，并在每一个种植的穴位内放入有机肥。

3.2 绿化植物的种植技术

绿化植物种植技术可分为 4 个技术要点：淤土壤处理技

术要点：在植物种植之前，为了提升植物的成活率，需要对土

壤进行处理。对土壤进行处理时可先依据植物品种的不同确

定翻土的深度，如乔木类植物 60~100cm、草坪 20~30cm 等。

翻土之后需要在穴底放入有机肥、除去杂物等，并深耕 25~
30cm；对苗木的运输要点：苗木运输的过程中需要使用土球

将苗木的根部进行包裹。如果不能及时进行种植，应直立放好

周围用土培好；对确定不同苗木的种植密度：不同苗木对种植

密度的要求是不同的，对于乔灌木而言需要按照条形种植，花

灌木需要按照品字形种植；榆苗木的种植技术要点：在对苗木

进行种植时应以灰点为中心沿着四周向下挖穴，穴坑的大小

应按照土球的大小而定。

3.3 后期养护技术要点分析

园林绿化后，后期养护才是有效实现绿化的关键环节。种

植的苗木需要及时采取有效养护手段。比如，刚种下的苗木根

系尚不发达的，需要及时的淋水、施肥、拔草等，来促进其根系

尽快繁盛起来；有些苗木是要避免低温的，后期维护就要注意

防冻措施，比如，及时的包裹保暖等。

4 结语

人类对自身生活环境要求进一步提高，城市园林绿化也

就应运而生，逐渐发展壮大，城市园林绿化是一个烦琐和细致

的，需要多学科交叉协作才能共同完成。园林绿化不仅是一个

靠书本规范就能完成的，需要的是实际工作中的积累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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