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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择合理技术方案、按照技术方案实施、丰富技术监测措施,以点带面,认真落实技术管理责任,体现着科技保安全的重要意义；箱梁

架设架桥机方案的选择、社区工程外架剪刀撑的调整、绛溪河段钢支撑轴力监测的增加,一个个实例,在保障现场安全生产方面竖起了一道坚实

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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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项目建设来看,科技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建设项目的安全实施,

技术的合理性与安全的监管性相辅相成,贯穿整个项目的全寿命周期。 

今年来,全国范围内施工项目安全问题突出,某总包管理部从科技保

安全出发,认真落实管理责任,以点带面促进安全生产。结合现场实施情况,

梳理分析了在建项目存在的系统性风险,并采取了对应的技术管理措施。 

选择合理技术方案是保障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的前提条件。某工程共六

座桥梁,桥梁上部结构采用25m、35m预应力钢筋混凝土后张法箱梁,共计410

片。由梁场采用集中预制的方式生产箱梁,梁场布设在主线K1+734～K2+014

线路右侧。总包管理部对梁场建设,箱梁张拉阶段的张拉控制应力、张拉

变形量、真空辅助压浆,梁体整体张拉效果监测评价等多方面进行了现场

检查、指导。总包管理部结合箱梁的制备、张拉、移动、存放、运输、架

设等环节,认为箱梁架设是安全风险的 高阶段。总包管理部和施工单位

集中研究分析架桥机箱梁架设方案和吊车箱梁架设方案的优缺点,经过比

选 终确定架桥机箱梁架设方案,使得箱梁架设安全风险处于有效可控状

态。接着,总包管理部组织召开了箱梁运输及架设专项方案专家论证会,

与会专家组一致认为：专项施工方案内容完善可行,符合相关标准规范,

满足现场实际情况,基本能够确保施工安全。根据专家组意见和建议,进一

步完善架桥机安装、拆除及转场工艺,细化箱梁架设顺序和斜交梁板安装

工艺。架桥机箱梁架设方案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从源头上保障了现场箱梁架

设的安全实施。 

按照技术方案实施是保障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的基本条件。总包管理部

在社区工程检查时发现外架剪 撑搭设不规范,剪 撑接头位置随意,剪

撑中部未与立杆连接。上述问题,直接导致水平力传递路线不明确。全

部剪 撑基本未承担力学作用,使得立杆承担了所有剪力,以及剪 撑长

细比过大。在较大水平力作用下,外架体系存在着系统性风险。总包管理

部向施工单位发函,要求严格按照施工方案整改,以确保在恶劣天气下,外

架体系处于安全稳定状态,杜绝系统性风险。在总包管理部的指导下,施工

单位重新进行技术交底,积极落实整改,从而保障外架体系有效可靠。 

丰富技术监测措施是保障建设项目安全生产的必要条件。综合管廊工

程基坑 深处在绛溪河段(K11+280-K11+870),绛溪河水面宽度为50m,汛

期 大深度为5m,为保障绛溪河段综合管廊主体结构的顺利实施,设计院

采用导流围堰的方式为支护桩及综合管廊施工提供工作面。基坑支护桩采

用钢筋混凝土灌注桩,桩长19.2米,基坑深度达到12米,内支撑为两道φ

609*12钢支撑。总包管理部认为,只有有效管控绛溪河段深基坑安全风险,

深基坑的安全生产才有根本保障。为全面掌握绛溪河段深基坑安全状态,

经与业主和设计院协商,要求第三方监测单位增加对钢支撑轴力进行监控

量测。第三方监测单位立即编制专项监测方案并报总包部、监理和业主单

位审查,立即开始实施钢支撑轴力监测。第三方监测单位每天监测水平位

移、竖向位移和钢支撑轴力等,各项量测数据远小于设计预警值,总包管理

部经与设计单位研究,一致认为：实际收敛小于理论值,说明绛溪河段深基

坑围岩稳定性较好,处于安全状态。绛溪河段综合管廊顶板浇筑完成,混凝

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钢支撑承担的水平力转移到综合管廊顶板来承担,

施工单位拆除钢支撑,进行防水等后续施工。 

选择合理技术方案、按照技术方案实施、丰富技术监测措施,以点带

面,认真落实技术管理责任,体现着科技保安全的重要意义；箱梁架设架桥

机方案的选择、社区工程外架剪 撑的调整、绛溪河段钢支撑轴力监测的

增加,一个个实例,在保障现场安全生产方面竖起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后,

总包管理部将一如既往地通过运用技术管理措施,提高安全管理水平,为

项目安全生产积极行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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