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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中通道海上架梁监理控制要点

赵西强
广东华路交通科技有限公司Ǔ广东Ǔ广州Ǔ510080

摘Ȟ要：深中通道作为集“桥、岛、隧、水下互通”于一体的世界级跨海集群工程，其海上架梁施工环节不仅技

术复杂，且面临诸多安全风险。本文旨在探讨深中通道海上架梁监理的控制要点，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的结合，

提出一套科学、系统、高效的监理控制策略，以确保施工过程的安全、质量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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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推进，跨海通道工程

日益增多，海上架梁作为其中的关键环节，其施工监理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深中通道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

交通枢纽，其海上架梁施工涉及的技术难度和安全风险

尤为突出。因此，深入研究海上架梁监理控制要点，对

于保障工程顺利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1 工程概况

1.1  项目简介
深中通道，作为连接深圳与中山两市的重要交通纽

带，全长约24.03公里，其中桥梁工程占据了约17公里的
长度。该通道包含了几座技术难度极高的桥梁，其中主

跨1666米的超大跨径悬索桥——伶仃洋大桥，以及主跨
580米的斜拉索桥——中山大桥，都是该项目的标志性建
筑。此外，还包括了海上非通航孔引桥等多座桥梁，构

成了这一宏大的桥梁工程体系。海上非通航孔桥的桥面

结构尤为特殊，采用了钢箱梁和混凝土梁的组合形式，

共计有293片梁体需要架设。
1.2  海上架梁特点
深中通道的海上架梁施工具有多个显著特点。首

先，梁体的种类多样，包括钢箱梁和混凝土梁等多种类

型，每种梁体都有其独特的施工要求和难度。其次，梁

体的吨位重，对吊装和运输设备的要求极高，同时也增

加了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风险。再者，架设精度要求高，

每一片梁体的位置、高度和角度都需要精确控制，以确保

桥梁的整体稳定性和安全性。此外，深中通道的海上架梁

施工还面临着复杂的自然环境挑战。施工区域穿越航道，

需要密切关注航道交通情况，确保施工与通航的安全协

调。同时，受风浪、潮汐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较大，施工过

程中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对施工安全和进度的影响。

2 深中通道海上架梁监理控制要点

2.1  运架一体船“天一号”检查

2.1.1  “天一号”起重机及系统检查
深中通道海上架梁监理控制中，首先，需确保动力

设备如液压泵运转正常，无泄露，工作压力、齿轮箱及

各润滑部位均符合规定。其次，卷扬设备的润滑、筒

体形态、绳卡状态均需得到确认。起梁吊具与起重结构

的结构件完整性、紧固件稳固性，以及相关液压系统的

功能性也是检查重点。此外，滑轮组的润滑、转动灵活

性，以及底座、轮毂与紧固件的完好性均需得到保证。

操作设备的仪表、显示屏及手柄（按钮）的响应性也需

进行验证。制动设备的离合器、棘轮状态及刹车灵敏度

同样不可忽视。对于起重钢丝绳，需检查其是否符合额

定要求，外观质量及磨损情况也需在规范范围内。安全

设备的限位灵敏度、走道与平台的完整性也是检查的重

要内容。最后，电器设备的接地系统、线路连接的完整

性与安全性也需得到确保。

2.1.2  “天一号”甲板及驾驶部检查
对“天一号”甲板及驾驶部的检查。首先，需检查

动力设备如锚机的运转情况，确保无泄露，工作压力、

链条及润滑部位均处于正常状态。接着，对卷扬设备的

润滑、筒体形态及绳卡状态进行全面确认。此外，还需

关注结构设备的完整性，包括结构件是否变形、开焊或

脱焊，以及紧固件的稳固性。导航设备的仪表、显示屏

及导航航行设备、应急设备的状态也需得到验证，以确

保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制动设备的离合器、棘轮及刹

车灵敏度同样需要仔细检查。自救锚与工作锚的齿轮转

动灵活性、锚体形态、卸扣、保险销等部件的完好性，

以及锚链、导链孔、弃锚装置的状态也是检查的重点。

最后，对舾装设备的导缆钳、滚筒形态及润滑情况，以

及锚托架的磨损情况进行检查，确保其在规定范围内。

2.2  箱梁装船、运输控制要点
2.2.1  箱梁装船检查
在箱梁装船前，首先，要确认箱梁已通过验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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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牛腿及加劲、吊点、临时支点等关键部位已按照设计

要求进行加强。同时，要清晰标记模块车支点、转运支

点及吊点的位置，以便后续操作[1]。接下来，检查码头垫

高与滚装跳板的设置。码头垫高砼块需按照设计位置准

确摆放并抄实，以确保稳定性。船舷与码头之间的净距

应小于50cm，以保证装船过程中的安全。跳板的厚度应
大于30mm，搭接长度大于9m，并且居中布置，以提供稳
固的过渡平台。在系缆与锚固方面，需使用4根缆绳，靠
码头侧与靠海侧各2根，且型号需满足作业要求，以确保
箱梁在装船过程中的稳定性。模块车的准备也是关键一

环。需提前画好上船行走通道的标线，并确保坡度不大

于4%，以便模块车平稳行驶。同时，要确认模块车的轴
数、支点位置与方案一致，且模块车无故障，高度（含

抄垫）不低于1.8m。潮位与相对高差的控制也是至关重
要的。需选择潮位在+0.9m以下且持续时间大于2小时的
时段进行作业，以确保装船过程中的水位稳定。在模块

车上船前，要确保甲板高于码头平面10cm至20cm，滚装
过程中高差不得超过±15cm，同时满足最大纵倾与横倾要
求。此外，还需关注纵轴线对位落梁的准确性。箱梁支

点位置与托梁、船舶支点的偏差应控制在5cm以内，以确
保箱梁在装船后的稳定性。通航保障也是不可忽视的一

环。作业水域需有警戒船到位，以符合海事要求，确保

装船作业过程中的通航安全。最后，要检查调载系统的

功能是否正常。确保自身调载及外加水泵能正常使用，

并备有备用电源。

2.2.2  箱梁运输检查
在箱梁运输前，必须进行一系列细致的检查，以确

保运输过程的安全与顺利。首先，要密切关注水文气象

条件。风力需控制在8级以下，浪高不得超过2m，这是
保证运输船稳定航行的基础。同时，还需确认运输船的

吃水深度是否符合安全要求，以避免因水深不足而引发

的意外。接下来，是支点位置的检查。托梁必须安装到

位，且托梁支点处的甲板应无变形，以确保箱梁在运输

过程中的稳固性。此外，钢梁支点的橡胶垫块也需按照

设计位置准确摆放，以起到缓冲和固定的作用。最后，

通航保障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运输前，需再次确认

保障船舶是否已到位，并符合海事要求。这包括警戒船

的布置、通信设备的畅通以及应急预案的准备等，以确

保在运输过程中能够及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2.3  箱梁卸船控制关键要点
在钢箱梁卸船过程中，首先，要做好落梁卸船的准

备工作，这包括关注水文气象条件，确保卸船时的风

力、浪高等符合安全要求，同时检查箱梁在运输过程中

的状态，确保其无损伤且稳定。接下来，需对转运平台

进行检查，确认支墩平台、防撞墩、护舷及锚碇等设施

均处于正常状态，以保障卸船作业的安全进行。同时，

要仔细检查托梁垫块，包括垫块与托梁的接触面积、

垫块初始高度相对高差以及每个支点橡胶垫块的总厚

度等，并确保托梁过道已按标准围蔽[2]。在调载系统方

面，需确认自身调载及外加水泵功能正常，且备用电源

已到位，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此外，还要检查绞锚

系统，包括艏锚和艉锚的数量以及锚锭位置是否符合要

求，确保绞锚系统在卸船过程中能正常工作。托梁千斤

顶的检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需验证千斤顶及配套油

泵等设备的状态是否正常，以确保在卸船过程中能提供

稳定的支撑力。同时，要做好应急保障准备，确保备用

发电机、备用缆绳及倒链等应急设备已到位[3]。在卸船过

程中，还需对托梁对位进行检查，确保托梁与预定位置

的对位精度符合要求，纵船向偏差不超过30cm，横船向
偏差不超过50cm。最后，要确认甲板船走道砼顶面与托
梁底之间的净空大于40cm，以确保在卸船过程中有足够
的操作空间。

2.4  箱梁吊装前控制关键要点综述：
首先，要进行水文气象条件检查，确认支航道验收

情况，确保载梁航行时的风力不超过6级，浪高不超过
2m，能见度大于1海里。潮位时间需满足航行及吊装要
求，取梁水位应小于1.336m，并持续不少于2小时，同时
核实潮位、支潮位及潮流是否满足吊装作业的需要。其

次，设备检查是必不可少的一环，船长需组织相关人员

对“天一号”的设备状况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特别是

钢丝绳、卷扬机及制动装置等关键部位，以确保其满足

架梁要求。同时，要查阅并记录起重机及系统的检查情

况，以及甲板、驾驶部及设备的检查记录。接着，要对

吊具（含托梁）进行检查，确保扁担、吊索、销轴、吊

杆、托梁及伸缩梁等吊具状态良好，无开焊、严重变形

等问题，以保障吊装作业的安全进行。此外，装载检查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要核实吊具、托梁的梁体支座位

置是否满足设计要求，检查甲板垫梁的持荷能力，并确

认夹持装置是否已安装到位，以确保吊装过程中的稳定

性。在混凝土梁检查方面，要检查支点位置、高差是否

符合设计方案要求，确认穿孔吊索的顺直度和长度一致

性，并复核混凝土变宽梁的重量，以确保吊装作业的准

确性。对于箱梁检查，要对标准110m钢箱梁、变宽度段
钢箱梁及60m钢箱梁（压重吊装）的配重位置、重量进行
复核，并检查支点位置是否符合设计要求，以确保吊装

作业的顺利进行。通航安全检查同样不容忽视，要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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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水域的警戒锚艇是否已就位，并检查“天一号”出

运前的吃水深度是否满足要求，以避免航行过程中的风

险。最后，在正式吊装前进行分级试吊是必不可少的步

骤，通过起吊20cm并持荷5分钟的方式，检验吊装系统的
稳定性和安全性，确保吊装作业的万无一失。

2.5  箱梁架设就位控制关键要点
在箱梁架设就位的过程中，首先，对于临时支座的

检查，要验证其位置、顶标高是否与设计方案要求一

致，同时检查抄垫的平整度和密实度，以确保支承的稳

定性。箱梁初步就位后，偏差应控制在10cm以内，以保
证后续调整的准确性。此外，还需确认纵横向约束是否

符合方案要求，以确保箱梁在架设过程中的稳定性。对

于竖向支承的可靠性，新千斤顶需经过试压，周转千斤

顶应正常无漏油，钢砂箱也需经过超载预压，以确保其

承载能力。其次，绞锚就位检查是确保绞锚系统在架设

过程中稳定性的重要环节。要核实艏锚和艉锚的数量，

以及抛锚位置（角度）是否满足要求。在安全防护方

面，要检查临边防护是否符合标准规范，以确保作业人

员的安全。箱梁就位后，还需在墩顶桥面翼缘安装爆闪

灯，以警示过往船只和人员。施工通道的检查也是必不

可少的。要确认海上施工爬梯在未使用时是否已封闭，

以防止人员误入造成危险。同时，还要检查施工平台是

否按方案安装，吊点是否脱焊、变形，以确保施工通道

的安全可靠。最后，防台措施的检查也是至关重要的。

要落实桥面机具、物料的防台措施，确保在恶劣天气下

能够保护施工设备和材料不受损坏。

3 应急预案及响应措施

3.1  应急预案制定
施工单位应针对火灾可能发生的区域和环节，制定

详细的火灾应急预案。预案应包括火灾的预防措施、初

期火灾的扑救方法、火灾报警程序、人员疏散路线和集

合点等。预案中还应明确消防器材的配置和使用方法，

以及消防队伍的组织和训练要求。其次，针对高处作业

可能发生的坠落事故，施工单位应制定高处坠落应急预

案。预案应包括高处作业的安全防护措施、坠落事故的

预防方法、坠落发生后的紧急救治措施等。预案还应明

确坠落事故的报告程序和责任人，以及坠落事故后的现

场处置和后续处理措施。此外，施工单位应制定吊装事

故应急预案，包括吊装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事故预防

方法、事故发生后的紧急停机措施、人员救治和现场保

护等。

3.2  应急通信系统建设
建立健全应急通信系统，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

时联络和传递信息。通信系统应包括固定电话、移动电

话、无线电通讯等多种方式，并确保通讯设备的完好和

畅通[4]。制定应急通讯联络方案，明确各级应急指挥人员

和现场人员的通讯方式和联络程序。在紧急情况下，能

够迅速启动通讯系统，及时传递信息和指令。

结语

深中通道海上架梁监理控制要点涉及安全、质量、

进度等多个方面，需要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及建设单位

共同努力，形成合力。通过科学规划、严格管理、有效

沟通，可以确保海上架梁施工的安全、质量和进度，为

深中通道的顺利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未来，随着跨海通

道工程的不断增多，海上架梁监理控制要点的研究将更

加深入，为类似工程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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