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公路桥梁的检查 

桥梁的经常检查，也称为日常检查，主要指对桥面设施、上部结构、

下部结构和附属构造物的技术状况进行日常巡视检查，及时发现缺损并进

行小修保养工作。 

桥梁的定期检查是指为评定桥梁的使用功能，制定管理养护计划提供

基础数据，按规定周期，对桥梁主体结构及其附属构造物的技术状况进行

定期跟踪的全面检查。主要检查各部件的功能是否完善有效，构造是否合

理耐用，发现需要大、中修、改善或限制交通的桥梁缺损状况；同时检查

小修保养状况。定期检查还为桥梁养护管理系统提供动态数据。 

桥梁的特殊检查是指查清桥梁结构的病害原因、构件破损程度、承载

能力、抗灾能力，确定桥梁技术状况的工作。特殊分为应急检查和专门检

验。 

应急检查是指当桥梁遭受洪水、流冰、漂流物、船舶撞击、滑坡、地

震、风灾和超重车辆自行通过等自然灾害或事故后，应立即对结构作详细

检查。查明破损状况，采取应急措施，尽快恢复交通。 

专门检查是指对需要进一步判明损坏原因、缺损程度或使用能力的桥

梁，要求针对病害进行专门的现场试验检测、检算与分析等鉴定工作，以

便进行有效的养护。 

一、经常检查 

经常性检查又叫日常检查或例行检查，以直接目测为主，配合简单工

具量测。由县级公路管理机构专职桥梁养护工程师（或技术员）负责，旨

在确保结构功能正常，使结构能得到及时的养护和保养或紧急处理，对需

要检修和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报告。 

经常检查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在诸如大风雨、暴雨和洪水等特殊自

然现象发生之后，对暴露性建筑物还应进行更大规模的经常检查） 

               桥梁经常检查记录表                      表

2-1                                         

(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名

称) 
 

路线编码 
 路线名

称 
 

桥位桩

号 

 

桥梁编码  桥梁名称  养护单位  

部件名称 缺损类型 缺损范围 养护意见 

桥面铺装    



桥头跳车    

仲 缩 缝    

泄 水 孔    

桥面清洁    

人行道、缘石    

栏杆、护栏    

照明、灯柱    

翼   墙    

锥   坡    

桥头排水沟    

桥头人行台阶    

其   它    

负责人  记录人  
检查日

期 
 

检查时，路段检查人员或桥工班或护桥人员进行扫视性检查，需当场

填写桥梁经常检查记录表（表 2-1）。 

经常检查中应特别注意的以下问题： 

      桥面铺装是否平整，有无裂缝，局部坑槽、积水、沉陷、波浪、

碎边，混凝土桥是否有剥离、渗漏，钢筋是否锈蚀，桥头有无跳车。 

      排水设施是否良好，桥面泄水管是否堵塞和破损。 

      桥面是否清洁，有无杂物堆积，杂草蔓生。 

      伸缩缝是否堵塞卡死，联接部件有无松动、脱落、局部破损，支

座是否完好． 

      人行道、缘石、栏杆、扶手和引道护栏（柱）有无撞坏、断裂、

松动。错位、缺件、剥落、锈蚀等。 

      河床是否受到冲刷而下切以至低于设计标高。 

      墩台的基础是否受到冲刷变形、下沉。 

      墩台是否受到船只或漂浮物撞击而受损。 

      翼墙（侧墙、耳墙）有无开裂、风化剥落和异常变形。 

      锥坡、护坡有无局部塌陷，铺砌面是否塌陷、缺损，有无垃圾成

堆。灌木杂草丛生。桥头排水沟和行人台阶是否完好。 

      交通信号、标志、标线、照明设施是否完好。 

      当在定期检查中发现桥梁重要（部）构件存在明显缺陷，达到三～五类技

术状况（详见第三章）的病害时，应向地（市）级公路管理机构专职桥梁养护工程

师及时汇报。 

二、定期检查 



（一）定期检查的目的：通过对结构物进行彻底的、视觉的和系统的

检查，建立结构管理和养护档案，是桥梁养护管理系统中，采集结构技术

状况动态数据的工作。通过定期检查可以对结构的损坏作出评估，评定结

构构件和整体结构的技术状况，从而可以确定特别检查的需求与结构维修

加固或更换的优先排序。 

、

（二）定期检查由地（市）级公路管理机构的专职桥梁养护工程师负

责，制定桥梁年度定期检查计划，组织实施辖区内桥梁定期检查工作。县

级公路管理机构的桥梁养护技术人员协同实施。负责的检查工程师应根据

管辖区内登记的桥梁基本数据表(桥梁卡片)，制订出年度桥梁检查实施计

划。 

（三）定期检查人员必须事先准备和携带下列文件：桥梁检查清单（表

2-2）。桥梁基本数据表（附表 1～桥梁健康卡片）。新建桥梁应根据技术

档案事前登记好基本数据表，最近经过专门检验或维修(大、中修)、加固

改善的桥梁，其内容必须事先登记在基本数据表内。桥梁定期检查记录表

包括本次用的和上次(最近的)记录的检查数据表。本次用的表应事先将表

头的基本数据填好。 

（四）定期检查以目视观察为主，必要辅以测量仪器（表 2-3）。市

级检查组应配备专用小型检查车（车顶装载伸缩人梯）。 

                             桥梁检查清单                 

表 2—2 

桥梁 
名称 

路线 
编号 

桥梁 
编号 

桥梁 
里程 

下穿通
道名称

养护单 
位编号

上 次   □    本 次    □

定期检
查日期

状况 
评定 

补充检
验日期

维修
日期

          

                      

                                                               

桥梁定期检查用设备和器材              表 2-3 

安全、保护用品 检测仪具 工具、器材 附加设备 



警告标志 
警告信号灯 
反光背心 
安全帽 
安全带 
工作服 
防滑鞋 
雨靴 
水裤 
救生衣 
救生索 
防护眼镜 
其它劳保用品 

照相机 
长焦镜头 
广角镜头 
闪光灯 
望远镜 
刻度放大镜 
地质罗盘 
100m 钢卷尺 
2－3m 钢卷尺 
1－2m 木折尺 
30－50m 水尺 
垂球测绳 
测量花杆 
水准仪及塔尺 
不平尺 
量角器(大号) 
测量记录本 
记录文件夹 

电筒(强光) 
扁刮刀 
地质锤 
地铲 
铁锹 
钢丝刷 
油漆刷 
特种铅笔 
喷雾筒漆 
彩色粉笔 
器具箱 
工具袋 
文件包 
其它文具 

软梯 
伸缩梯 
充气皮艇 
工作船 
拼装式悬挂作业
架 
桥梁专用检查作业
架 
专用检查作业车 

（五）定期检查必须接近或进入各部件仔细检查其功能及材料的缺损

状况，并在现场完成下列工作： 

1、现场校核桥梁基本数据（参考附表 1～桥梁健康卡片）。 

2、当场填写“桥梁定期检查数据表”（表 2-4、2-5），记录各部件

决损状况。 

3、根据调查作出技术状况评分（具体评定方法详见第三章） 

4、实地判断缺损原因，估定维修范围及方式。 

5、对难以判断损坏原因和程度的部件，提出特殊检查（专门检验）

的要求。 

6、对损坏严重、危及安全运行的危险桥梁，提出暂时限制交通的建

议。 

7、根据桥梁的技术状况，确定下次检查时间。 

（六）定期检查的时间：按桥梁的不同情况规定如下： 

1、新建桥梁竣工接养一年后必须进行定期检查； 

2、一般桥梁检查周期不得超过三年； 

3、非永久性桥梁每年检查一次； 

4、桥梁技术状况在三类以上的，必须安排定期检查； 

5、定期检查一般安排在有利于检查的气候条件下进行。 

（七）定期检查工作流程 

桥梁定期检查一般工作流程如图 2-1 所示。 



 

                          图 2-1 公路桥梁定期检查工作流程图 

  

 

（八）定期检查的顺序与缺损位置描述规则 

（1）定期检查顺序规定如下： 

      按路线里程增长方向和从右至左的顺序检查（注意防止漏检）见

图 2-2。 

      从下往上顺序检查：首先检查下部结构和基础冲刷，同时检查上

部结构的底面和侧面，然后顺序检查支座、箱梁内部，最后检查桥面系统。 

      桥梁主体结构检查完成后，检查调治构造物的状况。 

      在检查结构缺损状状过程中，同时校对桥梁结构的基本数据是否

与实际相符。 

  

（2）缺损位置描述规则如下：   
      先描述发生缺损构件所在的桥跨号和墩台号，如图2-3所示。然后再在同

一墩台或桥跨中按里程增长方向从右至左对相同类型构件顺序编号，起始号一般定

为1。 

      给定构件的的缺损位置，可以用右侧面(R)、左侧面(L)、高桩号

侧面(HX)、低桩侧面(S)、上面(UP)、底面(UD)等来描述损坏出现构件在

哪一个面上。   

      对于构件任一面上的损坏位置，可以用“跨中”、“支点处”、

“中部”、“端部”、“顶部”、“底部”等来详细描述。 

（九）定期检查的要点 

桥跨结构应首先观察有否异常变形、声音、振动、摆动。如上部结构

竖向曲线是否平顺，拱轴线变位状况，桥跨有无异常的竖向振动或横向摆

动等；其次再检查各部件的技术状况，并查找异常原因。 

支座主要应检查其位移是否正常、功能是否完好，组件是否完好、清

洁，有无断裂、错位和脱空现象；其固定端是否松动、剪断、开裂。 



对于各种类型支座的检查，应注意的问题分别如下： 

      简易支座的油毡是否老化、破裂或失效． 

      钢板滑动支座和弧形支座是否干涩、锈蚀。 

      摆柱支座各组件相对位置是否准确，受力是否均匀。 

      四氟板支座是否脏污、老化。 

      橡胶支座是否老化、变形。 

      盆式橡胶支座的固定螺栓有否剪断，螺母是否松动。 

      辊轴支座的辊轴是否出现不允许的爬动、歪斜。 

      摇轴支座的辊轴是否倾斜。 

      活动支座是否灵活，实际位移量是否正常。 

      支座垫石是否破碎。 

墩台与基础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桥墩、台及与基础有否滑动、倾斜、下沉、冻拔或冲撞损坏。 

      混凝土墩台及台帽有无冻胀、风化、腐蚀、开裂、剥落、空洞、

露筋、变形等。 

      台背填土有无沉降、裂缝、挤压、受冲刷等情况。 

      空心墩的水下通水洞是否堵塞。 

      石砌墩台有无砌块断裂、通缝脱开、变形、砌体泄水孔是否堵塞，防水层是

否损坏。 

      墩台顶面是否清洁，有无泥土杂物堆积、滋生草木，伸缩缝处是否

漏水。 

      基础下是否发生不许可的冲刷或淘空现象。 

      扩大基础的地基有无侵蚀； 

      ⑨桩基顶段在水位涨落、干湿交替变化处有无冲刷磨损、颈缩、

露筋，有无环状冻裂，有无受到污水、咸水或生物的腐蚀。 

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桥跨结构的检查，包括下列内容： 

      混凝土有无裂缝、渗水、表面风化、剥落、露筋和钢筋锈蚀，有

无活性骨料硅碱反应引起的整体龟裂现象。 

      预应力钢束锚固区段混凝土有无开裂，沿预应力筋的混凝土表面

有无纵向裂缝。 



      梁（板）式结构主要检查梁（板）跨中、支点、变截面处、悬臂

端牛腿或中间铰部位；刚构和桁架结构主要检查刚构固结处和桁架节点部

位的混凝土开裂和钢筋锈蚀等缺损状况。 

装配式梁桥应注意联结部位的缺损状况。如：组合梁的桥面板与梁的结合部位，

及桥面板之间的接头处混凝土有无开裂、渗水；梁（板）接缝混凝土有无

开裂和钢筋；横向联结构件是否开裂，连接钢板的焊缝有无锈蚀。断裂，

边梁有否横移或向外倾斜。 

拱桥应主要检查主拱圈的拱脚、L/4、3/4 L、拱顶处和横向联系、拱

上结构的变形，及混凝土开裂与钢筋锈蚀等缺损状况。拱上立柱（或立墙）

上下端、盖梁和横系梁的混凝土有无开裂、剥落、露筋和锈蚀。中下承式

拱桥的吊杆上下锚固区的混凝土有无开裂、渗水，吊杆锚头附近是否有锈

蚀现象。劲性骨架拱桥还要检查是否沿骨架出现纵向或横向裂缝。 

双曲拱桥的定期检查应特别注意： 

      拱脚有无压裂；拱肋 L/4、3/4 L 处、顶部是否开裂、破损、露筋

锈蚀； 

      拱肋间横向联结拉杆是否松动、开裂、破损； 

      拱波与拱肋结合处是否开裂、脱裂 

      拱波之间砂浆有否松散脱落，拱波顶是否开裂、渗水等。 

圬工拱桥的定期检查应特别注意： 

      主拱圈有否开裂、渗水、砂浆松动、脱落变形；砌块有无断裂、脱落；

拱脚是否开裂；腹拱是否变形；拱铰功能是否正常， 

      实腹拱的侧墙与主拱圈间有无脱落，侧墙有无变形，拱上填土有

无沉陷或开裂。 

      空腹拱的小拱有否变形、错位，立墙或立柱有无倾斜、开裂。 

      砌体表面有无苔藓，砌缝有否滋生草木。 

钢桥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构件（特别是受压构件）是否扭曲变形、局部损伤。 

      铆钉和螺栓有无松动、脱落或断裂，节点是否滑动错裂。 

      焊缝及其边缘（热影响区）有无裂纹或脱开。 

      油漆层有否裂纹、起皮、脱落，构件是否腐蚀生锈。 

悬索桥和斜拉桥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主梁按相应的预应力混凝土或钢结构的要求进行检查。 

      索塔有无异常的沉降、倾斜，柱身、横系梁和锚固区有否开裂、

渗水和锈蚀。 

      吊桥锚锭及锚杆有否异常的拔动滑移，锚锭混凝土有无开裂、渗

水，锚（洞）室内的锚杆、主索锚固段和散索鞍等部件是否锈蚀、断裂。 

      吊杆、拉索的两端锚固部位，包括索端及锚头、主梁锚固构造有

否浸水、锈蚀和开裂，吊杆上端与主缆联结的索夹（箍）紧固螺栓有否松

驰和锈死。 

      主缆、吊杆束和拉索的防护层是否破损、老化和漏水。 

      斜拉桥索颤震是否明显，减震措施是否失效。 



      吊桥的索鞍是否工作正常，有无锈蚀、辊轴歪斜、卡死等现象。

主缆索有无明显挤偏现象。 

钢管混凝土拱桥的定期检查应特别注意： 

      检查混凝土是否填充密实（通常可用敲击法检查） 

      钢管部分的检查参见⑹检查相关内容 

翼墙、侧墙、耳墙应检查其是否有开裂、倾斜、滑移、沉陷等降低或

丧失挡土能力的状况。锥坡、护坡应检查其是否有冲刷、滑坍、沉陷等现

象，造成坡顶高度显著下降。土质锥形护坡表面覆盖草皮是否损坏，有无

沟槽和坍塌现象。铺砌面是否开裂，有无勾缝砂浆脱落、隆起或下陷、灌

木杂草丛生和下滑，坡脚是否损坏。埋置式桥台台前溜坡基础埋置深度是

否足够，有无冲刷损坏。 

桥面系构造的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桥面铺装层:是否有坑槽、开裂、车辙、松散、不平、桥头跳车等

现象；有无严重的裂缝（龟裂、纵横裂缝）；纵横坡是否顺适；防水层是

否漏水。 

      伸缩缝：是否破损、结构脱落、淤塞、填料凹凸。跳车、漏水等。 

      人行道、栏杆：人行道有无开裂、断裂、缺损；栏杆是否松动。撞坏、锈

蚀、变形。 

      排水设施（防水层）：桥面横坡、纵坡是否顺适，有无积水；泄

水管有无损坏、堵塞。泄水能力情况；防水层是否工作正常，有无渗水现

象等； 

      桥上交通信号、标志、标线、照明设施是否腐蚀、老化需要更换，

是否适用。 

河床及调治构造物：河床是否变迁，有无漂浮物堵塞河道，调治构造

物是否发挥正常作用，有无损坏、水毁等。  

（十）定期检查的记录 

                          桥梁定期检查记录总表                      

表 2-4 

1.路线编码  2.路线名称  3.桥位桩号  

4.桥梁编码  5.桥梁名称  6.下穿通道名  

7.桥长（m）  8.主跨结构  9.最大跨径(m)  

10.管养单位  11.建成年月  12.上次大中修日期  

13.上次检查日期  

14.本次检查日

期  15.气候状况 
 

16. 
部件号 

17. 
部件名称 

18.评分
（0～5）

19. 
特别检查

20. 
维修范围

21. 
维修方式 

22. 
维修时间 

23. 
费用(元) 

1 翼   墙       

2 锥   坡       

3 桥台及基础       

4 桥墩及基础       

5 地基冲刷       

6 支   座       



7 上部承重构件       

8 桥面铺装       

9 伸 缩 缝       

10 人 行 道       

11 栏杆、护栏       

12 照明、标志       

13 排水设施       

14 调治构造物       

15 其   他       

24.总体状况 
评定等级 

 
 

25.全桥清洁
   状况评分

 

26.保养、小 
 修状况评分 

 

 

27.经常性养护建议  

28.记录人  29.负责人  30.下次检查时间  

31.缺损说明 
 

                        桥梁定期检查记录分表                  

表 2-5 

部

件 

号 

部件名称 缺损位置

缺损状况 
照片或简

图 

（编号/

年） 
类  型 性  质 范  围 程  度 

1 翼墙、耳墙       

2 锥坡、护坡       

3 桥台及基础       

4 桥墩及基础       

5 地基冲刷       

6 支   座       

7 上部承重构件       

8 桥面铺装       

9 伸 缩 缝       

1O 人 行 道       

11 栏杆、护栏       

12 照明、标志       

13 排水设施       

14 调治构造物       

15 其   他       

注 1、定期检查中发现的各种缺损均应用油漆将其范围及日期标记清楚。 

2、发现属于三、四类桥的严重缺损和难以判明缺损原因及程度的病害，

应照 

相记录，并附病害状态说明。 

3、缺损状态的描述，应采用专业标准术语（详见第四章） 

4、应附以简图和照片来阐明结构或构件典型的缺损状态。 

（九）定期检查提交内容 

桥梁定期检查后应提出下列文件： 



      桥梁定期检查数据表。每天检查的桥梁现场记录，应在次日内整

理成每座桥梁定期检查数据表。 

      典型缺损和病害的照片及说明。说明应对缺损的部位、类型、性

质、范围、数量和程度等加以阐述。 

      两张总体照片。一张桥面正面照片，在低桩号侧引道中心拍摄。

另一张为桥梁立面照片，在桥梁右侧拍摄。 

      桥梁清单。 

      桥梁基本数据表。定期检查完成后，应将本次检查的桥梁各部件

技术状况评定结果登记在桥梁基本数据表内。 

（十）定期检查报告 

桥梁定期检查后应提交报告，定期检查报告通常包括以下内容： 

      本次定期检查涉及到的所有桥梁的小修保养情况。 

      需要大中修或改善的桥梁计划（说明大中修或改善的项目，拟用

修建或改善方案、估计费用和实施时间等）。 

      要求特殊检查的桥梁报告，说明需要检验的项目及理由。 

      需限制交通或中断交通的桥梁建议报告。 

桥梁定期检查报告，由地(市)级公路管理机构主管领导审定后，报省

级公路管理机构；同时通知有关县级公路管理机构，对一、二类的桥梁进

行针对性、预防性的小修保养工作。 

（十一）定期检查结果的评定 

    对桥梁定期检查结果，一般从缺损状态、结构与构件的技术状况

和改进工作这三个方面，由有经验的桥梁检查工程师，依据桥梁定期检查

资料，凭借自己丰富的知识经验，通过对桥梁各部件技术状况的综合评定，

确定桥梁的技术等级，提出各类桥梁的改进工作措施。其为一种数量级评

价，属于桥梁一般评价的范畴。在结构各部件技术状况的评定中，主要考

虑缺损状况的评定结果，同时也兼顾结构各部件的功能、价值及美观要求。

改进工作的评定主要决定改进时间和改进方法，一般是通过对改进工作的

技术和经济分析来实现这一评定。全桥总体技术状况等级评定，主要采用

考虑桥梁各部件权重的综合评定方法。 

 

 

  第二节  公路桥梁的细部检查 

为了周密检定桥路结构的变形、位移、偏差及其存在的缺陷，细部检查是不

可忽视的环节。只有经过细部检查，才能更全面地发现桥梁(现有桥梁)各部位出

现的病害。所以，除了掌握全桥历史发展、概况以及相关技术资料外，尤其应对

各部结构的重点部位进行检定。从而更加有针对性的确定维修、加固计划。 

一、细部检查的前期工作 



前期工作主要是收集桥梁主要技术资料和相关检测仪器的准备，桥梁技术资

料搜集项目内容见表 2-6 
  

桥梁技术资料搜集项目内容简表             表 2-6 
类 
别 

搜集资料的主要内容 

桥
梁 
概 
况 
及 
历 
史 
资 
料 

1．桥梁所在公路路线名称，跨越河流名称；桥梁全长、孔数、跨径组合、桥面 
净宽、横坡及纵坡等 

2．桥梁净空与通航河流等级及其最高洪水位等 
3．桥梁各部分结构型式及建桥材料种类 
4．桥梁建造年代 
5．桥梁发生损伤、破坏、事故、水害等的程度及抢修、修复情况。 
6．建造及修复（包括加固）时所依据的设计标准（包括载重、洪水频率、地震 

烈度等） 
7．桥梁营运使用、交通量变化情况 
8．历年经常维修养护的一般情况，包括经常养护工作中所频繁出现的主要问题 

和缺陷。 

技 
术 
资
料 

1．建造及加固（包括大修）时的设计资料、竣工图纸，预制梁出厂合格证明书。
2．材料试验、施工记录、设计变更及隐蔽工程检验，竣工验收、总结等资料。 
3．桥梁定期检查的有关记录资料。 
4．建桥前后的水文、地质及航道交通变化等资料。 

  

二、桥梁现状的细部检查 

  
  

1、桥头引道、河床及桥址的检查： 

检查桥梁的引桥、河床和导波物时，须先根据设计资料，了解没计时的要求，

然后再通过测量检查弄清：桥头引道的构造、河道变迁及河床有无冲刷淤积等情

况。 

检查引桥时，应查明引桥路面结构、坡度及引桥路堤挡土墙的情况；记录路

堤边坡和锥形护坡的状况。尤应在每端引桥上打开 2～3 处路面查看正桥与引桥

的衔接处是否正常。 

     检查河床时应查明两岸的斜坡有无冲刷成淤积，以及护岸建筑的状况。

察看河床时应记录河流航道的改变，以及船只或木筷通过桥下时的特征。 

 检查导流物时应查明它们在平面和横断面的形状是否正确，它的高度是否

足够，坝的表面和它们的护坡的状况如何以及有无冲刷或淤积。 

检查时应进行必要的测量。测量项目有；引桥上应确定行车道及人行道宽度， 

路堤高度，边坡的坡度，挡土墙的尺寸，路面面层及基层的厚度，桥的全长，

桥面车行道及人行道的宽度等。在桥下，应测定桥孔中河床的位置以及通航桥孔

中的桥下净空。 



检查桥位时，应进行河流宣泄断面的主要水位的各种测量。此外，还要测量

连同引桥在内的桥址总平面团，并绘制桥址的纵断面图，其中也包括两头的引桥。

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应做流速的测定，并确定河流水势。 

2、上部结构检查重点（表 2-7） 

检查圬工有无风化、剥落、破损及裂缝，注意变截面处、加固修复处及防水

层的情况。对圬工剥落、裂缝处，应注意钢筋锈蚀的状况。 

钢筋混凝土梁应重点检查宽度越过 0.3mm 竖向裂缝，并注意检查有无斜向

裂 缝及顺主筋方向的纵向裂缝。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梁要观测梁的上拱度变化，并注意检查有无不容许出现的

垂直于主筋的竖向裂缝。 

拱桥应测量实际拱轴线和拱圈(或拱肋)尺寸．并检查拱圈(或拱助)有无横向

(垂直路线方向)的裂缝发生。 

测量上部结构严重裂缝的具体位置及尺寸，并绘制裂缝图（详见第四节）桥

梁上部结构检查的重点部位见表 2-7。 

3、下部结构检查重点（表 2-8） 

检查墩台结构有无风化剥落、破损及裂缝。对严重的裂缝．应测量其具体位

置及尺寸，并绘制裂缝图（详见第四节）对有下沉、位移、倾侧变位等情况的墩

台，应查清地基情况，并检查梁端部、支座及墩台的相对位置关系。 

桥梁下部结构检查的重点部位见表 2-7。 

4、材质及地基的检验 

钢材应切取标准试件进行强度试验，决定其极限强度、屈服点、延伸率、冲

击韧性等。 

混凝土的实际强度宜采用非破损检验法测定，在必要时，亦可从构件上挖取

试样，然后在实验室内测定出混凝土相关力学性能（详见第五、六节）基底地质

情况根据工程复杂程度和实际要求，可查考原设计时的工程地质资料或采用钻孔

取原状土样检验、钻探或触探等方法确定。  

 

  

  

  



 



 



  

        第三节  公路桥梁常见裂缝检查 

桥梁结构在施工和营运使用过程中，常会出现各种不同形式的裂缝。对于

砖、石、混凝土结构物来说，产生裂缝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钢筋混凝土部分

预应力桥梁中允许出现裂缝；在全预应力桥梁中也有出现裂缝的可能。裂缝检

查首先应判断裂缝的类型，其次在判断其是否在允许范围内，是否需要维修或

加固。 



一、桥梁裂缝分类 

 

（一）从安全性分类 

1．正常的工作裂缝：在设计控制范围内的裂缝 

2．非正常裂缝：超出规定范围的裂缝（公路桥梁裂缝限值见表 2-9） 

  各类公路桥梁裂缝限值表                     表 2-9 

  

  

  

  

  

  

  

  

结 构 类 别 
裂 缝 部 位 

允许最大

缝宽 

（mm） 其 它 要 求 

钢筋混凝土梁 

主筋附近竖向裂缝 0.25 
 

腹板斜向裂缝 0.30 
 

组合梁结合面 0.50 不允许贯通结合面 

横隔板与梁体端部 0.30 
 

支座垫石 0.50 
 

预应力混凝土梁 
梁体竖向裂缝 不允许

 

梁体纵向裂缝 0.20 
 

砖、石、混凝土拱 

拱圈横向裂缝 0.30 裂缝高小于截面高一半

拱圈纵向裂缝 0.50 裂缝长小于跨径 1/8 
半裂缝长小于跨径“

拱波与拱肋结合处 0.20 
 

墩  台 

墩 台 帽 0.30 

不允许贯通墩台身 

截面的一半。 
墩 

台 

身 

经常受浸蚀性 

环境水影响 

有 筋 0.20 

无 筋 0.30 
常年有水 

但无侵蚀 

性影响

有 筋 0.25 

无 筋 0.35 

干沟或季节性有水河流 0.40 

有冻结作用部份 0.20 
 

注：对于潮湿地区或空气中含较多腐蚀性气体的环境，缝宽限值应更加严格 



  

  

  

  

  

  

  

  

  

  

  

  

  

  

  

  

  

  

  

  

  

  

  

  

  

  

  

  

  

（二）从客观成因分类 

1、先天裂缝:由于设计不当，不可避免的在结构中产生的裂缝。 

2、原生裂缝:由于施工工艺不当，造成的结构中原本可以避免的裂缝。 

3、后天裂缝：正常使用荷载造成的累积损伤裂缝，及非正常荷载造成的突

损伤裂缝。 

（三）从力学机理来分类 

从受力来看，裂缝可有弯曲裂缝，剪切裂缝，局部承压及伴随的劈裂和崩

裂，拼接缝的分离和扩展，差动裂缝(由于外部约束或内部变形反应滞后而造成

的一种混凝土裂缝)。差动是一种常见而又常常被忽略的裂缝成因，常见几种成

因总结如下： 

1、老基础（或承台）上浇筑长条混凝土时，由于老基础的约束作用使新浇

筑混凝土产生降温和收缩的裂缝；有时分层浇筑的混凝土构件也会发现这种裂



缝； 

2、连续台座上长期存梁或长期不拆模，由于台座或模板约束了混凝土的收

缩和温差变化，会导至普通钢筋混凝土梁和未及时张拉的预应力梁开裂； 

3、先张预应力混凝土梁放张次序或速度不当，先放松短束，或过快地放松

全部预应力钢束，由于台座的约束和梁体混凝土变形反应滞后都可能造成梁体

混凝土开裂； 

4、悬臂浇筑时，挂篮合拢段的浇筑，随着混凝土浇筑过程，悬臂挠度不断

变化，下部先浇的混凝土产生裂缝；如果没有充分考虑挂篮拆除的反作用力，

会使正弯矩预应力过大，导致上部混凝土裂缝； 

5、连续浇筑节段之间温差也可能导致裂缝。 

（四）从产生因素上来分类 

从外因来看，裂缝产生的外界因素包括：荷载和变位；成桥内力；温度变

化；材料时效(如收缩、徐变)；先天和后天的截面削弱；化学、物理作用(钢筋

锈蚀；预应力筋锚头锈蚀；混凝土老化；酸碱腐蚀等)。 

（五）从产生的时序来分类 

从时间来看，裂缝有早期裂缝、强度成长期裂缝和使用期裂缝。早期裂缝

（在终凝之前产生的裂缝）一般在浇筑后第二天才能发现，主要有沉降缝（塑

性混凝土沉降引起），早期收缩缝，模壳变形缝，振动和荷载缝等。 

二、公路桥梁常见裂缝及成因总结 

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简支梁桥常见裂缝及产生原因见表 2-10 

预应力混凝土梁桥、悬臂梁桥及连续梁桥常见裂缝及产生原因见 2-11 

拱桥、桁架拱桥及刚架桥常见裂缝及产生原因见 2-12 

桥梁墩台结构的常见裂缝及产生原因见 2-13 







 



 

                   

                  拱桥、桁架拱桥及刚架桥常见裂缝及成因                         表 2-12 



 



 

三、裂缝的检查及观测 

（一）裂缝检查与观测的内容包括： 

1、裂缝发生的部位、走向、宽度、分布状况以及大小和长度等； 

2、裂缝的变化发展情况。 



（二）裂缝检查与观测的方法： 

裂缝观测时一般采用的仪器有塞尺，手持式读数显微镜（刻度放大镜），长

标距裂缝应变片，千分表引伸仪等。目前市场上有一种电子裂缝 

宽度仪，采用的是电子视频技术。现场观测裂缝变化发展情况的简单方法： 

在裂缝两边设置小标杆，两杆间的距离用卡尺测量 (图 2-4)，或用读数放大

镜直接测量裂缝的宽度。 

设置两块金属板来量测，一块金属板盖过裂缝并与另一块刻有尺寸的金属板

相接触(图 2-5)，量测并记下裂缝变化的尺寸。 

 

   图 2-4 设标杆观测裂缝法（单位：mm）       图 2-5 设金属板观测裂缝法（单位：mm） 

利用水泥浆或石膏做成薄片状的标记贴在裂缝处，或用玻璃片、较牢固的纸

糊在裂缝上，观察其是否继续开裂。具体做法如下：在裂缝的起点和终点划上与

裂缝走向垂直的红油漆线记号，并把裂缝登记编号。观测并记下裂缝的部位、走

向、宽度、分布状况和长度等。如有必要知道裂缝深度时，可用注射器在裂缝中

注入有色溶液，然后开凿至显色为止，其开凿深度即为裂缝的深度。 

观测裂缝的变化情况，除长度可观察裂缝两端是否超出前一次油漆划线外，

对裂缝是否沿宽度方向继续扩展，可做灰块或玻璃测标（图 2-6）进行观测。其

方法是先将安设测标部位的结构表面凿毛，然后用 1：2 水泥砂浆或石膏在裂缝

上抹成厚 10～15mm 的方形或圆形灰块，也可用石膏将细条状玻璃固定在裂缝两

侧结构表面上，在裂缝处玻璃截面很小，对测标编号并注明安设日期，当裂缝继

续扩展时，测标就会断裂，一般裂缝宽度都较小，应尽可能采用带刻度的放大镜

测量。 



 

          图 26 设砂浆块、石膏块、玻璃片划油漆观测裂缝法（单位：mm） 

在观测裂缝时，“要记录气温的情况，因为气温降低时，结构的外层比内层

冷却的更快，因而表面收缩较快，这时裂缝显得的较大，当气温增高时则恰好相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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