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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座式单轨轨道梁桥维护与更新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确立了跨座式单轨轨道梁桥维护与更新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维护要求、更

新、质量控制与验收和维护数据管理的一般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跨座式单轨交通轨道梁桥（以下简称轨道梁桥）及其附属设施维护与更新

的作业和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458    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规范 

GB 50614    跨座式单轨交通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8923     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和除锈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轨道梁  track beam 

承载列车荷重和车辆运行导向的结构，以及其它设备设施的载体，分为混凝土轨道梁、

钢轨道梁、钢混组合轨道梁。其中混凝土轨道梁分为预制梁与现浇梁。 

3.2 

轨道梁桥  track beam bridge 

由轨道梁、支承轨道梁的桥墩和基础组成的桥梁体系，包括组合桥和道岔桥。 

3.3 

道岔桥  turnout bridge 

设置在高架线路段，用于安装道岔及附属设备的钢筋混凝土桥式平台。 

3.4 

巡检  routing inspection 

通过线上或线下的巡视方式对线路及其附属设施状态进行检查。 

3.5 

大位移伸缩装置  composite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installation 

设置在大桥伸缩缝处，用于调节大桥与轨道梁自由伸缩位移，为列车通过提供平稳过渡，

http://www.baidu.com/link?url=rxXIOaJfM7EvikUiOoMr9or3B2m5NR66RkovCpXNeZ4yaXxyIwuj_eXs_3KWmIEV-9YG-14qY02DgTIdJhCk_JBwzGrGra4tglioKbaNs5clK_mKVMQ4GVBNnxK_KJ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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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行车舒适性及安全性。 

3.6 

铸钢拉力支座  cast steel tensile support 

轨道梁与盖梁之间进行连接与传力，并满足梁体竖向支承和梁体纵向自由伸缩变形要求

的机械装置，它由上摆、下摆、基座板及承拉连接件组成。铸钢拉力支座分为固定支座和活

动支座。 

3.7 

接缝板  joint plate 

轨道梁梁缝间的连接过渡装置，安装在轨道梁或道岔梁端部的走行面、导向面和稳定面

上，使轨道梁或道岔梁在一定的缝隙范围内自由伸缩，确保列车安全、平稳通过梁缝。接缝

板由接缝面板、板座、固定螺栓等组成。 

3.8 

检修通道  examine and repair channels 

沿轨道高架线路铺设于区间盖梁或车站结构物上，作为供电、通信、信号等线缆敷设通

道，并为设备设施维护提供工作平台。 

4   基本要求 

4.1  为保证轨道梁桥维护与更新质量，做到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制

定本标准。 

4.2  运营单位应根据轨道梁桥的技术要求及具体情况，合理制定维护周期、维护内容及标准，

保证轨道交通正常运营。 

4.3  轨道梁桥的维护工作应包括以下内容：巡检作业、轨道梁的维护及检修，附属设施的维

护及检修。 

4.4  作业现场应保持清洁卫生，对废物排放和处理、噪声控制应达到国家环境保护规范的相

关规定。 

4.5  作业前应做好安全准备及防护措施。 

4.6  作业过程中应采取必要措施减少对城市交通和居民生活的干扰。 

4.7  作业过程中应采取稳妥可靠的措施，保证周边构筑物、设备设施完好。 

4.8  位于城市主干道、商业集中区、学校、医院等人口稠密区域的作业项目，在作业过程中

应根据安全、环保与防灾要求设置作业围蔽、防尘、降噪、防火与疏散等设施。 

4.9  采用的原材料、设备等外购件，应具有产品合格证书及质量检测报告，必要时还应委托

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现场抽样检测。 

4.10  维护过程中使用的工具、量具必须经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检测，并具有相关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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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运营期间的维修作业应控制土建、设备安装调试的作业范围，不得侵限。 

4.12  轨道梁桥维护与更新作业及验收除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规定。 

5   维护要求 

5.1  一般规定 

5.1.1  本章适用于轨道梁桥及附属设施的维护作业。 

5.1.2  维护应做好记录，建立专项档案。 

5.2  线上巡检 

5.2.1  周期：宜每天 1次。 

5.2.2  内容： 

a） 轨行区周边环境检查； 

b） 线路标识检查； 

c） 轨道梁主体检查； 

d） 附属设施检查。 

5.2.3  标准： 

a)  无侵入线路限界的物体； 

b） 线路标识无缺失； 

c） 轨道梁无明显的破损、裂缝、露筋等病害； 

d） 附属设施状态完好，轨道梁上无异物。 

5.2.4  运营期间宜采用添乘列车的方式进行，列车停运后宜采用工作车夜间巡检的方式进

行。 

5.3  线下巡检 

5.3.1  周期：宜每季度 1次。 

5.3.2  内容： 

a） 墩柱检查； 

b） 周边环境检查。 

5.3.3  标准： 

a） 墩柱无破损、露筋和明显裂缝等病害； 

b） 墩柱上无违规的附属设施； 

c） 墩柱标识牌完好、防撞护筒完好； 

d） 周边地表无明显沉降、裂缝； 

e） 周边无植物、建构筑物、机械设备等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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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发生因交通事故等产生的撞击、周边开挖、爆破时应增加巡检频次； 

g） 发生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或超过设防烈度的地震时，应全面检查墩柱及周边环

境，并进行灾害评估。 

5.3.4  线下巡检以目测为主，并配备照相机、裂缝观测仪、探查工具等必要的量测仪器。 

5.4  混凝土轨道梁的维护 

5.4.1  周期：宜每年 1次。 

5.4.2  内容： 

a） 裂缝； 

b） 破损； 

c） 晃动； 

d） 防滑涂装； 

e） 局部线形； 

f） 接缝板； 

g） 接缝板座； 

h） 伸缩缝。 

5.4.3  标准： 

a） 裂缝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裂缝宽度进行测量，同一裂缝宽度不均时，取最大值； 

2） 宽度超过规范要求的裂缝应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评估； 

3） 处置后的裂缝应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安全性评估； 

4） 受拉区、支座负反力区的裂缝和修补后的裂缝应定期进行跟踪监控。 

b） 破损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影响运营安全及乘坐舒适性的破损应立即修补； 

2）  破损部位修复后的平整度不超过±2mm； 

3）  修补处理后组织专项验收。 

c)  晃动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采用铸钢拉力支座简支安装的 PC轨道梁应按期对支座间隙进行检测； 

2） 支座间隙检测宜采用人工和机器视觉技术相结合的方式。 

d） 防滑涂装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轨道梁同一位置多次出现列车打滑影响正常运行时，宜对走行面进行防滑涂装

处置； 

2） 通过防滑涂装处置的轨道梁应能保证列车正常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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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涂层厚度均匀一致，无漏涂、流挂、针孔、起泡、脱落、积水等现象； 

4） 涂装完成后应满足轨道线路线形要求。 

e） 局部线形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经多次添乘发现某处有明显振动或异响，且经检查该处接缝板及板座都无松动

时，应对该处进行线形检查； 

2） PC 轨道梁线形检查包括梁端连接处线形检查和局部线形检查； 

3） 对 PC轨道梁相邻接缝板的高差、接缝板与轨道梁工作面的高差进行检查。 

f） 接缝板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接缝板无锈蚀、破损、裂缝； 

2） 紧固螺栓无缺失、断裂、锈蚀； 

3） 弹簧垫圈无缺失、失效、断裂； 

4） M16 的紧固螺栓扭力值为 150N·m～160N·m，螺栓顶面低于接缝板表面 1mm 以

上； 

5） 接缝板表面与板座的高差不超过±2mm，相邻两榀轨道梁接缝板的错台不超过±

2mm； 

6） 接缝板紧贴板座，无空响。 

g） 接缝板板座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轨道梁端预埋的接缝板板座发生松动时，应立即进行维护； 

2)  接缝板板座松动处置宜采用灌浆补强的方法； 

3） 接缝板板座松动处置不得损伤混凝土结构内的预埋钢筋； 

4） 在接缝板板座松动处置期间，应安装专用装置保证列车正常通行； 

5)  在灌浆材料达到强度要求后，拆除专用装置，恢复安装原有接缝板,并进行跟踪

观察； 

6） 接缝板座防腐涂装出现磨损应立即重新涂装，涂层厚度均匀一致，无漏涂、流

挂。 

h） 伸缩缝维护应符合下列要求： 

1） 伸缩缝数据的采集应从梁体顶部中间位置和梁体左右侧腹部、下肋 5 个点位进

行采集，重点部位应增加检查频次； 

2） 相邻两榀轨道梁之间伸缩缝的宽度应能满足轨道梁的热胀冷缩及列车正常运营

时对轨道梁产生的位移。 

5.4.4 局部 PC轨道梁线形调整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a） 调整支座下摆与锚箱基座板抗剪榫之间的间隙； 

b） 调整梁体倾角及横坡超高值； 



 

 6 

c） 调整梁体中心线间距及线路中心线； 

d） 调整梁端连接处的水平线形和竖向线形矢高； 

e） 调整轨道梁线路梁端轨面绝对标高。 

5.5  大位移伸缩装置维护 

5.5.1  周期： 

a） 巡检； 

b） 周检； 

c） 月检； 

d） 年检。 

5.5.2  内容： 

a） 外部螺栓； 

b） 内部位移弹簧； 

c） 内部紧固螺杆。 

5.5.3  标准： 

a） 外部螺栓无松动、脱落； 

b） 内部位移弹簧无严重位移、失效； 

c） 内部紧固螺杆无断裂、锈蚀。 

5.6  钢轨道梁维护 

5.6.1  周期：宜每年 1次，同时应根据气候及轨道梁具体情况加密频次。 

5.6.2  内容： 

a） 钢箱梁； 

b） 焊缝； 

c） 连接螺栓。 

5.6.3  标准： 

a） 钢轨道梁及其部件无锈蚀； 

b） 钢轨道梁内外涂装无空鼓、起壳、剥落； 

c） 焊缝无裂缝，发现裂缝后应采用无损探伤方式确认裂缝性质和范围，评估其影响程

度，若焊缝裂缝有扩大和恶化趋势，应立刻采取修复措施； 

d） 需要修复的焊缝裂缝应先进行打磨，打磨区域不小于裂缝影响范围，重新焊接时控

制焊接应力，焊接完成后进行无损探伤检测； 

e） 连接螺栓无松动、锈蚀、缺失、折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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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箱体内部无积水、渗水、涂层剥落、锈蚀等现象； 

g） 已经发现的病害应做好标记和记录，在修复前适当增加检查频次。 

5.6.4 钢轨道梁防腐涂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涂装时除锈等级不低于 GB 8923 《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和除锈等级》要求的 St2 级； 

b） 涂装时的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应符合涂料产品说明书要求，当产品说明书对涂装环

境温度和相对湿度未作规定时，环境温度宜控制在 5℃～38℃，相对湿度不应大于

85%，钢材表面温度应高于露点温度 3℃，且钢材表面温度不超过 40℃； 

c） 表面干燥，不允许有凝露； 

d） 遇雨、雾、雪、强风天气应停止露天涂装； 

e） 涂装后 4小时内应保护，避免淋雨和沙尘侵袭； 

f） 涂料应搅拌均匀，随拌随用，不得随意添加稀释剂； 

g） 不同涂层间时间间隔应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执行； 

h） 防腐涂装的凝固时间应满足列车正常运行要求。 

5.7  铸钢拉力支座及组件的维护 

5.7.1  周期：宜每年 1次。 

5.7.2  内容： 

a） 支座上下摆； 

b） 连接上下摆的铰（辊）轴； 

c） 抗剪榫； 

d） 楔紧块； 

e） 支座锚杆。 

5.7.3  标准： 

a） 支座上摆和下摆无裂缝、锈蚀，防腐涂层无损坏； 

b） 上摆与轨道梁，下摆与锚固螺栓连接可靠； 

c） 上下摆铰（辊）轴完好，辊轴无顶死状态； 

d） 固定支座无损伤、松动及锈蚀，铰轴安装孔内无锈蚀，铰轴止脱板无脱落，止脱板

固定螺栓完好； 

e） 活动支座无损伤、松动及锈蚀，辊轴安装孔内无锈蚀，辊轴定位块无脱落，固定螺

栓完好； 

f） 辊轴上下承压板无缺损，辊轴定位螺杆、螺母及开口销无缺损，辊轴定位螺杆的定

位压板无缺损，螺钉紧固可靠； 

g） 抗剪榫与楔紧块紧固可靠，楔紧块间无脱焊及脱落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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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支座锚杆无断裂，紧固螺母、防松螺母无松动、缺损、锈蚀，顶部固定块安装方向

正确，防腐涂装无损坏； 

i） 凸轮板、盖板、活动板、调整垫板无锈蚀； 

j） 当锚杆发生断裂，重新安装完成后，轨道梁的恢复安装应满足 GB 50614 《跨座式

单轨交通施工及验收规范》的相关规定。 

5.7.4  当活动端辊轴出现间隙异常时应按下列步骤进行调整： 

a） 作业前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b） 松开支座锚杆紧固螺栓，拆除抗剪榫处楔紧块； 

c） 使支座下摆处于自由状态； 

d） 调整滚轴的间隙，使其达到要求； 

e） 如上述操作无法调整到位，应按照相同方式，再松开固定端支座锚固螺栓，按照相

同步骤再次进行调整； 

f） 恢复支座。 

5.8  线路标识的维护 

5.8.1  周期：宜每年 1次。 

5.8.2  内容： 

a） 坡度标； 

b） 曲线标； 

c） 里程标； 

d） 轨道梁及墩柱编号等。 

5.8.3  标准： 

a） 线路标识无缺失、磨损或图案不清晰； 

b） 固定铭牌无螺栓松动、缺失等情况。 

5.9  检修通道的维护 

5.9.1  周期：宜每年 1次。 

5.9.2  内容： 

a） 承重结构； 

b） 焊缝； 

c） 连接装置； 

d） 护栏。 

5.9.3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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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检修通道稳固可靠，无晃动； 

b） 钢格板、腹板、肋板等结构件无变形、锈蚀、断裂； 

c） 防腐涂装无空鼓、起壳、剥落，除锈等级不低于 GB 8923 《涂装前钢材表面锈蚀和

除锈等级》要求的 St2级； 

d） 焊缝饱满，无裂缝、锈蚀； 

e） 锁扣、铰链、螺母无缺失、松动、变形、锈蚀； 

f） 护栏无锈蚀、断裂。 

5.9.4  检修通道的防腐涂装应参照本标准第 5.6.3条的相关规定执行。 

5.10  排水设施的维护 

5.10.1  周期：宜每年 1次。 

5.10.2  内容： 

a） 泄水孔； 

b） 泄水管。 

5.10.3  标准： 

a） 泄水孔无堵塞； 

b） 泄水管连接可靠，无严重风化。 

5.11 墩台维护 

5.11.1  周期：宜每年 1次。 

5.11.2  内容： 

a） 盖梁或凸台顶面四周的挡水檐； 

b） 支座锚箱凸台； 

c） 疏散检修通道支座； 

d） 支座锚箱内部无积水或杂物，支座锚箱底部排水孔通畅。 

5.11.3  标准： 

a） 盖梁或凸台顶面四周的挡水檐无裂缝、破损； 

b） 支座锚箱凸台无开裂、裂缝、破损、露筋，凸台上预埋连接件无脱落、松动、锈蚀； 

c） 疏散检修通道球形支座无松动、锈蚀、变形、积水。 

5.12 道岔桥的维护 

5.12.1  周期：宜每年 1次。 

5.12.2  内容： 

a） 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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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排水设施； 

c） 支座 

d） 下部承重结构 

5.12.3  标准： 

a） 桥面无裂缝、坑槽、明显积水； 

b） 排水沟渠、泄水孔排水畅通，排水沟盖板无缺失、断裂、破损； 

c） 支座组件完好，无断裂、错位、脱空，活动支座灵活，无异常位移，固定支座的锚

销完好支承垫石无开裂； 

d） 墩台无明显倾斜、下沉，台背填土无沉降或挤压隆起； 

e） 混凝土墩身及盖梁无严重风化、开裂、剥落、露筋。 

6  更新 

6.1  一般规定 

6.1.1  本章适用于轨道梁桥的更新作业。 

6.1.2  更新作业前应制定能满足更新作业实际需要的专项方案。 

6.1.3  更新作业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 GB 50614 《跨座式单轨交通施工及验收规范》及 GB 

50458 《跨座式单轨交通设计规范》的相关规定。 

6.2  大位移伸缩装置的更新 

6.2.1  当大位移伸缩装置达到使用年限时应更新。 

6.2.2  当大位移伸缩装置出现严重锈蚀时应更新。 

6.3  铸钢拉力支座及其组件的更新 

6.3.1  轨道梁铸钢拉力支座在出现下列情况时应及时更新： 

a） 支座本体出现开裂,不能满足正常功能； 

b） 下摆出现磨损超过配合要求且不能修复； 

c） 支座下摆及其组件出现严重变形，影响列车安全运营。 

6.3.2  支座锚杆更新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铸钢拉力支座锚杆发生断裂失效时，应立即进行更新； 

b） 更新铸钢拉力支座锚杆应先调整轨道梁的伸缩缝宽度，保证顶升轨道梁时梁端不

相互碰撞； 

c） 铸钢拉力支座锚杆防松螺母和球面紧固螺母，不能按正常方式拆除时，应采用机

械切割方式拆除，不得采用热切割； 

d） 恢复轨道梁支座安装，相邻两榀轨道梁伸缩缝的宽度应满足轨道梁热胀冷缩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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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相邻两榀轨道梁接缝板的错台值应不大于±2mm，接缝板与板座之间的错台值

应不大于±2mm，接缝板螺栓应低于接缝板面不小于 1mm。 

6.4  PC轨道梁的更新 

6.4.1  当 PC轨道梁梁体支撑部位混凝土局部溃碎，保护层脱落时应更新。  

6.4.2  与轨道梁连为一体的支座部件出现不可修复的损害时应更新。 

6.4.3  经专业机构评定不满足列车安全运营时应更新。 

7  质量控制与验收 

7.1  质量控制 

7.1.1  运营单位应以质量贯标体系为途径，通过建立规范化的质量过程控制网络，全寿命周

期内，确保质量可控，保障安全运营。 

7.1.2  运营单位应根据工作实际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编制规章制度，制定工作手册等质量管

理规范。 

7.1.3  运营单位应完善质量考核制度，加强对作业人员的日常考核。 

7.1.4  运营单位应定期开展规章制度修订、质量贯标和质量内审外审等工作。 

7.1.5  运营单位应负责对质量管理工作和质量管理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和过程管控。 

7.1.6  运营单位应负责对质量管理相关台帐资料进行归档管理。 

7.2  质量验收 

7.2.1  运营单位应依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设计制造的技术文件和运维经验制定轨道梁桥

维护与更新的验收标准，明确验收项点、技术标准、抽查比例等要求。 

7.2.3  对验收不合格的轨道梁桥应进一步开展质量分析、维护、检测，直到达到维护与更新

技术要求为止。 

8  维护数据管理 

8.1  一般规定 

8.1.1  运营单位应制定轨道梁桥维护文件、数据记录、档案资料的管理制度，规范轨道梁桥

维护与更新相关的管理文件、技术文件、记录数据的管理要求。 

8.1.2  运营单位应建立轨道梁桥维护与更新的数据管理体系，对维护数据的录入、修订、撤

销、删除、查询进行管理。 

8.1.3  轨道梁桥维护的数据记录应包括履历记录、计划修记录、专项修记录、故障修记录和

大修及更新改造记录等。 

8.1.4  维护数据记录的形式可采用纸质、电子文件并向信息化管理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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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维护数据保存及应用 

8.2.1  运营单位宜根据自身情况建立适应现场维护数据记录的信息化管理系统。 

8.2.2  归档资料应保证完好，存放有序，方便查找，重要资料应备份。 

8.2.3  运营单位可定期通过数据信息化平台对数据进行归类和分析，对维护修程周期的调整

和推广状态修提供基础数据的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