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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长江铁路大桥水中主墩施工技术+ 

蒋明贵 
(长江重庆航道工程局，重庆 400011) 

摘要：四川省隆纳铁路泸州长江铁路大桥属特大桥，其 2 、3 水中主墩采用大型双壁钢围 

堰沉 井基 础 方案 。 该 工程 施 工难 度 大 ．风险 高 ，通 过 介 绍 该 工程 的 施 工技 术 和措 施 ，为今 

后 同类桥 梁的施工积 累了宝贵的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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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长江铁路大桥位于四川省泸州市纳溪上游 l km左右的伏石岩。该桥距隆纳高速公路泸 

州二桥约 2．5 km。大桥起讫里程为 DK10+027．45～DK1l+503．75，全长 l 476．3 m，其中大桥全长 

l 444．5 m。为单线铁路桥，引桥上部构造为32 m及 24 m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简支梁，主桥为一联五 

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钢构桥，全桥共 32个墩台，跨径组合(O 一20 台)为(1l×32+83．95+3×ll4 

+83．95+9×32+24+5×32)m。 

1 工程概况 

1．1 主要工程内容 

泸州长江铁路大桥 2 、3 墩基础均采用圆形钢围堰施工。钢围堰外径 23 m，内径 20．2 m，壁 

厚 1．4 m。围堰设计顶标高 233．5 m，2 墩围堰设计底标高 215 m，3 围堰设计底标高为216 m。由 

于钢围堰嵌岩较困难，设计采用 10× 25O nlnl钻孔灌注桩，钻孔桩嵌岩深度必须确保嵌入长石砂 

岩4 m。钻孔桩上部设有厚度为5 m高的钢筋混凝土承台。结 

构示意如 图 l所示 。 

l。2 工程特点 

桥墩处河床地质为：上部系紧密相嵌的卵石，最大粒径达 

O mm，给钢围堰内砂卵的开挖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下部为鱼 

背型石梁，给钻孔桩的施工造成了很大的困难；3 墩钢围堰底 

部南北向岩面高差达 l1．5 m，钢围堰平稳着床和着床后的钢围 

堰调差困难较大；桥位处于卡口型河段，在两个墩的钢围堰着 

床后。江水流速最高时达 3．0 m／s，工程难度特别大。此外，加 

上由于种种原因造成 l2月初才进场，工期压力也特别大。 

2 主要施工方法 

钢围堰 

2．1 钢围堰的加工 图1 钢围堰施工结构示意图 

为了节省工期，采用在大型工厂生产加工钢围堰，然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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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现场进行组装的施工方案。共计加工 15节钢围堰(3．0 m×9+2．0 m X 5+3．5 m)，每 l节钢围堰 

又分成 8个分片。首节钢围堰在 l 000 t驳船上拼接，经密闭试验后，用 50 t的浮吊起吊下水，然后 

进行水上浮接，将首节钢围堰接高至9．0 m，余下部分待钢围堰就位后，根据下沉情况进行接高。 

2．1．1 钢围堰的就位 

钢围堰下水后，待上游定位船就位并准备好接受钢围堰时，采用大型托轮顶推钢围堰。同时用 

上游定位船上的绞缆器助拖钢围堰上桥轴线附近，然后用工作船将钢围堰定位所用的边缆挂上。 

由于该处水域狭窄，传统建桥施工方法中的左右两边定位船只好取消，就连下游定位船也取消了。。 

精确定位后，就用主缆和边缆，以及水流动力来调整钢围堰的位置。实测资料表明，两个墩的钢围 

堰着床误差最大分别为垂直桥同线方向+8 cm和 +4 cm，沿桥轴线方向：左 10 cm和左 9 cm，远小 

于规范标准的±50 cm，完全满足设计要求。 ． 

2．1．2 锚锭 系统设计 

根据本工程的实际河段情况、钢沉井定位锚锭系统由下列几部分组成： 

上游定位船采用4OO t级甲板驳，其上设置必要的调系缆设备；下游定位船也采用 4OO t级甲板 

驳，其上设同样的调系缆设备；上游主锚及相应的锚链、锚缆。钢沉井边锚及锚链、锚缆；定位船与 

钢沉井之间的钢缆等组成。 

根据理论计算及安全稳定验算，最后配置了大小规格不同20只锚。 

2．1．3 钢围堰下沉施工 

当钢围堰精确定位后，开始灌水下沉到一定深度时，进行沉井落床的准备，并按以下和序进行 

沉放。 

1)当钢围堰刃脚距河床 l～2 m时，通过对墩位中心以外 lO～20 m范围内的河床进行一次仔 

细的地形测量，根据河床表面冲淤情况，进行围堰落床的准备。如冲淤变化大，就在冲刷部位抛填 

矿渣，并用带高压射水的吸泥机吸除过度淤积部分，对河床进行初步整平，创造围堰着床条件。 

2)当钢围堰刃脚距河床 l～2 m时，钢围堰干弦高度保持有5 m以上(即着床前，2 、3 墩钢围 

堰的第二节接高均已完成)。对围堰精确定位，准备着床。 

3)围堰着床，采用上游定位船上围堰拉缆缓慢放松，围堰壁仓内均匀注水下沉落床，用两台经 

纬仪，一台全站仪测量仪，钢围堰中心位置，在不满足设计要求时，壁仓内抽水，将围堰浮起，重新定 

位，如此反复操作，直到设计精度为止。 

4)钢围堰落床后，即开始浇注隔仓混凝土，混凝土用水上搅拌站，浮吊吊料斗进壁仓浇注，浇 

注时，采取对称浇注，浇注到统一标高，以利于围堰下沉。 

2．1．4 钢围堰吸泥下沉 

吸泥开挖沉井示意图如图 2所示。 

在吸泥下沉过程中，采取均匀出土，控制围堰内除 

土深度，吸泥过程中从沉井的中心开始，使中间形成锅 

底形状。在吸刃脚时，两台吸泥机应对称吸泥，以便沉 

井均匀下沉。 

围堰到达岩面后，经测量确认位置偏差在设计要 

求之内后，用袋装混凝土填缝，使围堰内部紧闭。然后 

进行吸泥清基，搭设封底混凝土平台，进行水下混凝土 

封底。 

2．1．5 钢护筒施工 

为了节约工期，采用在工厂分段加工钢护筒，现场 

接长至设计长度，整体吊装的办法。护筒固定架也采 
用整体加工、整体吊装的办法。 图2 钢围堰吸泥下沉示意图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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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钢围堰封底混凝土施工 

工艺流程如下 ： 

I 垦堡工 型焦卜l 堡渣茎I—l墼签 笪固室 塑 笪鳌焦I—I整塑 ± 垩鱼I— 

I壁 笪 型焦l—l窒 笪 工 塑I—l窒 量笪塑塑 I—I 工 ± I 
2．1．7 钻孑L桩施工 

1)钻孔桩成孔 

2 、3 桥墩每个墩各有 10根 ．5 m桩，我们选用了两种钻机进行钻孔，一种是气举反循环旋 

转钻机，另一种是冲击钻。当围堰吸泥下沉至岩面时，才发现该处地质情况非常复杂，岩面为高差 

异常大的鱼背型石粱，给钻孔桩的施工造成了巨大的困难。经过实践摸索，采用不粘钻孑L，不断填 

灌混凝土的办法，最终解决了这一难题，经过比较发现，冲击钻的效果更好一点 ，但在岩面平整处， 

旋转钻机的钻进速度最快。 

2)钢筋笼的施工也是采用整体加工 ，整体吊装安施的办法。混凝土的浇筑按水下混凝土导管 

法施工。 

2．1．8 承台施工 

钻孑L桩施工完成后，将钢围堰内的水抽干、清淤，填充砂卵石至设计承台底标高，然后做垫层。 

扎钢筋，布冷却水管，浇混凝土。 

3 3#墩岩面高差过大的处理 

在钢围堰就位，进行下沉最后一次测量时，发现原地质报告非常不准，实际的岩面南北高差达 

11．5 m，必须经过特别的处理后才能沉放钢围堰。经过多种方案的比较，最后我们选定，首先采用 

水下钻爆的方式，半南侧岩石炸下 6 m左右，然后沉放钢围堰，通过在钢围堰的北侧总长占 2／3圆 

周长的范围内按实际地形变化加装钢插板，以弥补钢围堰的南侧下落到基岩上时，而北侧还在砂卵 

石上的不足，通过边吸泥，边下插板的办法，有效地解决了岩面高差过大的问题。 

4 结束语 

泸州长江铁路大桥 2 、3 水中主墩经过七个月的施工，实现了在一个枯水季将两个水中主墩 

的桥墩基础部分做出水面的总体 目标，为总工期的提前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外 ，它成功地解 

决了在大流速、河床岩面高差异常大且卵石粒径也特别大的山区河流上的建桥难题，为今后类似条 

件下建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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