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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路大桥现浇箱梁球形钢支座病害简析
丁志兵

（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江苏 南通 226600）

摘　要　现浇箱梁球形钢支座作为桥梁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桥梁的重量和传递荷载的关键作用。它的

稳定性和耐久性直接关系到桥梁的整体安全和运营寿命。但是在实际建设、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桥梁支座工

作失常导致寿命缩短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问题。文章以球形钢支座病害为题，列举该类支座在安装、使用、运

营过程中的常见质量问题，通过对问题溯源分析，探讨其病害起因和防治措施以及相关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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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城市化趋

势加快，城市基础设施领域建设不断持续稳定发展，

其中城市快速路、城市高架桥梁等凭借建设成本低和

建设周期短的优势，在城市建设中运用得越来越广泛。 

桥梁支座作为桥梁结构传递荷载和承受变形的重

要部件，任何关于支座的质量问题都可能缩短支座使

用寿命，造成墩体、梁体局部变形或者损坏，从而影

响日常行车安全。因此，在实际支座安装施工作业中，

对于其安装质量问题的预防和处理，往往是该项作业

的重点工作。

1　项目简介

太平路大桥位于南通市崇川区和通州区范围内，

项目北起现状江海大道，向南跨越通吕运河后接现状

钟秀路与太平路的交叉口，路线全长约 960 m，道路红

线宽度为 40 m。太平路为城市主干路，通吕运河往北

为通州区界，通吕运河往南为崇川区界 [1]。

太平路大桥跨越通吕运河，航道等级为Ⅴ级，通

航净空为 54×5 m，最高通航水位为 3.01 m。太平路

大桥主桥中心桩位为 K0+264.0，桥位位于直线上，纵

断面位于 R=1 600 m、T=44.159 m、E=0.609 m的竖曲

线上，曲线顶点桩号为 K0+256.0 m，i1=2.76%、i2=-

2.76%，全桥跨径组合为 3×30+（90+40+20）+2×20 m，

主桥采用无背索斜拉桥，引桥采用预应力砼连续箱梁

和钢筋混凝土箱梁，桥梁全长 284.2 m。

引桥第一联 3×30 m为预应力混凝土箱梁，采用

双箱六室截面，中间设置50 cm后浇段，箱梁梁高1.8 m，

接主桥钢梁侧梁高加高至 2.3 m，两侧悬臂 2 m，顶板

设置 2%双向横坡。第三联为 2×20 m钢筋混凝土箱梁，

采用双箱六室截面，中间设置 50 cm后浇段，梁高 1.8 

m，与主桥相接侧加高至 2.3 m[2]。与主桥的顶板设置

横坡底板水平不同，引桥箱梁均采用顶底板平行设计，

均为 2%横坡。

2　球型钢支座简介

2.1　分类

太平路大桥支座共 38套，按变形可能性可分为：

固定支座、横向活动支座、纵向活动支座、多向活动支座。

表 1　全桥支座一览表

序号 支座类型 数量 安装部位 备注

1 GQZ 5000SX 3 主桥 90 m+40 m+20 m

2 GQZ 5000DX 1 主桥 90 m+40 m+20 m

3 GQZ 7000SX 1 主桥 90 m+40 m+20 m

4 GQZ 7000DX 1 主桥 90 m+40 m+20 m

5 GQZ 12500SX 2 主桥 90 m+40 m+20 m

6 GQZ 1500DX 1 主桥 90 m+40 m+20 m

7 GQZ 1500SX 1 主桥 90 m+40 m+20 m

8 GQZ 6000SX 4 第一联 3×30 m

9 GQZ 8000DX 4 第一联 3×30 m

10 GQZ 9000DX 2 第一联 3×30 m

11 GQZ 12500SX 2 第一联 3×30 m

12 GQZ 12500DX 2 第一联 3×30 m

13 GQZ 12500GD 2 第一联 3×30 m

14 GQZ 500SX 4 第三联 2×20 m

15 GQZ 6000DX 4 第三联 2×20 m

16 GQZ 8000DX 2 第三联 2×20 m

17 GQZ 12500GD 2 第三联 2×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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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球型钢支座的组成

简支梁球型钢支座主要由上支座板、球冠衬板、

下支座板、平面不锈钢板、平面滑板、球面不锈钢板、

球面滑板、导向滑板、导向不锈钢板、封闭环、地脚

螺栓及梁底预埋件等构件组成，本文以横向活动支座

为例示意。

2.3　工作原理

2.3.1　水平位移

由上支座板与平面不锈钢滑板相互滑动来实现的，

在支座上板设置对称导向板，约束支座的单向或者多向

位移，从而制成单向活动和固定支座 [3]。

2.3.2　转角

由下支座板的不锈钢板和球冠衬板相互滑动来实

现的，支座之所以会转动是因为支座转动中心和上部

桥梁转动中心不重合，而在球冠衬板和下支座板之间

形成第二滑动面，直至两个转动中心重合，转动停止，

梁体和支座形成稳定状态。

3　常见质量问题分析及防治

3.1　支座功能完全失效

3.1.1　产生原因

（1）支座在出厂之前或运输过程中意外损坏，安

装之前未对支座进行仔细的质量验收，直接使用后导

致基本功能失效。（2）在浇筑灌浆料达到设计要求强度，

千斤顶撤出后，由于工作人员疏忽，未能将约束支座上、

下板的固定螺栓拆卸，导致支座不能活动。（3）支座

工作环境条件十分恶劣，比如温差变化大、位置靠海，

空气潮湿且盐碱度大、地震频发地区，使用过程中没

有定期维护，导致支座滑板锈蚀，变形；防尘罩硬化

破损，灰尘、水汽、杂物污染位移滑动面。

3.1.2　防治措施

（1）在支座进场时，安排专门的质检人员对其质

量严格把关，进场不仅要有产品清单、产品合格证、

送检的支座性能试验报告、质量证明文件、支座安装

养护细则，规格等，还需要对支座的产品名称、规格

型号、主要技术指标、生产厂家、出厂编号和生产日

期进行检查，确保支座完好无损 [4]。（2）检查支座上、

下板连接螺栓状况是否正常，但不得任意松动上、下

支座连接螺栓；注意活动支座位移指针是否归零。（3）

在支座安装作业结束后，及时拆除支座连接螺栓，最

好派专人检查，确保万无一失。（4）在桥梁运营阶段，

维保人员定期检查支座外观、垫石及梁体的变化，定

期维护支座、更换防尘罩。

3.2　支座转角超限，转动功能部分失效

3.2.1 造成原因

（1）支座型号选择错误，安装坡度或者方向错误。

图 1　球形支座的组成

1.上支座板；2.球冠衬板；3.下支座板；4.平面不锈钢板；5.平面

滑板；6.球面不锈钢板；7.球面滑板；8.导向滑板；9.导向不锈钢板；

10.密封环；11.地脚螺栓；12.预埋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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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安装支座之前，支承垫石测量放样不精确，且施

工前未进行复测核对，导致支承垫石顶面不平整，施

工完成后，支座中心和垫石中心不在同一条竖线上，

支座偏心受力，剪切变形过大，造成支座损坏。（3）

安装支座之前，未对支承垫石上预留的地脚螺栓孔进

行清理或者检查预留锚栓孔尺寸及孔深，导致地脚螺

栓不能在同一水平面上，支承垫石与支座下板之间空

隙过大，灌浆后支座倾斜。（4）在灌注高强度的灌浆

料后，未等浆体强度达到设计要求，提前将钢模板和

千斤顶拆除；或者灌浆后漏液严重，未采取适当的补

救措施，导致灌浆料量不够；再或者拆模之后马上在

梁体上方进行堆载和运梁作业，导致支座下沉或者倾

斜，致使支座另一边上下板接触、抵死。（5）桥梁底

支座预埋钢板凹进或凸出，支座上下板咬合状态不正

确，造成支座内部钢板脱空 [5]。

3.2.2　防治措施

（1）在施工之前，技术人员必须熟悉桥梁支座安

装设计规范和专项施工方案，明确各墩号及相对应支

座型号，桥梁高程及坡度变化的墩号，要特别标记，

避免出错。预埋件先期进场阶段，技术人员必须按照

支座型号涂刷标识，便于材料人员分类码放。预制生

产阶段质检员必须按照技术交底核对预埋件型号和位

置。（2）对现场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明确施工难点、

质量控制要点及相关注意事项，并在安装支座时进行

现场指导，确保将功能完好的支座安装在正确的位置

上，最好同时配备不同人员进行核检，或者建立支座

安装责任制度，采取适当奖惩方法严格控制支座安装

的质量。（3）支承垫石最好采用二次浇筑，更容易确

保其高程和位置的正确，垫石的混凝土强度必须满足

设计要求。（4）安装支座之前，需要复检垫石顶标高、

平整度以及桥梁的支座预埋钢板，若不满足条件，应

及时采取措施整改。满足条件后，对支承垫石顶表面

进行凿毛处理，并清除其和预留锚栓孔中的水和杂质，

安装灌浆用模板，并用水将支承垫石表面浸湿。灌浆

用模板可采用预制钢模。底层可置设一层 4 mm厚防漏

橡胶条，通过膨胀螺栓固定在支承垫石顶面。（5）在

安装支座后，应在下支座板与桥墩或盖梁支承垫石顶

面之间保留 20～ 30 mm的空隙。这个空隙的存在是为

了方便灌注无收缩高强度材料。灌注工作应涵盖支座

下部及锚栓孔处的间隙。在灌浆过程中，应从支座中

心部位开始向四周注浆，直到从模板与支座底板周边

间隙观察到灌浆材料完全充满为止。（6）灌浆料的强

度一定要通过检测，达到设计要求后，才能拆除钢模板，

并检查是否有漏浆现象，必要时对漏浆处进行补浆。

拧紧下支座板锚栓，及时拆出临时支撑的千斤顶和各

支座的上、下钢板的连接螺栓 [6]。（7）对桥上的架桥

机和运梁车通过时的荷载进行计算，验算灌浆料的成

长强度是否能够承载其荷载，合理控制通过的时间。

3.3　支座位移超限，滑动功能部分失效

3.3.1　造成原因

（1）汽车在高架桥上行车时的恒载、活载以及启动、

制动和温差变化过大造成的梁体伸缩量过大导致了支

座滑动位移超限。（2）支承垫石预埋螺栓孔位置不正确，

导致支座滑动预偏量过小。

3.3.2　防治措施

（1）根据设计要求，结合工程实际，合理选择支

座型号。（2）安装支座前确认预留螺栓点位，选择合

适的时间段作业，安装温度与设计要求不同时，应该

通过计算设置正确的滑动预偏量，确保支座位移指针

初始阶段处于预设标尺中心。

4　结束语

球形钢支座的病害主要集中在位移失效和转角失

效两个方面，这两个功能失效的主要原因又归结在原

材、施工以及维保三点，只要我们针对这三点出发，

选择合适的支座型号，控制原材进场的质量，规范施

工流程，严格把关各个工序，定期检查维护支座，致

力于研究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就能减少支座的

病害，极大地延长支座使用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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