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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政路桥施工中应用预应力技术前的

准备内容

1.1 技术应用的设计

在应用预应力技术前，相关人员就应当针对预应力技术

的应用要点与实际施工情况来对技术应用方案进行科学设

计。因为预应力技术的引用原理为利用相关应力，所以，预应

力技术的应用方案通常会涉及到对钢筋拉应力、混凝土压应

力、混凝土拉应力等各类应力的设计，这就需要相关设计人员

在设计阶段对施工应力、材料应力等进行一定计算，以便施工

阶段能够对其应力进行科学、合理的调控。同时，在施工规划

的设计中，设计人员也应当对桥梁的极限承载状态与正常使

用状态加以考虑，并经由一定的计算得出施工中相关结构的

必需强度与材料应具备的应力，以此为基础，才能开展高质

量、高效率的路桥施工。

1.2 材料用具的选用

1.2.1 钢绞线选用

预应力技术的应用中，钢绞线材料通常会对预应力技术

的实际应用成效产生一定影响，这就需要相关人员重视钢绞

线材料的质量，并通过切实、合理的材料选择，为预应力技术

的应用打下坚实基础。现阶段，在预应力技术应用中较为常用

的钢绞线有普通钢绞线、矫直回火性钢绞线与低松弛性钢绞

线等类型。在上述 3 种类型中，低松弛性钢绞线拥有更为广泛

的应用范围，并且具备更强的耐用性能与材料成本低廉的优

势，经由低松弛性钢绞线与工程整体的配合，往往还能保障预

应力技术的应用质量与成效。在应用预应力技术的施工过程

中，对钢绞线进行选择时仍需先对实际施工情况进行细致考

察，工程中的空间位置、路桥结构等因素往往会与钢绞线的性

能互相影响，进而影响钢绞线与预应力技术的最终应用效果。

因此，在设计阶段通常就需要对钢绞线的选择、安置、装设等

进行综合考虑，并通过相关设计加以落实，确保所采购的钢绞

线能够满足施工需求。此外，在应用钢绞线前，通常还需施工

人员对钢绞线的转折位置、墩顶导向槽与转向横肋端部等部

位进行一定打磨，从而保障相关曲率、平滑度等数值能够满足

预应力技术的应用要求。

1.2.2 锚具选用

完整的预应力体系通常需要钢绞线与锚具的合理配合，

从而为预应力体系的构建打下基础。因此，在预应力技术的应

用中，锚具往往也占据着较为重要的地位。通常情况下，路桥

施工中对锚具的需求会随着预应力技术应用方式的不同而发

生改变，因此，在实际应用时，就需要相关人员针对所应用预

应力技术的不同方式采购不同类型的锚具以满足需求。一般

来说，人们将预应力技术的应用方式分为先张法与后张法两

类。先张法主要是在混凝土浇筑前通过锚具的辅助来应用预

应力技术，并在浇筑过程对锚具进行适度调节，从而对建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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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预应力施加作业。而后张法则是先进行混凝土的浇筑，通

过利用浇筑时所留下的预应力筋张拉孔道，从而在浇筑过程

利用锚具将穿过预留孔道的预应力筋进行固定，由此实现预

应力筋与构件的统一建设，形成坚固、高质量的施工整体结构

[1]，预应力筋的张拉过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预应力筋张拉过程

由于先张法与后张法所应用的施工环节不同，在实际施

工中就要根据应用方式的不同，切实、合理地选用相关锚具。

如针对先张法，可选择机械锚固类锚具，不仅能够通过一定的

加工作业来保障锚固作业的成效，还能通过其本身连接的简

单性，实现在混凝土灌浆前对预应力的张拉、调整工作，以保

障预应力技术的应用成效。而针对后张法则可采用摩阻锚固

性锚具，该类锚具往往能够通过形成锚旋作用来保障预应力

技术的应用质量，并且摩阻锚固性锚具通常还具备锚力吨位

大、锚固品种多、穿索方便等优势，往往能为预应力技术的应

用打下良好基础。相关锚固材料通常都具备良好性能，根据锚

固性能、优势的不同，需要相关设计人员根据施工需求的不

同，切实、合理地选用锚具，以确保锚具的性能优势能够得到

最大发挥。

1.3 材料用具的加固

为了保证工程结构的坚固性，在施工前通常还需对施工

材料进行一定处理，需要相关人员开展对施工材料的加固环

节。通过对施工材料的加固，不仅能够保障施工质量与施工安

全，为预应力技术的高效应用夯实基础，还能起到延长路桥工

程使用寿命的作用。具体材料的加固方式通常涵盖设置补强

层、优化建筑结构、改变受力体系等方式，而这些方式通常都

具备良好的加固效果。

2 市政路桥施工中预应力技术的具体应

用过程

2.1 混凝土浇筑环节的应用

预应力技术的应用主体通常为混凝土及相关结构，而作

为影响混凝土质量的混凝土浇筑环节，自然也成为预应力技

术应用的重要环节。在混凝土浇筑环节的实际应用中，通常需

要先确保所浇筑混凝土的材料质量，因此，相关人员就应重视

起混凝土的振捣质量，并通过采取一定措施，如严格按照相关

企划、切实选取振捣方式、应用新型振捣设施等，从而保证混

凝土振捣工作的质量。以高质量的混凝土振捣为基础，施工人

员通过降低振捣过程对预应力索的扰动干扰，从而起到保障

预应力技术应用成效的作用。同时，施工人员也应确保混凝土

结构质量良好，通过在混凝土浇筑后采取一定的维护与养护

措施，以便在确保混凝土浇筑质量的同时，避免混凝土结构受

到不良影响。通过覆盖湿麻袋、温湿保护膜等相关的温湿调控

措施，降低环境因素对混凝土结构产生的不良影响，由此保障

混凝土结构能够具备良好的刚度与稳定性。

2.2 受弯构件加固环节的应用

在路桥工程施工建设过程，受弯构件通常有较为广泛的

应用范围。通常情况下，对受弯构件的加固常会选取碳纤维材

质来保障构件质量，通过在相关的受弯构件上粘贴碳纤维片

材的方式，从而将碳纤维所具备的强度高、操作简单等优势发

挥出来，实现对混凝土结构的有效加固。在实际施工时，相关

人员仍需要在开展受弯构件加固施工前，先对受弯构件进行内

部检测，从而确定构件内部的应力值，并在其应力值过大时采

取一定的调控措施，预防内部应力过大而导致的拉应变与压应

变等问题。若构件本身的承载力已达到极限状态，那么，混凝

土压应力的变化也同样会达到极限状态，进而使加固过程转变

为加固至极限承载力的过程。因此，相关人员就可以利用构件

初始应变值与碳纤维片材应力值的反比关系，经过对加固过

程混凝土结构中应变增加量的检测，从而确定碳纤维片材的应

力数值，实现对碳纤维片材的性能检测。而构件结构中初始应

变值较大时常会导致碳纤维片材应力值较小，进而影响碳纤维

高强度优势的发挥效果，因此，相关人员应重视对碳纤维片材

中初始应力值的强化，通过在碳纤维片材的粘贴环节中应用预

应力技术，从而保障碳纤维片材的性能与加固施工的成效。

3 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预应力技术凭借着优良的技术效果已

经广泛应用于市政路桥的工程。因此，相关人员就应当对预应

力技术的应用过程加以重视，通过对技术应用的科学设计与

施工材料的合理选用，为预应力技术的高效应用打下坚实基

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各应用要点的注重与设计方案的落

实，真正实现高质量的市政路桥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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