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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说 明 

一、 工程概况 

乌审街小桥位于东胜区乌审西街上，跨越河流。目前该桥交通状况一般。图 1.1 为乌审街

小桥地理位置示意图。 

 
图 1.1  乌审街小桥地理位置示意图 

该桥为一座东西走向的简支梁桥，桥梁中心线与河道中心线正交，桥梁全长 26m，跨径

组合为 13.0m+13.0m。图 1.2 为乌审街小桥正面实景照，图 1.3 为乌审街小桥侧面实景照。 

  
图 1.2  乌审街小桥正面实景照       图 1.3  乌审街小桥侧面实景照 

上部结构每跨由 30 榀钢筋混凝土空心板梁组成，梁间横向联系采用铰缝，梁端下设板式

橡胶支座。下部结构采用轻型桥台、实体式桥墩。 

桥面总宽 30m，桥面布置由北向南为：0.5m 栏杆+2.5m 人行道+10m 车行道+0.4m 栏杆

+13.6m 车行道+2.5m 人行道+0.5m 栏杆，桥面铺装面层采用沥青混凝土，人行道铺装采用大

理石。桥面在 0#桥台、2#桥台处设型钢伸缩缝。桥面两侧采用铁艺栏杆，高 1.4m，宽 0.5m。 

该桥修建于 2006 年，设计荷载未知，现桥头未设限载标志牌。2018 年 10~11 月，上海同

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该桥进行常规定期检测，该桥技术状况总体评定为 C 级桥（合格状态）。

本次受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市政管理局委托，现针对检测报告中的病害进行维修，以确保桥梁

运营安全。 

二、 设计依据及规范 

（1）《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2011） 

（2）《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JTG 3362-2018） 

（3）《城市桥梁养护技术标准》（CJJ 99-2017） 

（4）《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2013） 

（5）《城市桥梁结构加固技术规程》（CJJ/T 239-2016） 

（6）《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2-2008） 

（7）《东胜区乌审街小桥检测报告》（上海同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三、 桥梁主要病害 

为了便于说明，对该桥主要构件进行编号，上部结构主梁由北向南依次编号，下部结构

墩台由东向西依次编号，墩台立柱由北向南依次编号，编号示例：1-2#桥墩立柱表示 1#桥墩

位置由北向南数第 2 根桥墩立柱，0-1-1#梁表示 0#桥台与 1#桥墩之间由北向南第 1 榀主梁。 

3.1 上部结构 

1、部分主梁梁底存在横向裂缝，裂缝主要分布在 L/4~3L/4 范围内，其中部分裂缝处伴有

1 



                                                                                                                           2 
渗水痕迹，个别裂缝处已有白色结晶物形成。目前最大裂缝宽度为 0.14mm，未超过《城市桥

梁养护技术标准》（CJJ 99-2017）规定的裂缝宽度限值。 

该裂缝是主梁在荷载作用下梁底产生的正弯矩裂缝，为受力结构性裂缝。裂缝处渗水表

明梁体空腔内存在积水，现场对空心板梁空腔位置钻孔，有大量积水流出。空腔内积水主要

是由于空心板梁梁端堵头破损或开裂，桥面雨水进入空腔内，空腔内积水增加梁体自重，不

利于结构受力，梁底存在横向裂缝，空腔内积水沿裂缝渗出，带出混凝土中的 Ca（OH）2，

与空气中的 CO2 反应生成 CaCO3 白色结晶物，同时空腔积水易促使主梁钢筋产生锈蚀，不利

于主梁耐久性，进而影响主梁承载能力，对于寒冷地区，梁内积水在冬季结冰，体积膨胀，

严重者可将梁体胀裂，甚至破坏。 

  
图 3.1.1  上部结构主梁正弯矩裂缝典型照片 

 
图 3.1.2 空心板梁空腔内积水 

 上部结构主梁正弯矩裂缝汇总表 表 3.1.1 

桥跨 构件号 裂缝分布范

围 
裂缝宽度

（mm） 
裂缝是

否超限 
裂缝渗水

情况 
空腔内是

否积水 

第 1 跨 10#~11#梁、17#~18#梁、

20#梁、22#~25#梁 
距 1#桥墩

2~11m 0.14 否 渗水、白色

结晶物 是 

第 2 跨 7#~9#梁、17#~23#梁、

29#~30#梁 
距 1#桥墩

2~11m 0.14 否 渗水、白色

结晶物 是 

2、部分主梁梁间铰缝存在渗水现象，其上对应为人行道，渗水是由于人行道防水措施失

效所致。主梁梁间铰缝渗水情况汇总见下表。 

  
图 3.1.3  主梁梁间铰缝渗水典型照片 

 主梁梁间铰缝渗水情况汇总表 表 3.1.2 

构件号 范围 对应桥面情况 是否存在纵向裂

缝 
是否形成单梁受

力 
0-1-3~4#梁间 贯通 车行道 否 否 

1-2-27~28#梁间 贯通 人行道 否 否 

1-2-28~29#梁间 半贯通 人行道 否 否 

1-2-29~30#梁间 贯通 人行道 否 否 
3、部分主梁梁底存在泛白现象，局部有白色结晶物生成，现场对泛白主梁进行空腔积水

检查，发现空腔内有大量积水排出，空腔内积水主要是由于空心板梁梁端堵头板破损或开裂，

桥面雨水进入空腔内，空腔内积水增加梁体自重，不利于结构受力，同时积水易引起钢筋锈

蚀不利于主梁耐久性理。主梁梁底泛白汇总见下表。 

  



                                                                                                                           3 

  
图 3.1.4  主梁梁底泛白典型照片 

 主梁梁底泛白汇总表 表 3.1.3 

桥跨 构件号 是否有结晶物 

第 1 跨 1#~9#梁、12#~16#梁、26#~30#梁 是 

第 1 跨 19#、21#梁 是 

第 2 跨 1#~6#梁、10#~16#梁、24#~28#梁 是 

3.2 下部结构 

1、该桥墩台表面均有渗水痕迹，目前已造成渗水位置局部混凝土冻融破损，面积总计

0.8m2，这将不利于下部结构的耐久性。下部结构混凝土破损汇总见下表。 

  
图 3.2.1  桥台台帽渗水典型照片 

 下部结构混凝土破损汇总表 表 3.2.1 

构件号 范围 面积（m2） 

0#桥台台帽 位于 0-1-18#~22#梁下方 0.3 

1#桥墩盖梁 东侧面位于 0-1-3#梁下方 0.2 

1#桥墩盖梁 东侧面位于 0-1-27#~28# 0.3 
2、0#桥台台帽和 1#桥墩盖梁挡块存在混凝土开裂、破损现象。 

 
图 3.2.2  挡块开裂、破损典型照片 

3、全桥墩台南侧外包饰面砖脱落。 

 
图 3.2.3  桥台外包饰面砖脱落典型照片 

3.3 桥面系及附属结构 

1、第 1 跨桥面铺装距北侧路缘石 2m、3m、4m、5m 存在纵向贯通裂缝，桥面铺装存在

纵向贯通裂缝，裂缝对应为梁间铰缝位置，目前梁间铰缝底部暂未出现渗水现象，表明梁间

铰缝已出现损伤但未完全破坏，需及时封闭纵向裂缝并加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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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桥面铺装纵向裂缝典型照片 

2、1#桥墩上方桥面铺装存在横向裂缝。这是由于主梁在活载作用下变形而导致梁端产生

转角，使梁端桥面连续部位受到较大拉应变，当实际拉应变超过混凝土极限抗拉强度时桥面

铺装产生横向裂缝，桥面雨水易通过裂缝渗至下部结构，对其耐久性存在一定的影响。 

 
图 3.3.2  桥面铺装横向裂缝典型照片 

3、两端桥头接坡存在铺装存在开裂、破损现象。 

  

图 3.3.3  桥头接坡铺装开裂典型照片 

4、两端桥台处伸缩缝内被杂物堵塞，这将不利于梁体的自由伸缩。 

 
图 3.3.4  伸缩缝堵塞典型照片 

5、0#桥台处伸缩缝距南侧路缘石 6m 处型钢伸缩缝伸缩缝混凝土保护带开裂、破损。 

 
图 3.3.5  型钢伸缩缝型钢断裂典型照片 

6、全桥南北两侧管线支架锈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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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6  管线支架锈蚀典型照片 

3.4 支座病害 

1、1-2-9#梁西端南侧支座存在橡胶开裂现象。 

 
图 3.4.1  板式橡胶支座开裂典型照片 

2、1-2-11#梁西端支座垫石破损。 

 

 
图 3.4.2  板式橡胶支座垫石破损典型照片 

3、部分主梁支座存在偏位现象，支座最大偏移量为 30mm。板式橡胶支座偏位统计汇总

见下表。 

 
图 3.4.3  板式橡胶支座偏位典型照片 

 板式橡胶支座偏位统计汇总表             表 3.4.1 

构件号 位置 偏移方向 偏移量（mm） 

1-2-9#梁 东端南侧支座 向北偏移 30 

1-2-21#梁 西端北侧支座 向北偏移 30 

四、 主要维修设计内容 

1、全桥混凝土锈胀、露筋、麻面、表面钙化、破损现象：先凿除锈蚀钢筋表层混凝土至

坚实界面，涂刷阻锈剂，然后采用混凝土结构加固用聚合物修补砂浆修补复原。混凝土破损

部位采用聚合物修补砂浆修补复原。 

2、全桥空心板梁较低一端增设永久泄水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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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换两端桥头 RG-80 型钢伸缩缝。 

4、对 1-2-11#梁西端支座垫石破损处进行修复，对 1-2-9#梁、1-2-21#梁进行支座纠偏。 

五、 主要材料指标 

（1）普通钢筋 

采用 HPB300 光圆钢筋（图中符号： ）和 HRB400 带肋钢筋（图中符号： ），其技术

性能应分别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1 部分：热轧光圆钢筋》（GB 

1499.1-2017）和《钢筋混凝土用钢 第 2 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1499.2-2018）规定。 

（2）混凝土 

伸缩缝保护带采用钢纤维混凝土。 

（3）植筋胶 

本工程植筋所用的植筋胶必须采用专用改性环氧胶黏剂或改性乙烯基脂胶黏剂，其安全

性能必须符合下表的规定。施工时应注意材料和配胶方式的相互配套，不得在现场配置植筋

用胶黏剂，不得使用以水泥和微膨胀剂为主要成分配制的锚固剂作为黏结材料。 

锚固用胶黏剂的安全性能指标 

性能项目 性能要求 

胶体性能 
劈裂抗拉强度（MPa） ≥8.5 

抗压强度（MPa） ≥60 
抗弯强度（MPa） ≥50 

黏结能力 
钢-钢拉伸抗剪强度标准值（MPa） ≥16 

约束条件下带肋钢筋与 
混凝土的黏结强度（MPa） 

C30C25 L=150mm ≥11 
C60 C25 L=125mm ≥17 

不挥发物含量（固体含量）（%） ≥99 
胶黏剂中严禁使用乙二胺作改性环氧树脂固化剂；严禁掺加挥发性有毒溶剂和非反应性

稀释剂。 

（4）专用聚合物水泥复合砂浆 

修复原结构、构件的表面破损处，采用聚合物修补砂浆，其必须符合《混凝土结构修复

用聚合物水泥砂浆》（JG/T 336-2011）的规定。混凝土缺陷修补用聚合物修补砂浆的安全性能

指标必须符合下表的规定。 

专用聚合物水泥复合砂浆安全性能指标 

性能项目 性能要求 

凝结时间 
初凝（min） ≥45 
终凝（h） ≤12  

28d 抗压强度（MPa） ≥35 
28d 抗折强度（MPa） ≥10 
28d 抗拉强度（MPa） ≥4.5 
28d 龄期与水泥基层粘结强度（MPa) ≥1.2 
28d 抗渗等级（MPa） ≥1.5 
吸水率（%） ≤5.5 

（5）其他材料指标应符合相关标准规定，且满足《城市桥梁结构加固技术规程》（CJJ/T 

239-2016）中有关加固材料要求。 

六、 施工工艺 

（一）结构混凝土破损、露筋维修工艺 

确定钢筋锈胀引起破损部位的混凝土范围，凿除部分的边线必须垂直于构件表面，深度

至少大于 20mm，若发现边线处仍可见钢筋锈蚀，则应加大混凝土切割凿除范围，直至钢筋基

本不锈蚀为止。切割和除锈时，应严禁损伤原有钢筋，修补部位的新老混凝土结合面必须凿

毛。 

（1）钢筋除锈时，采用电动钢丝刷仔细除去钢筋表面的锈皮及浮锈。 

（2）修补部分的混凝土必须充分湿润 4 小时。 

（3）若采用专用聚合物修补砂浆镘抹在被修补的混凝土上,为了增加结合面粘结力，最后

应与箍筋和主筋尽量咬合在一起。修补砂浆成品是配好的干粉料，到现场只需按配比加水拌

合均匀即可，其配合比应按该产品说明书操作，镘抹后，应保护表面免遭雨水，风及阳光直

射的破坏，应保湿养护，外用无纺布遮盖，保湿。 

（二）水泥基渗透结晶型浆料涂刷施工工艺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浆料（以下简称水泥基浆料）施工程序： 

（1）施工表面的清理：混凝土表面要清理干净，不能有多余物，浮浆、污垢、胶膜、油

漆、涂层或其他外来物，为了有利于“水泥基浆料”的渗透，混凝土表面要粗糙，使毛细管系统

充分暴露，如果混凝土表面太光滑，则要适当打毛。一般用钢丝刷结合高压喷水洗刷打毛。 

（2）混凝土的润湿处理：“水泥基浆料”要求潮湿的基面，施工前，混凝土表面必须用干

净水彻底湿润 4 小时，但不能存在明水。 

（3）灰浆调制：“水泥基浆料”用于刷涂，料水比按容积为 5:2，注意不要拌和过多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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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拌料应在 20 分钟内用完，随伴随用，混合的料变稠时要多搅一搅，但不要再加水。 

（4）涂层的操作：用半硬的专用尼龙毛刷进行刷涂，涂层要均匀，涂第二层时，要等第

一层初凝（约 30 分钟，用手触及已指干），在还未干时进行，若表面已干，一定要用浇花用

的喷雾器喷雾湿润后再涂第二层。 

（5）在此后连续三天，用喷雾器连续喷雾湿润，此后可再进行一般养护 11 天即可。 

（三）钢筋种植工艺要求 

（1）植筋胶采用 A 级胶。 

（2）植筋定位： 

钻孔前需用钢筋探测仪探测板梁植筋部位的已有钢筋位置，若植筋孔位处存在钢筋，则

应适当调整孔位。若钻孔施工遇到钢筋，应适当调整钻孔位置。植筋钻孔边距应不小于 5cm。 

（3）钻孔直径 

钢筋直径 
d(mm) 10 12 14 16 18 20 22 25 28 32 

钻孔直径设计值 
D(mm) 12 15 18 20 22 25 28 31 35 40 

（4）钻孔深度根据设计要求。 

（5）清孔工艺 

孔眼必须处于干燥状态。 

① 将干燥的高压空气喷嘴伸入孔底，用无油高压空气吹入，并逐渐向外拔出喷嘴，反复

3 次； 

② 用干燥的硬毛刷插入孔中，往返旋转清刷 3 次，每清刷孔壁一次后，立即用高压空气

吹净； 

③ 再将高压空气喷嘴伸入孔底吹气，向外拉出喷嘴，反复 3 次； 

④ 植筋前用无油回丝蘸丙酮或工业酒精擦拭孔壁，擦后的旧回丝应予丢弃，不可重复使

用，使孔壁干净无粉尘和油污。 

（6）种植钢筋应先除锈，并用回丝蘸丙酮擦拭除油污，每擦拭一次后，应丢弃旧回丝，

直至新回丝擦后无油污，并搁在无油清洁的金属或塑料盒内备用。 

（7）采用专用灌注器把拌匀的 A 级胶注入孔内，灌注量约为孔深的 2/3，并保证在植入

钢筋后有少许胶粘剂溢出（可选择一孔进行试验，定出每孔用胶量）。 

（8）单向旋转插入种植钢筋，并迅速将种植钢筋沿孔壁进行摩擦，防止胶与孔壁之间因

有粉尘而隔离，使胶浸润孔壁，保证胶与孔壁之间有良好粘结面。 

（9）静止固化 

胶粘剂完全固化前，不得触动种植钢筋，以免影响粘结性能。 

（10）待种植钢筋胶粘剂完全固化后，才能将种植钢筋与加固钢筋进行施焊，施焊前，

必须将种植筋在原有混凝土交界处用浸水回丝包裹，然后进行施焊。在焊接过程中浸水回丝

可能会因高温而干涸，故必须不断供水，湿润，冷却种植钢筋的焊接温度，以防止植筋胶因

高温而致粘结失效。 

七、 其他注意事项 

（1）本图纸与《东胜区乌审街小桥检测报告》配合使用，图中编号均按检测报告中编号

规则，具体病害及数量均引用以上检测报告，但并不排除原病害发展的可能性。 

（2）维修施工应选择具有相关施工经验的单位施工。 

（3）维修完成后，仍需对该桥进行定期检查与养护。 

（4）除本设计图中提出的特殊施工工艺及质量要求外，其它施工质量应符合《城市桥梁

结构加固技术规程》（CJJ/T 239-2016）、《城市桥梁工程施工与质量验收规范》（CJJ 2-2008）

的要求，并应从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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