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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病害发展趋势的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方法优化

许志懿

江苏辉通检测有限公司　江苏泰州　225324

摘　要：本文以江苏省泰州市的一座农村公路桥梁为工程背景，基于《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5120-2021），在《公路

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H21-2011）既有评定指标的基础上，将病害发展趋势纳入分析，对其技术状况等级进行修

正，以适应桥涵养护工作的实际需要。通过实例验证可知，相较以《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作为唯一评定标准，融

合病害发展趋势的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更加适应农村公路桥梁的管养需求，对提升养护资金使用效率、保障桥梁安全运营具

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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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村公路作为我国公路网络中的“毛细血管”，在方

便农村群众出行，促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农村

公路桥梁普遍存在数量多、分布广、结构类型多样等特点。

这些桥梁往往面临着养护资金不足、专业技术力量薄弱等问

题，使得其管养工作面临巨大挑战。

《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H21-2011）（以

下简称《标准》）是我国公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的主要依据，

《规范》采用分层综合评定与单项指标控制相结合的方法，

对桥梁桥面系、上部结构、下部结构的构（部）件和全桥技

术状况进行评定。依靠分类评级、指标量化细化、单项控制

指标、评定模型细化，提高了桥梁技术状况评定的准确性和

一致性。

然而，《标准》对桥梁技术状况等级的计算过程中仍

存在诸多局限性，很多情况下仍然难以准确反映桥梁的实际

技术状况，导致养护决策缺乏针对性。因此，亟需在现有公

路桥梁技术状况评定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更加适应农村

公路桥梁特点的技术状况评定方法，以提高管养工作的科学

性和有效性。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5120—2021）的发布为桥

梁技术状况评定方法的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该规范强调了

桥梁养护的全过程管理，提出了基于风险的养护决策理念，

要求建立动态化、差异化的技术状况评价体系，为评定方法

的优化提供了理论依据。

基于以上理念，本文依托江苏省泰州市的一座县道空

心板梁桥梁的技术状况评定工作，融合病害病害的恶化趋势

等因素，对其技术状况等级进行修正，以适应桥涵养护工作

的实际需要。对探索适应农村桥梁特点的桥梁技术状况评定

方法，提升养护资金使用效率、保障桥梁安全运营具有一定

参考价值。

1. JTG/T H21-2011 对病害标度的评定标准辨析与优化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5120-2021）中，桥梁技

术状况评定时不仅依据缺损程度，缺损对结构使用功能造成

影响的程度，而且还将缺损发展变化速度纳入考虑。而《标

准》中对各类型病害的评定过程中，则忽略了这一关键因素。

如表 1 所示，各标度下裂缝定性描述中，仅关注当下的裂缝

长度、宽度、面积等特征是否满足相应标度下的描述，而未

包含裂缝的发展速度。不仅易夸大轻度病害的影响，也无法

预警未来可能存在的风险。

表 1  JTG/T H21-2011 中各标度下裂缝定性描述

标度 定性描述

1 完好

2 局部出现网状裂缝，或主梁出现少量轻微裂缝，缝宽未超限。

3
出现大面积网状裂缝，或主梁出现较多横向裂缝 ( 钢筋混凝土梁、
板 )，或顺主筋方向出现纵向裂缝 , 或出现斜裂缝、水平裂缝、竖

向裂缝等，缝宽未超限

4
主梁控制截面出现较多横向裂缝 ( 钢筋混凝土梁、板 ) , 或顺主筋

方向出现严重纵向裂缝并伴有钢筋锈蚀等 , 或出现斜裂缝、水平裂
缝、竖向裂缝等，裂缝缝宽超限

5 主梁控制截面出现大量结构性裂缝，裂缝大多贯通，且缝宽超限 ,
主梁出现变形

为避免《标准》中静态评定的缺陷，在开展桥梁技术

状况评定工作时，不应孤立看待本检测周期内的检测结果，

而应将其与历史检测记录进行对比，得到构件病害的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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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可做如下界定：1）若其为非结构性病害，且在 2~3 个

检测周期内恶化速度缓慢，可以从表现形式上，将此病害的

评定标度降低；2）如构件病害恶化速度加快，或引发钢筋

锈蚀等其他耐久性病害，则提高该病害的评定标度。

2. 实例验证

某桥位于泰州市某县道上，中心桩号 K0+242m，桥梁

全长 40m，跨径总长 30m，桥梁全宽 12m，该桥为单幅桥，

上部结构为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板梁结构，共 3 跨，每跨 12

片梁；下部结构为排架式桥墩。

图 1  桥梁正面图

图 2  桥梁立面图

依据 2024 年桥梁定期检测结果，本桥主要病害为病害

分布如下：

1）3-6# 主梁底板距 2# 墩 0~0.7m 处存在 1 道斜裂缝，

长度约 1.0m，最大缝宽 0.19mm；距 3# 桥台约 3m 处存在 1

处网状裂缝，面积约 2.6m2；

2）3-8# 主梁底板距 2# 墩 0.6~0.9m、1.6~1.8m、2.0~2.3m

范围内存在 3 道斜向裂缝，长度约 1.12~1.15m，最大缝宽

0.18mm；底板距左侧 0.3m 处存在 1 道纵向裂缝，长度约

8m，最大缝宽 0.2mm；底板距 3# 桥台约 3m 处存在 1 处网

状裂缝，面积约 2m2；

（a）  3-6# 梁底板裂缝分布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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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7# 梁底板裂缝分布示意图

图 3  某钢筋混凝土梁裂缝分布示意图

表 2  《标准》中各标度下简支梁（板）桥裂缝定量描述

标度 定量描述

1 /

2 网状裂缝累计面积≤构件面积的 20%，单处面积≤ 1.0m2，或主梁
裂缝缝长≤截面尺寸的 1/3

3 网状裂缝累计面积 > 构件面积的 20%，单处面积 >1.0m2，或主梁裂
缝缝长 > 截面尺寸的 1/3 且≤截面尺寸的 2/3

4 主梁裂缝缝长 > 截面尺寸的 2/3，间距 <20cm

5 主梁裂缝缝宽 >1.0mm，间距≤ 10cm

1）上部结构构（部）件技术状况评定

（1）因 3-6#、3-8# 梁 2 个构件均只存在裂缝一类病害，

且满足裂缝定量描述标度 3 中“网状裂缝累计面积 > 构件面

积的 20%，单处面积 >1.0m2”的描述，故其病害扣分 DP3-

6、DP3-8 均为 60，PMCI1=PMCI2=100-60=40.0。

又因主梁为上部结构主要部件，当存在构件评分值

PMCIl 介于 [0,60) 时，其相应的部件 PCCIi=PMCIl，可知上

部结构承重构件得分 PCCI1=40.0。

（2）本桥无上部结构一般构件与支座。

2）上部结构技术状况评定

因本桥无上部一般构件与支座，故上部结构各部件权

重需重调整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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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梁式桥上部结构各个部件权重值

部位 部件名称 构件数量 权重 调整后权重

上部
结构

上部结构承重构件 36 0.70 1.00

上部结构一般构件 0 0.18 0.00

支座 0 1.2 0.00

故上部结构得分 SPCI=1.00×40.0=40.0，依据《标准》4.1.5

条，评定为 4 类。依据《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5120-

2021）第 3.8.3 节，需进行修复养护、加固或改造；及时进

行交通管制，必要时封闭交通。

然而，该桥钢筋混凝土梁除网状裂缝面积较大外，底

板裂缝宽度未超过规范限值，网状裂缝通常为混凝土表面收

缩或温度效应所导致，为非结构性裂缝，对结构安全并未造

成恶性影响，如按照以上《规范》方法对进行桥梁技术状况

评定，事实上夸大了存在多处非结构性裂缝的构件的病害严

重程度。

经查阅 2022 年、2023 年该桥检查记录，与往年相比，

该桥 2024 年定期检查时，除 3-8# 主梁底板纵向裂缝略有增

长外，其他裂缝规模基本未发生变化，符合本文第 2 节中“2~3

个检测周期内恶化速度缓慢”的描述，故将 3-6#、3-8# 梁

2 个构件裂缝病害标度由 3 修正至 2，相应其病害扣分 DP3-

6、DP3-8 为 40，PMCI1=PMCI2=100-40=60.0。

计算上部结构承重构件得分 PCCI：

从而有上部结构得分 SPCI=1.00×89.9=89.9，依据《公

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5120-2021），需进行修复养护、

加固或改造；及时进行交通管制，仅需进行简单修复养护或

预防养护即可。

3. 结语

本 研 究 基 于《 公 路 桥 涵 养 护 规 范 》（JTG 5120-

2021），通过引入病害发展趋势分析因素，对现有《公路桥

梁技术状况评定标准》（JTG H21-2011）桥梁技术状况评

定方法进行了优化。研究结果表明，优化后的评定过程能够

更准确地反映桥梁的实际技术状况，为预防性养护提供依

据，有助于提高桥梁养护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减少无效

投入。

然而，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病害发展趋

势分析的准确性依赖于长期、连续的检测数据，而目前许多

农村公路桥梁缺乏系统的检测记录；其次，病害发展趋势依

赖于检测工作人员专业知识和经验判断，未建立动态修正因

子等量化指标。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基于有限数据的病害

预测方法，建立科学的病害恶化速率预测模型，将优化后的

评定方法与桥梁养护决策系统更好地结合，为农村桥梁养护

管理提供更全面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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