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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高铁防护墙外观质量控制措施

高 尚 泰，　吕 鹏 博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 第二分局，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２２５）

摘　要：为了提高京沪高铁防护墙混凝土的外观质量，通过采用铺设砂浆找平层、改造模板和制作收面工具等方法，达到了

预期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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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工程概述
京沪高速铁路罗而庄特大桥全长３７８３．６４ｍ，

起讫里程ＤＩＫ４２８＋７２７．１８～ＤＩＫ４３２＋５１０．８２。该
桥由９８孔预应力混凝土简支箱梁和４联预应力
混凝土连续梁构成，桥梁位于Ｒ＝７０００的平面曲
线上，曲线全长３６７０．０６ｍ，其 中 缓 和 曲 线 长
３１１７．２ｍ，圆曲线长２３３０．０６ｍ。梁体全部采用
原位现浇法施工，防护墙位于梁体顶部两侧，梁体

施工结束后再进行防护墙的施工。

京沪高铁防护墙为 Ｃ４０钢筋混凝土结构，底
宽２５０ｍｍ，顶宽２００ｍｍ。直线地段防护墙高度
为７５０ｍｍ，曲线内侧防护墙高度为８２０ｍｍ，外侧
高度为１０００ｍｍ。直曲线过渡段及不同曲线半
径时防护墙高度根据轨顶高程进行相应调整，即

在缓和曲线范围内防护墙高度在１０００（８２０ｍｍ）
～７５０ｍｍ间进行过渡。防护墙结构见图１。

图１　防护墙结构图

２　防护墙常见的外观质量缺陷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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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墙在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外观质量缺陷主

要为三种：即烂根、节间顶面错台较大及气泡多。

２．１　烂　根
防护墙施工前梁体已施工完毕。由于梁体施

工时采用了原位现浇工艺，梁面平整度控制精度

不高，从而造成防护墙模板和梁面混凝土不能密

贴，防护墙混凝土浇筑时砂浆从缝隙处漏出，造成

烂根现象的发生。

２．２　节间顶面错台较大
防护墙在缓和曲线段的顶面高程随轨顶高程

的变化而变化。为了解决温度应力引起的变形问

题，整个护墙每２ｍ设置了一道宽度为１０ｍｍ的
伸缩缝。施工时，伸缩缝采用在护墙内、外模板的

中间加设钢板成型。顶部收面时，由于钢隔板的

顶高程高于模板的顶高程，各节间不能通视，操作

时顶面高程不易控制，从而形成节间错台，造成整

体高低不平、线形不流畅的现象出现。

２．３　气　泡
为了满足防护墙外侧安装人行道盖板的要

求，在其外侧设计有５０ｍｍ宽度的台阶，即防护
墙３４０ｍｍ高度范围内的宽度为２５０ｍｍ，３４０ｍｍ
高度以上部位的结构宽度为２００ｍｍ。防护墙混
凝土浇筑时，由于模板处于密封状态，在 ５０ｍｍ
的台阶顶部容易出现大量的气泡，从而造成外观

质量缺陷。

３　主要控制措施
防护墙是桥面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运

行期间对乘客的视觉影响较大。为了保证防护墙

的外观质量，使其较少或消除缺陷，经综合进行比

选，最终采取了以下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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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烂根现象的控制措施
由上述可知，烂根现象的产生主要是因梁面

平整度不高、护墙模板与梁顶面混凝土不能密贴、

局部存在缝隙造成，因此，在模板安装前，先在防

护墙模板底铺设砂浆垫层找平。在铺设砂浆找平

层前，首先对梁面进行凿毛处理，然后在其内侧安

装钢模板，防止砂浆侵入防护墙界限内。找平层

厚度一般不大于１０ｍｍ，铺设时挂线，严格控制表
面平整度。防护墙混凝土浇筑完成、模板拆除后，

使用手持式切割机将防护墙外侧多余的砂浆除掉。

３．２　节间顶面错台的解决方案及控制措施
由于防护墙模板顶部的高程有时会高于混凝

土设计顶面高程，对于节间顶面，采用制作专用的

混凝土收面工具进行控制。具体的方法是：首先

计算出混凝土顶面高程与模板顶高程的差值，然

后调整收面工具尺寸，最后将其搭设在模板两侧

行走，从而达到控制顶部高程的目的。通过提高

单节段防护墙顶面高程及平整度的精度，减小节

间顶面高差，保证了防护墙顶面整体的线形平顺

流畅。防护墙收面工具构造见图２。

图２　防护墙收面工具构造示意图

３．３　气泡现象的控制措施
在防护墙外侧安装盖板的位置，由于模板在

此处形状发生了变化，混凝土振捣时，仓内的气体

和水不易排出，拆模后顶面气泡多且大。我们采

用了在模板台阶处钻孔的方法予以解决。钻孔间

距２０ｃｍ，孔径５ｍｍ，钻孔后须对模板内侧进行
打磨。模板拆除后，气孔部位用磨光机磨光。

４　结　语
京沪高铁工程对桥面系的外观质量要求较

高。通过铺设砂浆找平层、制作收面工具、钻孔排

气等方法，很好的解决了防护墙的外观质量问题，

达到了内实外美的效果，多次受到监理及业主单

位的好评，值得类似工程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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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联发布《电力工业“十二五”规划滚动研究报告》
３月１２日，中电联发布《电力工业“十二五”规划滚动研究报告》。中电联在该报告中指出，应优先开发水电，实行大中小开发相结

合，推进水电流域梯级综合开发。中电联提出，应尽早开发完成长江上游、乌江、南盘江红水河、黄河中上游及其北干流、湘西、闽浙赣和

东北等７个水电基地，重点布局开发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怒江、黄河上游干流等６个大型水电基地；重视境外水电资源开发
利用，重点开发缅甸伊江上游水电基地。该报告分析说，到２０１５年，全国常规水电装机预计达到３亿千瓦左右，水电开发程度达到５８％
左右，其中东部和中部水电基本开发完毕，西部水电开发程度在４８％左右。到２０２０年，全国水电装机预计达到３．６亿千瓦左右，全国水
电开发程度为６９％，其中西部水电开发程度达到６３％。抽水蓄能电站２０１５年规划装机４１００万千瓦左右，２０２０年达到６０００万千瓦左
右。与２０１０年版规划研究报告相比，该报告对于西南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澜沧江、怒江等五江干流水电基地电源的开发进度提前，
２０１５年规划目标增加约１５００万千瓦，投产容量增加较多，约３０００万千瓦，“十三五”期间投产容量增加较多的流域是大渡河与澜沧江
上游。该报告还预计，２０１５年我国大型水电基地跨区省送电规模达６６９０万千瓦，“十二五”期间增加４４９０万千瓦；２０２０年为７９９０万
千瓦，“十三五”期间增加１３００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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