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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混凝土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方法及工程实例

肖光龙
昆明市公路工程质量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云南 昆明 650217

摘� 要：对投入使用的桥梁定期开展技术状况评定、掌握桥梁的技术状况，有助于及时发现问题并对问题进行处

理，保证桥梁运营健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交通安全事故。本文以一座公路钢筋混凝土简支空心板梁桥为例，对在

役公路桥梁开展技术状况评定，评定结果表明该桥技术状况等级为3类，有中等缺损，尚能维持正常使用功能。该工
程实例可为同类桥的技术状况评定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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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具不完全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国公路桥
梁约96.11万座，且这一数量每年还以较大速度在增长。
公路桥梁投入使用后运营维护对交通安全起到直接的

影响作用。根据现行规范《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5120-2021）的相关规定，桥梁应根据情况进行初始检
查、日常巡查、经常检查、定期检查和特殊检查，其中

定期检查的核心工作内容就是对桥梁进行技术状况评

定。桥梁开展定期检查的周期根据桥梁养护等级不同要

求有所区别，即养护检查等级为Ⅰ级的桥梁，定期检查

周期不得超过1年；养护检查等级为Ⅱ、Ⅲ级的桥梁，定
期检查周期不得超过3年。公路桥梁开展定期检查时桥梁
技术状况评定工作按照现行规范《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

定标准》（JTG/T H21-2011）来实施。
1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方法

桥梁技术状况评定的目的是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的方法开展评定工作，掌握在役的现有桥梁的

运行状况，预测桥梁技术状况后续可能的发展趋势。

桥梁技术状况评定一般的是通过对桥梁进行外观质

量检查，必要时结合现场对桥梁实体的检测结果，采用

分层综合评定与5类桥梁单项控制指标相结合的方法，依
次对桥梁各构件、部件、桥面系、上部结构、下部结构

以及全桥进行技术状况评定，最终确定桥梁整体的技术

状况等级。

按照规范《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T 
H21-2011）（以下简称“评定标准”）的方法分别对桥
梁构件、部件的技术状况的评分进行计算，然后根据桥

梁上部结构、下部结构及桥面系的各部件的权重计算出

上部结构、下部结构及桥面系的技术状况评分，最后根

据桥梁结构组成权重值算出桥梁总体的技术状况评分。

上述通过计算分部计算桥梁技术状况评分对桥梁技

术状况评定的方法即为分层综合评定法，评定过程须将

此分层综合评定法同5类桥梁单项控制指标相结合方能准
确确定桥梁技术状况等级。

对公路桥梁进行技术状况评定过程中，如果桥梁上

部结构和下部结构技术状况等级评定为3类，而桥面系技
术状况等级评定为4类，并且桥梁总体的技术状况评分分
值在[40,60)区间时，桥梁总体的技术状况等级应按3类桥
评定；在对全桥进行技术状况评定时，若主要部件评分

达到4类或5类且影响桥梁结构安全时，可按主要部件最
差的缺损状况对桥梁总体技术状况进行评定。

2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工程实例

2.1  桥梁概况
桥梁始建于1999年，下跨河流，为3跨简支空心板梁

桥，跨径组合为3×16.5m，桥梁总长为49.5m，桥梁由左
右幅组成，两幅的桥梁结构形式相同。桥梁上部结构为3
跨空心板梁桥，每跨由30片空心板梁组成；支座采用板
式橡胶支座；下部结构桥台为重力式桥台，桥墩为柱式

墩，每个墩由3根柱子组成；桥面铺装为沥青混凝土铺
装。桥梁原设计荷载为汽-20级。

2.2  桥梁部件划分及构件数量
本桥为钢筋混凝土梁式桥，按照评定标准的要求并

根据桥梁实际情况，对桥桥梁左、右幅的部件做成做划

分并统计构件数量。

2.3  桥梁外观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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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评定标准的相关要求，分别对桥梁各组成构件

进行外观质量的检查，并按照不同构件存在的外观缺陷

种类以及缺陷严重程度，确定各构件具体缺陷的标度，

进而各组成构件的技术状况分值。由构件的技术状况评

分才能层层递进计算桥梁部件、桥梁结构和全桥的技术

状况评分。

经现场对该桥梁进行的外观质量缺陷检查，该桥存

在的外观缺陷见表2.3-1。

2.4  桥梁结构实体检测结果
为了获得本桥桥梁主体结构材质的现状，现场对桥

梁主梁混凝土强度、碳化深度及混凝土钢筋保护层厚度

几个指标进行了检测。混凝土强度、碳化深度和钢筋保

护层厚度的检测结果分别如表2.4-1、表2.4-2所示。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对本桥抽检的6片主梁实测混凝
土强度中，结构混凝土强度推定値在44.3MPa～51.1MPa
之间，混凝土碳化平均深度在3.0mm～5.9mm之间。由于
桥梁有关的设计图纸等资料的缺失，无从获得结构混凝

土强度的设计值，所以对本桥的强度状况标度值无法予

以评定。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对本桥抽检的6片主梁实测钢筋保

护层厚度中，钢筋保护层厚度特征值Dne的范围在39.2～
42.1mm之间。由于桥梁有关的设计图纸等资料的缺失，
无从获得主梁钢筋保护层厚度的设计值，所以对本桥混凝

土保护层厚度对结构钢筋耐久性的影响无法予以评定。

2.5  桥梁技术状况评定结果
2.5.1  桥梁（左幅）评定结果
根据现场对桥梁上部结构、下部结构、桥面系等的

检查，按照评定标准中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方法，桥梁（左

幅）上部结构的技术状况得分为82.9（2类），下部结构的
技术状况得分为83.7（2类），桥面系的技术状况得分为
59.7（4类），该桥的总体技术状况评分为78.6，评定为3
类桥，处于“有中等缺损，尚能维持正常使用功能”。

根据现场对桥梁上部结构、下部结构、桥面系等的

检查，按照评定标准中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方法，桥梁

（右幅）上部结构的技术状况得分为84.5（2类），下部
结构的技术状况得分为87.3（2类），桥面系的技术状况
得分为54.0（4类），该桥的总体技术状况评分为79.5，
评定为3类桥，处于“有中等缺损，尚能维持正常使用功
能”。桥梁左、右幅各部件得分如表2.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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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汇总
根据评定标准的相关要求，按照分层综合评定与单

项指标控制相结合的方法，本桥的全桥技术状况评定

结果为3类，处于“有中等缺损，尚能维持正常使用功
能”。本桥各评定单元及全桥的桥梁技术状况评定结果

汇总情况如下表所示。

2.6  结论及建议
2.6.1  结论
（1）桥梁结构主要表观缺陷
① 上部结构主要缺陷：主梁底板渗水泛碱、锈胀露

筋、破损露筋、横向裂缝、纵向裂缝；支座被混凝土包

裹。② 下部结构主要缺陷：个别桥墩环向裂缝；桥台前

墙斜向裂缝、被泥水污染；防震挡块开裂破损，台帽锈

胀露筋、竖向裂缝。③ 桥面系：人行道横向开裂、坑

塘；栏杆、护栏开裂破损；全桥泄水孔被泥砂堵塞等。

（2）桥梁技术状况评定
根据评定标准的要求，按照分层综合评定与单项指标

控制相结合的方法，本桥的全桥技术状况评定结果为3类，
处于“有中等缺损，尚能维持正常使用功能”的状态。

3 结语

（1）我国的桥梁数量巨大，且呈增长趋势，越来越
多的桥梁出于服役阶段，定期对在运营的桥梁开展技术

状况评定、掌握桥梁的技术状况，有助于及时对桥梁出

现的问题予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交通事故。对公

路桥梁开展技术状况评定时，通常按照《公路桥梁技术

状况评定标准》（TG/T H21-2011）的要求，采用分层综
合评定与5类桥梁单项控制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来开展评定
工作。（2）在对工程实例的桥梁开展技术状况评定的工
作中发现，桥梁主要存在主梁、墩台开裂、破损露筋以

及桥面铺装开裂、护栏开裂破损等问题；经对桥梁整体

做的技术状况评定工作，全桥技术状况评定结果为3类，
处于“有中等缺损，尚能维持正常使用功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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