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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背景及意义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

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

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和现在所处关

口做出的一个重大判断，为今后我国经济发展指明方向、提出任务，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淘汰低端产能供给，提升中高端产能供给，开展供给侧改革是我

国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工作的重点。为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

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71号），对装配式建筑发

展提出指导目标和方案。为贯彻落实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2011

－2020）》(国发〔2012〕9号)，推进公路水运品质工程建设，提升公

路水运工程质量，2016 年交通运输部发布了《关于打造公路水运品

质工程的指导意见》(交安监发〔2016〕216号)，推进设计施工标准

化，立足于推进工程现代化组织管理模式，积极推广工厂化生产、装

配化施工，逐步推进工程建设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绿色交通发展，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

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推

动交通基础设施标准化、智能化、工业化建造”。这对交通基础设施

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必将朝着绿色、环保、生态友好等方

面发展。

对于建设周期长、工程量大、覆盖区域广的桥梁工程项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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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现浇施工不仅会长期占用大量场地，影响道路的交通安全与畅

通，还会因为现场浇筑作业量大，工序复杂、人员多，施工质量难以

保证。此外，现场浇筑施工导致粉尘多、噪声大，造成环境污染与资

源浪费，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相比传统建造模式，预制装配桥

梁具有以下优势：

（1）提高桥梁建设品质。采取以工厂生产为主取代现场建造方

式，能大幅减少施工失误和人为错误，保证施工质量，减少工程后期

维修养护费用，提高结构安全耐久性，降低全寿命周期成本。

（2）有利于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采用预制装配施工方式能大

量减少现场施工，有效避免资源能源过度消耗和浪费，保护环境，节

约资源。

（3）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采用预制装配施工方法，构件生产在

工厂内完成，不受恶劣天气的影响，工期可控；施工装配机械化程度

高，施工组织简化，降低了劳动强度。与传统施工方式相比，预制装

配桥梁可以节约工期约 50%。

目前预制拼装技术在我国桥梁建设中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设

计、施工及检验验收的成熟技术和标准规范，因此编制标准《预制装

配桥梁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明确和规范预制装配桥梁在设计、施

工及验收等方面的具体要求，有利于推动我省交通基础设施工业化建

造的发展，促进公路建设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是支撑国家发展战

略，全面贯彻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确保实现“双碳”

目标的切实需要。



—3—

二、工作简况

任务来源：2021年 3 月，经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华设设

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的申请，江苏省综合交

通运输学会根据申请材料，于 2021年 9月 22日对《预制装配桥梁设

计与施工技术规程》进行了编制大纲评审，同意开展编写工作。

编制组及其成员：赵文政、姚宇、周青、严科、韩大章、叶龙、

贾萌、张杰、傅晨曦、张金康、王鹏、戴捷、王立新、李正、曹孙林、

倪娇娇、谢翔宇。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作的工作：赵文政、姚宇及周青为本标准

的项目负责人，严科、韩大章、叶龙主要负责标准的技术审查工作，

贾萌主要负责第 1~2章编制工作，张杰主要负责标准第 3章编制工作，

傅晨曦、戴捷、王立新、李正、曹孙林主要负责标准第 4~6章及附录

A、B、C的编制工作，张金康、王鹏、倪娇娇、谢翔宇主要负责标

准第 7~10章编制工作。

完成时间：本团体标准于 2021年 6月立项，计划于 2022 年 11

月完成。

三、起草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

为保证本标准制定的科学性、有效性、实用性，标准课题组广泛

收集了相关文献资料，包括相关论文与研究报告、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等。通过资料与调研分析，课题组在对预制装配桥梁应

用现状及关键问题充分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开展专题研究，明确预制

装配桥梁的关键技术要求。本标准的制定工作过程简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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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3月 30日提交了标准申请材料。

2021年 6 月，成立标准编制组。由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华设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建安装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人员组成

标准起草小组，负责标准的调研、起草、编制和修改。

2021年 9月 22日江苏省综合交通运输学会公路标准分会对《预

制装配桥梁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进行了编制大纲评审，同意开展标

准编写工作。

2021年 10月~2022年 5月，标准编制组对预制装配桥梁的材料、

设计、预制、吊装及运输、安装、质量验收等关键内容展开调研及分

析，总结研究成果，编制标准草案。

2022年 6月~2022年 7月，编写组成员完成标准编制工作，形成

《预制装配桥梁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广泛征求社会公

众和行业专家意见，并根据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2022年 8月~2022年 9月，组织专家对团体标准进行技术审查（初

审），编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2022年 10月，组织专家对团体标准进行技术审查（终审），编

制组根据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形成团体标准报批稿。

2022年 11月，标准通过公路标准分委审批。

四、标准编制原则与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主要针对江苏省预制装配桥梁的设计与施工进行规定，因

此在参考《公路装配式混凝土桥梁设计规范》（JTGT 3365-05—2022）

的基础上，结合江苏省内建设条件，提出了考虑道路线形与桥梁载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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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件运输能力计算方法与评价标准，给出了装配式桥梁下部结构的

选型建议，并针对预制墩柱及盖梁、小箱梁及钢混组合梁的结构设计、

构件预制、运输安装及检验验收等提出相应的技术要求，以指导省内

装配式桥梁的设计施工全过程，对提升装配式桥梁的设计与建造水平

具有重要作用。

五、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在制定标准过程中，标准编制组严格遵循以下标准化法律、法规、

规范的规定，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协调一致。本标准

起草的重要依据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

施条例》、《江苏省标准监督管理办法》、《江苏省地方标准制定规程》

等法律、法规及制度；

（2）《GB/T 1. 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

编写》（标准文本的结构、格式主要依据本标准）；

（3）《公路装配式混凝土桥梁设计规范》（JTGT 3365-05—2022）。

本标准共包括 10章和 3个附录。章节内容主要包括范围、规范

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规定、材料、设计、预制、吊装及运

输、安装和质量验收。

“材料”包括：混凝土、钢筋与钢材、灌浆套筒、金属波纹管及

其他材料的技术指标要求。

“设计”包括：装配式下部结构选型、墩柱及盖梁设计、预应力

混凝土小箱梁设计、钢混组合梁设计及耐久性设计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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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包括：预制厂要求、墩柱及盖梁预制、预应力混凝土小

箱梁预制、钢混组合梁预制及厂内存储等内容。

“吊装及运输”包括：预制构件吊装及厂外运输相关要求。

“安装”包括：墩柱及盖梁安装、预应力混凝土小箱梁安装、钢

混组合梁安装等相关要求。

“质量验收”包括：构件预制、现场安装、资料与记录及检验评

定等相关内容。

附录主要包括可通过性评定方法、桥梁轴载当量的建议取值及一

般道路桥梁情况下的可通过性标准。

六、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果

编制组以南京 312国道改扩建工程（江苏首座、国内最宽的全预

制装配公路桥梁）为依托，开展《装配式混凝土桥梁下部结构合理结

构体系研究》、《装配式桥梁上部结构设计优化及适用性研究》、《装配

式混凝土桥梁接缝耐久性技术研究》、《装配式混凝土桥梁工业化智能

制造与安装关键技术研究》等课题研究工作，系统解决预制装配桥梁

建造过程中标准不一、无据可循的难题，为行业从事人员提供参考。

主要研究成果包括：

（1）全预制装配式桥梁合理结构体系研究：梳理常见下部结构

类型、性能特点及适用范围，综合考虑装配式构件的控制尺寸及重量，

提出了适用于不同主梁型式、宽度、桥下空间需求的装配式下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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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结构体系及构件划分方法。在此基础上，结合连接接头适用场景

研究结果，提出预制构件连接接头合理型式。

（2）预制构件运输能力及划分方法关键技术研究：对影响下部

结构运输的空间尺寸、重量参数进行研究，得到典型道路情况下的运

输限制条件，建立基于道路线形、桥梁载重限制的路网运输能力评估

方法，提出预制构件运输条件的评定方法，设计可参照进行构件划分，

施工可参照进行运输性评估。

（3）装配式桥梁上部结构设计优化及适用性研究：基于模型试

验、理论分析及数值模拟相结合的方法，对装配式桥梁上部结构标准

设计的关键技术问题进行研究，对不同跨径的结构进行设计优化。

（4）预制构件接缝耐久性提升技术研究：针对湿接缝混凝土、

灌浆料及砂浆垫层等连接材料，展开连接材料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

究，进行填充性、力学和耐久性试验分析，综合考虑环境、施工条件

和结构需要，优化连接构造，对灌浆饱满度、套筒内钢筋偏心等关键

指标提出具体控制措施和建议。

（5）工厂化智能制造及现场施工智能化控制关键技术研究：通

过调研分析、模型试验、数值分析等方法，针对小箱梁、预制盖梁和

桥墩、预制桥面板等预制构件，对装配式桥梁工厂化智能制造、现场

施工智能化控制、品质建造及施工安全管理等方面展开研究，提出预

制构件制作过程中的技术要求和控制措施。

（6）预制装配混凝土桥梁质量检验及验收关键技术研究：针对

装配式桥梁构件之间的不同连接形式，通过试验和理论分析，分析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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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连接型式质量及对结构受力性能影响，建立预制装配式桥梁构件和

连接形式的质量检验验收理论及评定方法，为相关工程的施工质量检

验和评定及竣工验收提供质量评定依据。

调研国内已有预制装配桥梁项目，预制装配下部结构比现浇结构

造价增加约 25%，下部结构造价约占桥梁工程总造价的 20%~25%，

因此采用预制装配结构使得桥梁工程的总造价增加 5%~6%。考虑到

目前该技术尚处于推广阶段，受规模效应的影响，工厂预制造价偏高，

随着预制装配技术的推广及发展，预制梁厂的成本随着多个项目的开

展进行摊销，预制成本会进一步降低，预制结构与现浇结构的建造成

本有望持平，甚至更低。不仅如此，推广应用预制装配桥梁还可以获

得工期缩短、环境保护、质量可靠、对现有交通影响小等优点，产生

的经济社会效益十分可观。据初步测算，采用预制装配的建造方式比

传统建造方式平均节约电能 20%、水资源 60%、土地资源 20%，减

少垃圾排放约 80%、降低施工能耗约 40%。

七、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在充分调研上海、浙江、安徽、四川典型预制装配桥梁项目及省

内南京、徐州、南通、盐城等典型预制梁厂的基础上，以南京 312国

道改扩建工程为依托，通过设计、施工、课题研究等工作积累，建立

了大量成熟可靠的装配式桥梁设计与施工关键技术成果，同时吸收了

国内上海、浙江、广东等装配式桥梁地方标准的总体编制原则和理念，

编制了团体标准《预制装配桥梁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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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装配桥梁设计与施工技术规程》在起草过程中暂未出现重

大分歧。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1）形成预制装配桥梁示范工程，为技术规程的实施提供事实

依据

建议建设单位与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联合，形成预制装配桥梁应

用示范工程，在示范工程实施期间及竣工后邀请相关技术应用单位参

观学习并研讨，不断提高预制装配桥梁的设计与施工技术水平。

（2）加大标准宣贯力度，深入学习，广泛宣传

在本团体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宣贯培训班，对相关各方单位的

人员进行标准的宣贯培训。标准的宣贯工作不仅包括标准文本本身，

还应包括标准的编制说明，使得标准使用者不仅了解标准文本中规定

的内容，还了解本标准编制说明中对于标准制定背景、制定依据等内

容，以利于标准的贯彻执行。

（3）做好信息反馈和适用性评价，提高标准实施效果

标准宣贯实施过程中，注重将标准的宣贯工作落实到实际中。在

本标准宣贯后，时刻跟踪预制装配桥梁的应用情况，记录标准在实际

应用中的具体效果，对于实用性不强、适用性差的条款要及时反馈到

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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