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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跨运营高铁连续梁桥拆除技术研究

欧阳瑜琳
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Ǔ湖北Ǔ武汉Ǔ430063

摘Ȟ要：随着国内运营高速铁路的不断增长和城市发展，近年来上跨运营铁路桥梁拆除改建案例屡见不鲜。相比

一般桥梁，上跨运营高铁公路桥拆除既要保证线路的运营安全，又要确保工程项目顺利开展，安全防护工作责任重

大。本次以某公跨铁立交桥上跨运营高速铁路1-（32+35+32）m连续梁桥的拆除为依托，对上跨运营高铁连续梁桥拆
的设计计算，梁体加固、切割、吊装过程，监测成果等内容进行研究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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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愈演愈烈，随着城市规划的

调整，既有道路宽度往往制约了城市的发展。然而道路

的升级改造往往伴随着既有跨线桥的拆除或改造。近年

来上跨运营铁路桥梁拆除案例屡见不鲜，但在项目设计

初期阶段极易出现工程措施考虑不周或工程概算计列不

足的问题。

目前上跨运营铁路桥梁拆除案例多为空心板梁、简

支T梁、简支箱梁，采用整体吊离既有线范围后拆除的方
法拆除，或采用在既有线上方搭设棚架并对既有线进行

限速后原位拆除跨线桥。本次拟研究的某公跨铁立交桥

拆除工程采用1-（32.5+35+32.5）m连续梁跨越某高铁，
由于跨越高速铁路连续梁桥拆除国内尚无先例，拟以该

桥拆除工程为依托，对上跨运营高铁连续梁桥拆的设计

计算，梁体加固、切割、吊装过程，监测成果等内容进

行研究总结。

1��上跨运营高铁公路桥拆除方案设计

1.1  既有桥概况
某公跨铁立交桥先后跨越普速铁路和高速铁路，其

中连续梁部分位于某运营高铁上方。该桥建成于2012
年，桥面宽20m，桥跨布置：1-25m小箱梁+1-35m小箱
梁+（32.5+35+32.5）m连续梁+1-25m小箱梁，桥全长
192.1m。立交桥与既有线交角64度。
该桥设计时（32.5+35+32.5）m连续梁采用支架现浇

施工方法，25m及35m小箱梁采用预制架设的施工方法。
公跨铁桥拆除可分为4个阶段，既有桥面各类管线等

设施拆迁→桥面附属设施拆除→预制简支箱梁吊拆→上

跨高铁连续梁拆除→桥梁墩台拆除。为尽量降低桥梁拆

除对既有线的影响，简支梁采用公路架桥机吊装至可破

拆区域进行拆除；上跨高铁连续梁拆除作为全国首个案

例，本次采用了梁体切割后履带吊拆除方案。

1.2  拆除主要步骤
根据营业线施工要求和现场条件，先采用体外预应

力加固跨线段梁体，同步搭设支架支撑边跨梁体，在封

锁点内横向切割边跨段梁体，完成切割后，将连续梁主

跨梁体转换为一孔41m简支箱梁，最后使用钢桁梁作为吊
架，履带吊拆除跨线段简支梁体。如图1所示

图1

具体为：

1.2.1  步骤一：拆除桥面系、搭设边跨梁体支撑架、
吊装场地加固、拆除5~6号墩间简支梁

1.2.2  步骤二：连续梁加固
邻近计划内采用6束17-φ15.2体外预应力束对连续梁

中跨底板进行加固；

钢索编号 根数 位置 下料总长（m） 钢绞线类型 锚下张拉控制应力（Mpa） 张拉类型

BW 6 底板 40.1 17-Φs15.2 1302 体外双端张拉

钢桁梁作为吊架在桥外拼装后拖拉就位，钢梁节间处

设挂耳，封锁点内完成翼缘板钻孔及捆梁钢丝绳安装；端

横梁处设吊杆、下横梁，在箱梁底板下兜底中隔板。

1.2.3  步骤三：跨线段梁体拆除。



现代交通与路桥建设·2024� 第3卷�第11期

83

跨线段梁体拆除顺序为先左幅后右幅，单幅梁体拆

除共分三步：（1）切割，（2）梁体纵移，（3）吊装，
其中梁体切割在吊装封锁点前完成[1]。

其中左幅跨线段梁体吊装半径52m；右幅跨线段梁体
吊装半径49m。

1.3  体外预应力加固设计
在连续梁箱内底板处施加6束长38.5m，规格为17-

φ15.2的体外预应力钢束，沿连续梁跨中对称布置，用以
抵抗边跨切割后中跨跨中产生的正弯矩。本次体外加固

可以独立保障提吊时梁体安全。

1.4  体外钢桁梁设计
钢桁梁作为吊架，利用钢丝绳，采用传统捆梁法每

3m一道对梁体进行捆扎，进一步加强工程实施的安全
性，确保万无一失。

钢桁梁主要受力结构钢材采用Q345qD钢，厂制
加工、现场拼装、拖拉到位。桁梁长36m，主桁间距
6.5m。钢梁制造工艺及质量应严格按《铁路桥梁钢结构

设计规范》（TB10091-2017）及《铁路钢桥制造规范》
（Q/CR 9211-2015）执行，同时针对本梁必须制定相应的
制造规则[2]。

钢桁梁纵梁长度为36m，杆件之间采用栓接连接。
钢桁梁进场后，在6号台后路基上搭设支架进行组

拼，组拼完成后整体采用拖拉法纵移至3-4号墩梁面上。
钢桁梁完成纵移后，采用卷扬机将配重型钢拖拉至

钢桁梁下横梁上，并存放于靠公路中间的纵梁内侧。

钢桁梁就位后梁钢丝绳由人工抬运至线路上，由梁

面卷扬机将捆梁钢丝绳先顺线路方向提升，再由钢桁梁

上弦杆安装的倒链将捆梁钢丝绳水平移动至预设孔洞内

与梁体垂直安装就位[3]。

捆梁钢丝绳采用人工或机械拉紧，紧固力控制在

2~4KN。钢丝绳拉紧后对固定栓孔位置钢丝绳进行标定
后对钢丝绳进行放张，放张长度按3cm控制。
2��公路桥拆除过程受力及计算理论

根据施工步骤汇总梁体各阶段主要受力结果如下表：

综合上述各步骤结构计算结果表明：

2.1.1  梁体切割前施加预应力会改变结构应力分布，
但结构仍不会出现拉应力，且最大压应力为14.8MPa < 
22.4MPa（C50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2.1.2  梁体切割时，梁内残留预应力无法估量，考虑
最不利工况即顶板残留应力较大的情况下在底板施加6束
17-15.2体外预应力的情况下两边边跨切割后，跨中下缘
最大拉应力为1.3MPa < 1.83MPa（C50混凝土轴心抗拉强
度设计值）；最大压应力为10.0MPa；最大跨中扰度为
14.99mm。

2.1.3  仅考虑体外预应力加固时结构受力在切割及吊
装各工况中均能满足规范要求。

2.1.4  在梁顶设置钢桁梁+捆梁钢丝绳作为吊架，确
保梁体在切割提吊过程中即使发生如主梁断裂等意外情

况亦不会掉落入既有线上[4]。

3��工程拆除过程及现场监控情况

该桥梁拆除工程已于2023年9月顺利实施。按照设计
方案，现场对梁体进行了体外索加固，体外钢桁梁捆梁

兜底加固，梁体切割后采用徐工XGC88000型履带吊整体
拆除了跨线段梁体。如图2所示。

图2��履带吊吊装拆除现场实施情况

采用体外预应力加固后，梁体切割前，监测单位对

梁体变形进行了实时监测，详见下图：图3和图4。
通过对某公跨铁立交桥（32.5+35+32.5）m预应力混

凝土连续梁桥拆除施工全过程进行监测，预应力混凝土

连续梁总体外观较好，拆除施工前已对可能影响结构吊

计算工况 主梁应力（MPa）（压正拉负） 主梁强度 最大扰度 本阶段评定

短暂状况 上缘max 上缘min 下缘max 下缘min 是否满足 mm
步骤1：拆除桥面系 13.1 1.7 13.9 3.3 满足 -17.6 OK

步骤2：施加体外预应力索 14.8 1.7 14.3 3.9 满足 -15.1 OK
步骤3：边跨切割，吊起梁体 5.5 0.5 4.4 -1.2 满足 7.49 OK
步骤3：边跨切割，吊起梁体
（考虑顶板预应力残余应力）

10 0.5 5.5 -1.3 满足 14.997 OK

注：扰度向上为负，应力压正拉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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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安全的病害进行修复，未发现原结构明显超重情况。

图3��体外束张拉后桥面起拱曲线

图4��梁体横向切割后桥面线形变化曲线

3.1  左、右幅连续梁体外预应力束张拉、钢桁架加固
施工后，中跨混凝土压应力储备增加，为梁体切割增加

了安全储备。

3.2  梁体横向切割施工后，中跨主梁仍为受压状态，
为梁体吊装提供了安全储备，钢桁架各构件受力处于安

全状态，边跨梁体自重全部转移至下部满堂支架上，支

架受力和变形处于可控状态。

3.3  体外加固、梁体切割、吊装拆除全过程中，梁体
变形较设计计算时显著偏小。梁体原预应力体系并未处

于完全失效状态，体外预应力及钢桁梁兜底作为安全储

备确保了工程实施时万无一失。

3.4  跨线段梁体吊装过程中梁体与钢桁架受力安全，
中跨梁体吊装姿态平稳，吊装过程未发生突发情况。

4��小结

本次拆除工程采用切割提吊法拆除了跨越某高铁的

（32.5+35+32.5）m混凝土连续梁，是国内首次上跨运营
高铁混凝土连续梁桥拆除。本次依据工程实例及现场监

测情况形成主要结论如下：（1）切割提吊法将梁体分解
为3段简支梁，吊装在一个天窗点内完成，方案有受力
工况简单，对既有线影响小等优点。但其需破坏原梁的

预应力体系，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同时由于需要4000吨
级吊装设备，对吊装场地要求较高，需着重考虑场地布

设，地基加固等因素，适用条件受限。（2）随着起重设
备的发展，国内已有4000t级履带吊，该型履带吊可通过
公路运输至任意场地，完成千吨级的整梁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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