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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模板工程专项施工方案

1、编制依据及范围

1.1编制依据

(1) 本工程桥梁设计施工图纸及其标准图。

(2) 《建筑施工模板平安技术标准》〔JGJ162-2008〕。

(3) 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4)

(4) 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10424—2010〕；

(5) 高速铁路桥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10752-2010〕；

(6) 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技术指南铁建设【2010】241号；

(7) 高速铁路桥涵工程施工技术指南铁建设【2010】241号；

(8)高速铁路桥涵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10752-2010〕

(9)《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平安技术标准》〔JGJ80-91〕。

 (10)现场踏勘调查获取的当地资源、交通状况及施工环境等资料。

 (11)《建筑结构荷载标准》〔GB50009-2001〕。

(12)当前客专建设的装备水平、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工法及科研成果和多年积累

的工程施工经验。

1.2编制范围

新建赤峰至喀左客专 CFSG-6标二分部，起讫里程为 DK144+220.26～DCDK2+447.35，

线路全长 14.545公里。包含桥涵、路基、站场。

2、工程概况

2.1线路概况

新建赤峰至喀左站铁路客运专线 CFSG-6 标二分部，起止里程为 DK144+220.26～

DK605+320.95。全长 14.545 公里，其中：路基 6.619 公里；桥梁 7 座 7.926 公里，其

中：特大桥 3 座、大桥 3 座、中桥 1 座。高墩主要分布在特大桥,有实体墩和空心墩两

种，最高墩 60米。

实体及空心桥墩模型从模型生产厂订制了 24套特制定型钢模型。

2.2主要技术标准



铁路等级：客运专线

正线数目：双线

设计行车速度：250km/h

最小曲线半径：1000m

最大坡度：30‰

牵引种类：电力

列车类型：动车组

到发线有效长度：650m

行车指挥方式：综合调度集中

列车运行控制方式：自动控制

建筑限界：按满足 250km/h速度标准执行

3、施工方案

3.1实体墩模型、支架施工工艺

桥墩模板采用厂制栓接带企口大块钢模板，模板加工根据结构尺寸在有足够加工能

力和加工水平的专业生产厂家设计制做。模板利用吊车拼装，加固采用槽钢钢管桁架结

合方木支撑，内置直径 25mm 精轧螺纹钢拉杆，外套 Pvc 管，混凝土终凝后抽出拉杆，

用墩身同等标号砂浆封堵。模板应保证整体强度、刚度和稳定性。根据墩或台的高度，

采用整体或分节支模，模板间缝隙以海棉条填塞，使浇筑时不漏浆。施工时用钢管脚手

架或万能杆件支架作施工脚手架。

实体墩采用外支架搭设，搭设支架时，处理好地基，铺好垫木，防止沉降变形而影

响模板的稳定，产生模板位移导致跑模现象。

脚手架必须配合施工进度搭设，一次搭设高度不应超过相邻连墙件以上二步。

脚手架必须设置纵横向扫地杆。纵向扫地杆应采用直角扣件固定在距垫板上不大于

200mm处的立杆上，横向扫地杆亦应采用直角扣件固定在紧靠纵向扫地杆下方的立杆上。

立杆上的对接扣件应交错布置：两根相邻立杆的接头不应设置在同步内，同步内隔

一根立杆的两个相隔接头在高度方向错开的距离不宜小于 500mm；各接头中心至主节点

的距离不宜大于步距的三分之一。立杆高出檐口上皮 1.5m。



立杆必须与结构可靠连接，偏离主节点不大于 300mm。高度 24m 以上的脚手架，采

取钢管扣件刚性连接；顶撑应可靠地顶在圈梁、柱等结构部位，严禁使用仅有拉筋的柔

性连墙件。

开口型脚手架两端必须设置横向斜撑，连墙件垂直间距不大于建筑物层高，并不大

于二步架。

剪刀撑连续设置，斜杆与地面的倾角 45°～60°之间，剪刀撑应用旋转扣件固定在

与之相交的横向水平杆的伸出端或立杆上，至主节点的距离不大于 150mm，底层剪刀撑

斜杆下端必须支承在垫块或垫板上。

架子外侧二步起设 1.2m高护身栏杆及 20cm高的踢脚杆，脚手内竹笆应满铺不留空

隙，竹笆与竹笆的搭接不少于 20cm，且用 16 铁丝与大横杆绑扎，每块竹笆的绑扎点不

少于四处。

在脚手架搭设的同时，外侧平安网随脚手架的高度同步向上，且平安网绳绑扎牢固。

脚手架应在根底完工后及搭设前，每搭设完 10m～13m 高度后，到达设计高度后及

作业层上施加荷载前进行阶段验收，并定期检查，其技术要求允许偏差与检验方法应符

合标准要求。

模板工程施工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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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施工方法

3.2.1模板制作及配置

桥墩模板采用厂制栓接带企口大块钢模板，模板加工根据结构尺寸在有足够加工能

力和加工水平的专业生产厂家设计制做。由于本标段桥墩有双线圆端形实体墩、双端圆

端型空心墩及双线矩形空心墩三种，实体墩墩身坡比分别为直坡、1:45和 1：50三种形

式，各种坡比配置模板情况为：直坡模板 6套，1：45坡比模板 4套，1:50坡比模板 2

套；圆端形空心墩墩身坡比分别为外坡 1:30内坡 1:80、外坡 1:35内坡 1:70两种形式，

各种坡比配置模板情况为：外坡 1:30内坡 1:80模板 4套，外坡 1:35内坡 1:70模板 4

套；矩形空心墩为直墩，模板配置 4套。沿墩身高墩按 2米节段高度分块加工，中间平

面模板按 2 米节段高度加工，墩身底部外模板根据墩高制定 0.5 米、1 米和 1.5 米高调

节模。墩柱模板采用墩柱内对拉杆方式加固，平模板拉杆采用Φ25精轧螺纹钢，拉杆间

距为 400+1500*3+400。圆弧模板与平模板之间除边框连接外，采用抱箍连接，加强模板

整体受力。桥墩模板选用材料为：面板：δ6mm钢板；竖肋：【10#槽钢；边框：-14*100

扁钢或 L100*63*10不等边角钢；横肋：-10*100扁钢；平模背楞：】【14a#双槽钢；圆弧

抱箍：】【10#双槽钢。

承台模板也采用定制钢模板，根据现场承台结构尺寸确定模板拼装尺寸。跨锡伯河

不合格的处理〔返工〕

和钢筋、砼工交接检查

浇砼时模板值班

执行验评标准

支模

质量评定

拆模

资料整理

按梁、柱的件数、各抽查 10

％、但均不少于 3件

按强度确定拆模时间

注意保护棱角

清理现场、文明施工



特大桥 5-64+64mT 形钢构、2-〔40+64+40〕m 连续梁采用挂篮悬臂浇筑法施工；友

谊大街大桥 8-32m、3-24m 简支箱梁采用现浇法施工；友谊大街大桥 1-80m 简支系杆拱

采用支架现浇法施工；跨锡泊河特大桥 17-24m、79-32m 简支箱梁、赤峰西站特大桥

16-32m 简支箱梁、东三眼井特大桥 17-32m 简支箱梁、玉皇庙大桥 3-24m、13-32m 简支

箱梁、十五里铺大桥 3-32m、2-24m简支箱梁及临潢大街中桥 2-24m简支箱梁、1-28～29m

伸缩梁均采用预制架设施工。墩身、承台、挂篮及梁部模板设计要有足够的强度、刚度

和稳定性，严格按钢结构设计标准进行加工，面板平整度和外观几何尺寸要符合设计及

施工标准要求。

模板加工好运至现场后，进行检查验收，合格前方可进行使用。模板安装及撤除采

用人工配合吊机，接缝要严密不漏浆，按规定涂刷优质脱模剂，安装好后，检查轴线、

标高符合要求后进行加固，保证模板在浇筑砼过程中受力后不变形、不移位。

模板的制作与配置复核以下规定：

3.2.1.1 模板的制作和安装应按设计图办理，方案周密，尽量减少加工损耗，不得

大材小用，做到最大限度的节约原料。

3.2.1.2保证工程机构和构件各局部形状尺寸和相互位置的正确。

3.2.1.3 具有足够的强度、刚度和稳定性，能可靠地承受新浇筑的混凝土的重量和

侧压力，以及施工过程中的荷载。

3.2.1.4 构造简单，装、拆方便，并便于钢筋的绑扎与安装及混凝土的浇筑、养护

等工艺要求，模板接缝要粘海绵条，刷满隔离剂，不得漏浆。

3.2.1.5模板配置完成后，不同部位的模板要进行编号，写明用途，分别堆放。

3.2.2模板的安装

模板安装前，要复核安装模板的标高及中心线位置，保证模板安装位置、标高符合

设计要求；

模板使用前要除锈、涂刷隔离剂，检查模板有否变形并进行试拼装，试拼装检查合

格前方可进行安装施工。

3.2.3承台模板安装 

3.2.3.1承台模板安装要求：



钻孔桩声测管检测、垫层浇筑、结构钢筋等隐蔽工程验收完毕，准备模板安装。安

装钢模前，要去除杂物，焊接或修整模板的定位预埋件及垫好保护层混凝土垫块，做好

测量放线工作。

采用钢模板，规格 4000×2000㎜、4000×1500㎜及少量 1000×2000㎜、2000×1500

㎜的模板，面板厚度 6mm，用槽钢加劲，竖向加劲内钢楞间距 50cm，横向加强外钢楞间

距 50cm，外钢楞设双拼槽钢加强楞以增加模板的刚度。模板与模板之间采用高强螺栓连

接。模板组装要严格按照模板配板图尺寸和技术人员放线进行拼装成整体，模板在现场

吊装拼装时，一定要注意平安，有专人指挥吊车司机吊装作业，模板起落过程中，起重

臂下方严禁站人。要控制好相邻板面之间拼缝，两板接头处螺栓要加强，保持模板的整

体性，横平竖直、外表平整。模板与模板之间采用双面密封胶条粘结，以防漏浆。模板

脱模剂涂刷均匀、加固牢靠无变形、保护层混凝土垫块间距均匀、上下对线、几何尺寸

正确。承台内部用螺栓 M16圆钢对拉使用。四周支撑用 100×100㎜木方与型钢桩支护或

支撑在基坑土壁上，土壁与支撑之间用枕木或 60㎜厚木板密贴。 

3.2.3.2承台模板安装顺序： 

模板定位、垂直度调整→模板加固→验收→混凝土浇筑→拆模

3.2.4墩身模板安装

3.2.4.1墩身墩帽模板制作、安装：

桥墩施工采用特别设计大块组合钢模板，钢板厚度 6mm，用 8cm 槽钢加劲，竖向加

劲钢楞间距 50cm，横向加强钢楞间距 50cm，外钢楞设双拼 10cm槽钢加强楞以增加模板

的刚度。墩身钢模分节拼装，每节高 1-2m，底节设置调整节，调整节高度依墩高而定。

各节模板通过竖楞间高强螺栓连接成整体，外楞采用φ25精轧螺纹钢筋对拉加固。内置

直径 25mm 精轧螺纹钢拉杆，外套 Pvc 管，混凝土终凝后抽出拉杆，用墩身同等标号砂

浆封堵。模板底端固定在承台顶预埋高强地脚螺栓上，顶端在纵横向用高强钢绞线拉在

相邻墩承台的预埋件上，同时搭设双排钢管脚手架并加设落地斜撑以固定墩身模板。这

样加固的刚性较大，同时模板整体刚度较好，自身稳定。模板在现场吊装拼装时，一定

要注意平安，有专人指挥吊车司机吊装作业，模板起落过程中，起重臂下方严禁站人。

施工过程中主要是浇注混凝土产生的冲击力对模板产生不利影响，实践说明模板稳定性

较好，不会产生倾斜或偏位。

3.2.5梁部模板施工



梁部模板均采用整体钢模板，侧模采用桁架体系保证模板的刚度，内模采用木模板，

除 32+48+32m连续梁采用挂篮施工工艺外，其余均采用支架现浇施工工艺，支架体系采

用满堂红支架，根底硬化 30cm 厚混凝土，支架的立杆应设水平撑和双向斜撑，斜撑的

水平夹角以 45°为宜，立杆高度在 5m以内时，水平撑不得少于两道，立杆高于 5m时，

水平撑间距不得大于 2m,并在两水平撑之间加剪刀撑。支架的立杆应竖直，中心线应一

致。安设模板、支架过程中，应及时架设临时支撑，保持模板、支架、拱架的稳固；下

班前必须将已安装的模板、支架、拱架固定牢固。保证根底稳定，模板在现场吊装拼装

时，一定要注意平安，有专人指挥吊车司机吊装作业，模板起落过程中，起重臂下方严

禁站人。高处作业必须支搭作业平台，搭设与撤除脚手架应符合脚手架平安技术交底具

体要求；作业平台的脚手板必须铺满、铺稳；使用前应经检查、验收，确认合格并形成

文件，使用中应随时检查，确认平安。

3.2.6模板撤除

3.2.6.1 模板撤除根据现场同条件的试块指导强度，符合设计要求的百分率后，由

技术人员发放拆模通知书后，方可拆模。

3.2.6.2 模板及其支架在撤除时混凝土强度要到达如下要求。在撤除侧模时，混凝

土强度要到达强度要求时〔依据拆模试块强度而定〕，保证其外表及棱角不因撤除模板

而受损前方可撤除。混凝土的底模，其混凝土强度必须符合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

收标准〔TB10424—2010〕的规定前方可撤除。

3.2.6.3撤除模板的顺序与安装模板顺序相反，先支的模板后拆，后支的先拆。

①承台、墩身模板撤除

承台、墩身模板在混凝土强度到达要求时，能保证其外表及棱角不因撤除而损坏时

方能撤除，模板撤除顺序与安装模板顺序相反，先拆梁体外侧模板，再撤除内侧模板，

先模板后角模。拆承台模板时，首先拆下穿承台螺栓，再松开勾头螺栓，使模板向后倾

斜与承台脱开。不得在承台面上撬模板，或用大锤砸模板，保证拆模时不扰动承台混凝

土。

②箱梁模板撤除

梁体模板撤除时，先调节挂篮支撑头，使其松动，到达模板与梁体混凝土别离的要

求，其余重量均落在挂篮托梁上。   



③支架现浇梁模板撤除



1.模板、支架应按照施工设计规定的方法、程序撤除；严禁使用机械牵引、推倒的

方法撤除。

 2.撤除前，应先清理施工现场，划定作业区。撤除时应设专人值守，非作业人员禁

止入内。

 3.撤除模板、支架时，必须确保未撤除局部的稳定，必要时应对未拆局部采取临时

加固、支撑措施，确认平安后，方可撤除。

 4.撤除作业必须由作业组长指挥，作业人员必须服从指挥，步调一致，并随时保持

作业场地整洁、道路畅通。

 5.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侧模应在预应力张拉前撤除，底模应在结构建立预应力后撤

除。

6.模板、支架撤除后，应及时拆卸零配件，并码放在指定地点或清运出场；带钉木

模板应及时拔钉。

7.撤除作业应自上而下进行，不得上下多层交叉作业；落架后，应先拆底模，后拆

拱架或支架；作业时应先拆侧模，后卸落拱架或支架；落架作业不得影响拱架、支架的

稳定。

8.撤除作业暂时停止时，必须将活动部件支稳或固定，并确认牢固后，方可离开现

场。

9.撤除跨道路、公路的模板、支架前，应制定模板、支架撤除方案和交通疏导方案；

撤除时应设专人疏导交通；撤除材料应及时运出现场。

10.卸落现浇混凝土梁桥支架应符合以下要求：

(1)整体浇筑的多跨连梁宜各跨同时均匀分次卸落支架；需逐跨落架时，宜由两边

跨向中跨对称推进。

(2)在柔性分段墩上浇筑的连梁落架时，应验算桥墩偏心荷载，墩柱抗弯缺乏时应

设临时支撑，待邻跨加载前方可撤除。

(3)独柱多跨连梁或连续弯梁分段〔或逐孔〕浇筑、分段张拉、分段落架时，必须

验算已浇梁段的稳定性，防止偏载失稳或受扭。

3.2.6.4模板撤除时，模板保持与挂篮连接牢固。模板有损坏的地方及时进行修理，

以保证使用质量。



3.2.6.5 模板撤除后，及时进行板面清理，涂刷隔离剂，防止粘结灰浆。支模前刷

脱模剂。

3.2.6.6预应力施工完成并对压浆养护要求后开始松动底模。等底模完全脱离梁体，

并保证模板与挂篮连接稳固，移动挂篮，周转使用。移动挂篮必须设专职平安员及监理

工程师人员在场指挥。

3.3高大墩身模板的施工及吊装

〔1〕墩身模板

外模分上、下多节，一次支立而成，接缝设置法兰盘用螺栓连接，模板制作精度如

下：尺寸误差小于 2mm，倾斜角偏差小于 1.5mm，孔位误差小于 1mm。为确保工程质量，

在工厂内统一加工。模板用槽钢骨架与 6mm钢板组焊成整体。施工过程中，两节模板交

替轮番往上安装，每一节都立在已浇筑混凝土的模板上。内模采用组合钢模拼装，模板

间设带内纹的对拉螺栓，以利于拆模和防止墩身混凝土内形成孔洞。墩身内腔每隔一定

高度预设型钢作支撑梁，上面搭设门式脚手架作为装拆内模和浇筑混凝土工作平台之用。

安装和拆卸模板，提升工作平台以及钢筋等物品的垂直运输均机械吊装完成。〔吊装机

械需经过所在地平安技术监督局鉴定前方可使用〕，每块外模反面沿墩身上升方向焊接

两条带孔钢轨，并使上、下节模板的钢轨对齐，工作平台利用插销固定在钢轨上。安装

好上节外模后，可取下插销，利用塔吊将平台沿钢轨向上滑升到上节固定。

〔2〕模板位置调整

 当大块模板组拼成形后，所有螺栓不必拧紧，留出少量松动余地。模板前前方向偏

斜的调整通过手拉葫芦拉至正确位置，左右偏斜的调整那么在模板底边靠倾斜方向的一

端塞加垫片实现。模板之间的缝隙塞有橡胶条，防止漏浆。由于模板制作及起始第一节

模板调整的精度都很高，以后每次调整幅度很小。调整完毕后，拧紧全部螺栓，即可浇

筑混凝土。

 〔3〕拆模

 



在安装钢筋的同时，可以开始拆下面一节外模工作。拆模时用手拉葫芦将下面一节

模板与上面一节模板上下挂紧，同时另设两条钢丝绳栓在上下节模板之间。撤除左右和

上面的连接螺栓，然后通过两个设在模板上的简易脱模器使下节模板脱落。脱模后放松

葫芦，使拆下的模板由钢丝绳挂在上节的模板上。然后逐个将四周各模板拆卸并悬挂于

上节模板上。这样将拆模工作和钢筋安装工作同时进行，节约至少半天时间。

4、人员、机具及劳力配置

4.1劳动力组织方式：采用架子队组织模式。

4.2施工人员根据施工结构部位确定的施工方案、采用的机械进行合理调配。

每个作业点人员配备表

负责人 1人

技术主管 1人

施工员 1人

专职平安员 1人

班组长 1~3人

技术、试验、质检人员 4~6人

模板工 5~10人

机械工、普工 10~20人

其中负责人、技术人员、专职平安员、试验、质检人员必须由工程部正式职工担任。

4.3 设备机具

主要施工机械设备配置表

序号 机械名称 单位 数量

1 吊车 台 1

2 塔吊 台 1

3 木工圆盘 台 1

4 压刨 台 1

5 手电钻 台 2

6 台钻 台 1

5、平安防护措施

5.1、消防措施 

消防工作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制定消防平安制度、消防平安操作规程；

实行防火平安责任制，确定各部门、岗位的消防平安责任人；针对本单位的特点对职工

进行消防宣传教育；组织防火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置消防设

施和器材、设置消防平安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消防设施和器材完好、有



效。 

现场组建以作业架子队防火领导小组，设义务消防队员、班组防火员等，经理部与

作业架子队签订消防责任书，把消防责任书落实到重点防火班组、重点工作岗位。 



闪光对接焊现场设防火设施，闪光区内不准站人，焊接场设挡火板，操作人员配戴

防护用品，防止烫伤和失火； 

氧气瓶、乙炔瓶〔罐〕工作间距不小于 5 米，两瓶同明火作业距离不小于 10 米。

不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乙炔发生器作业； 

加强防火管理，易燃物品派专人看守。施工中使用带有挥发性易燃材料时，设置良

好的通风条件，并不在近处使用明火； 

每月定期进行以防火、防盗、防爆为中心的平安检查，堵塞漏洞，发现隐患及时进

行整改。  

5.2、雨季施工平安保证措施   

施工过程中认真贯彻《铁路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细那么》，以“预防为

主，以消为辅”为指导思想，结合本工程的实际情况，部署落实好各施工工程的防暴雨

平安工作，制定防暴雨方案，确保施工期间平安。 

架子队成立由队长任组长的防暴雨领导小组，各作业班组成立防暴雨抗灾抢险小分

队，负责本施工段的防暴雨工作。 

雨季之前，对本单位驻地、工地、料库、料场进行全面检查，了解水情和排水情况，

查看有无水害隐患，对施工点及时疏通排水设施，保证排水畅通。 

在雨季施工用的机具、材料、设备等，放置在不易被水淹没的高处。

5.3、施工用电平安保证措施 

电气操作人员取得“电工作业操作证”后，持证上岗作业。严格遵守“施工现场临

时用电平安技术标准”及相关的规程、条例进行操作。 

架子队对管段内的施工用电和各种电气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进

行施工用电设计，采用三级配电二级保护方式。 

现场用电采用三相五线制供电系统，工作接地电阻值不大于 4Ω；供电线路始段、

末端作重复接地。自备发电机组采用三相四线制中性点直接接地系统，接地电阻值不大

于 4Ω。发电机组与外电线路电源联锁，防止并列运行。

用电设备实行一机一闸一漏一箱；保证漏电保护器与设备相匹配，定期检查。在金

属容器内作业或特别潮湿的环境中使用 12V 平安电压。  



架空线采用绝缘导线，并架设在专用电杆上。架空线路之间及与各种设施之间最小

平安距离满足规定要求。横跨通道地段，其架设高度保证满足平安和限高要求。电线、

电缆横穿路面的进行挖沟暗埋处理。 

平安用电，结合每月施工平安大检查同步进行。发现平安用电隐患，填写“不符合

整改通知单”及时进行整改，将措施、责任人、完成时间及验证情况认真落实。 

电气设备按规定设置醒目的、与之相关的标示牌、警示牌、平安操作规程。 

值班人员不单独移开高压设备或跨越拦杆工作，不带电搬迁。 

在全部停电和局部停电的电气设备上工作，先完成停电、验电放电等平安措施。 

检修、搬迁带电电气设备时切断电源，悬挂“有人工作，禁止合闸”警示牌，并设

专人看管。 

操作高压电气设备主回路时，带绝缘手套、穿绝缘靴并站在绝缘板上。手持电气操

作设备的操作柄或工作中必须接触的部份，设置良好的绝缘，并在使用前严格检查。 

办公场所和宿舍，按规定统一配置电线路，安装触电保护器。不私接电源线、电源

插座。

5.4、机械设备和车辆的平安管理措施 

各种机械操作人员和车辆驾驶员，必须取得操作合格证，不准操作与证件不相符的

机械，不准将机械设备交给无本机操作证的人员操作，对机械操作人员要建立挡案，专

人管理。 

操作人员按照本机说明规定，严格执行工作前的检查制度和工作中注意观察及工作

后的检查保养制度。 

驾驶室或操作室保持整洁，严禁存放易燃、易爆物品。严禁酒后操作机械，严禁机

械带病运转或超负荷运转。 

机械设备在施工现场存放时，选择平安的停放地点，并明确规定指挥联络信号。 

使用钢丝绳的机械，在运转中严禁用手套或其他物件接触钢丝绳，用钢丝绳拖、拉

机械或重物时，人员远离钢丝绳。 

定期组织机电设备、车辆平安大检查，对检查中查出的平安问题，按照“四不放过”

的原那么进行调查处理，制定防范措施，防止机械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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