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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发布的“2022 年度第二批团体标准项目立项的公告”（中交

协秘字〔2022〕33 号）要求，由中铁工程设计咨询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编单位，主持《铁

路无砟轨道道床防裂抗裂技术规程》编制工作。

二、制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无砟轨道道床是现浇混凝土结构，沿线路方向呈长条单元或长大连续的结构分布，

由于该混凝土结构存在长大连续条状、现浇与预制（轨枕）相结合等先天缺陷，受环境

条件、结构形式、材料性能、施工工艺等条件影响，混凝土浇筑后收缩过程中均会大量

出现道床板面横向贯通裂缝、轨枕四周八字裂纹等病害，严重影响施工质量验收、增加

运营维护工作量、降低无砟轨道结构耐久性。针对无砟轨道道床开裂，目前仅能通过后

修复进行补救，无法做到预判、预防与预处理。道床开裂降低无砟轨道结构耐久性、影

响道床美观、增加工务维修工作量。

综上，减少并控制无砟轨道道床裂缝，对于提高无砟轨道质量，促进轨道技术发展，

高质量支持“交通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规程通过收集既有工程应用经验，以及相关研究成果、试验检测结果及使用单位

反馈信息，确定标准编制方向。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立项和大纲审批通过，根据评审会

专家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报中国交通运输协会评审。再根据评审会专家意见进行补

充、修改，经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同意，挂网征求意见。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规程制订的基本原则是以现有研究工作为基础，参照国家规范、标准，针对轨道

无砟轨道防裂抗裂以及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

本规程编制过程中，查阅了下列规范、标准和技术规程：

1、GB 50164 混凝土质量控制标准

2、GB/T 14902 预拌混凝土

3、GB/T 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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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B/T 50082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5、GB/T 51028 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测控技术规范

6、TB 10005 铁路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设计规范

7、TB10413 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8、TB 10424 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9、TB10425 铁路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

10、TB10754 高速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11、TB/T 3275 铁路混凝土

12、GB/T 23439 混凝土膨胀剂

13、JC/T 2608 混凝土水化温升抑制剂

14、JC/T 901 水泥混凝土养护剂

15、Q/CR 9207 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技术规程

16、Q/CR 9605 高速铁路轨道工程施工技术规程

现行设计规范、验收规范、行业标准等，对道床材料、制备、施工方法等没有针对

性要求，没有对防裂抗裂提出明确建议与要求。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铁路无砟轨道道床防裂抗裂设计、材料、施工、检验与验收。

本文件适用于高速铁路、普速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无砟轨道道床混凝土

收缩裂缝的控制。

说明：明确了本规程适用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开裂风险系数

由混凝土收缩引起的拉应力和混凝土抗拉强度的比值。

3.2 温控膨胀抗裂剂

兼有降低混凝土温升、补偿混凝土收缩功能的外加剂。

3.3 水化热降低率

规定龄期内，基准砂浆和受检砂浆水化热之差与基准砂浆水化热的比值，以百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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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

说明：在现有标准规范的基础上增加了上述术语和定义。

4 基本规定

说明：原则性要求。

5 抗裂性设计

5.1 一般规定

5.1.1 无砟轨道道床现浇混凝土抗裂性设计，应满足现浇混凝土工作性能、力学性

能、耐久性等要求。

说明：对道床混凝土防裂抗裂设计应该考虑因素进行了明确。

5.1.2 无砟轨道道床现浇混凝土开裂风险系数不大于0.70。

说明：明确防裂抗裂的主要指标是开裂风险系数。

5.1.3 为满足无砟轨道道床混凝土抗裂性能指标控制值要求，可采用掺加抗裂功

能材料、温控等措施。

说明：明确防裂抗裂具体可采用措施。

5.2 混凝土抗裂性设计

5.2.1无砟轨道道床混凝土凝结硬化前，应采取及时覆盖、抹面、保湿养护等措施，

控制表层混凝土孔隙负压不大于2Kpa，孔隙负压测试按本规程附录A执行。

说明：对混凝土凝结硬化前保湿养护提出具体要求，采用孔隙负压评判。

5.2.2 无砟轨道道床混凝土凝结硬化后抗裂性能控制指标，应按附录B计算，当不

具备计算条件时，混凝土抗裂性能可按表5.2.2选取。

说明：对混凝土凝结硬化后抗裂性能控制指标提出具体要求，采用具体数值或方法

评判，根据太锡铁路太崇段、梅龙铁路等项目道床混凝土试验得来数据。

5.2.3 道床裂缝限值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

说明：明确裂缝执行的规范。

6 材料

6.1一般规定

说明：均为原则性要求。

6.2 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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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水泥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说明：一般规定引用自《铁路混凝土》TB/T 3275、《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TB 10424等现行规范。水泥进场温度、水泥水化热温度控制，防止水泥温度过高

浇筑后产生温度收缩。

6.2.2 粉煤灰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说明：明确了粉煤灰等级、流动度比等要求，有利于道床防裂抗裂控制。

6.2.3 矿渣粉宜采用S95级矿渣粉，比表面积不应小于400 m
2
/kg，不宜大于450

m
2
/kg。

说明：明确了矿渣粉等级、比表面积等要求，有利于道床防裂抗裂控制。

6.2.4 细骨料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说明：一般规定引用自《铁路混凝土》TB/T 3275、《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TB 10424等现行规范。明确了含泥量、泥块含量，河沙或机制砂的要求。

6.2.5 粗骨料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说明：一般规定引用自《铁路混凝土》TB/T 3275、《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TB 10424等现行规范。

6.2.6 减水剂宜优先选用聚羧酸高性能减水剂，收缩率比不宜大于100%。

说明：一般规定引用自《铁路混凝土》TB/T 3275、《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标准》TB 10424等现行规范。

6.2.7 温控膨胀抗裂剂的性能应符合以下规定。

说明：道床外加剂采用温控膨胀抗裂剂，明确了技术参数与测试方法，控制道床混

凝土收缩，有利于道床防裂抗裂控制。根据太锡铁路太崇段、梅龙铁路等项目道床混凝

土配合比室内试验、现场浇筑测试等得来数据。

6.3 配合比

6.3.1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符合《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JGJ 55、《铁路混

凝土》TB/T 3275、《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 10424、《铁路混凝土结构

耐久性设计规范》TB10005的规定。

说明：原则性要求。

6.3.2 混凝土配合比应根据设计使用年限、环境条件和施工工艺等，通过试配、调

整、试件检测和试浇筑等步骤选定，并应充分考虑原材料、施工工艺、环境条件可能出

现的变化，选定备用配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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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原则性要求。

6.3.3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以降低混凝土温升和收缩为目标，除遵循低胶凝材料及

水泥用量、低水胶比的原则外，尚应符合以下规定。

说明：对混凝土最大胶凝材料用量、水胶比、砂率、温控膨胀抗裂剂掺量等参数进

行细化要求，有利于道床防裂抗裂控制。根据太锡铁路太崇段、梅龙铁路等项目道床混

凝土配合比室内试验、现场浇筑测试等得来数据。

6.3.4 混凝土中碱含量不应大于3.0kg/m
3
，总三氧化硫不应超过胶凝材料总量的

4.0%，钢筋混凝土的氯离子含量不应大于0.1%。

说明：对混凝土碱含量、总三氧化硫、氯离子含量进行细化要求，有利于道床防裂

抗裂控制。根据太锡铁路太崇段、梅龙铁路等项目道床混凝土配合比室内试验、现场浇

筑测试等得来数据。

6.3.5 当混凝土施工经历不同季节时，宜根据气候条件选定不同的配合比，并制定

相应的施工技术措施。

6.3.6 配合比调整。

说明：均为原则性要求。

7 施工

7.1 一般规定

说明：均为原则性要求。

7.2 混凝土生产与运输

7.2.1 混凝土生产与运输能力应满足道床混凝土浇筑速度及凝结时间要求，混凝土

质量应满足道床施工工艺对坍落度损失、入模坍落度、入模温度等的技术要求。

说明：明确混凝土生产与运输执行的规定。

7.2.2 对同时供应同一工程分项的预拌混凝土，胶凝材料和外加剂、配合比应一

致，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水平应基本相同。

说明：要求同一工程同一分项混凝土的质量应稳定。

7.2.3 混凝土搅拌时间不宜少于120s，掺温控膨胀抗裂剂的混凝土以及采取片冰替

代部分拌合用水时，宜适当延长搅拌时间，不宜少于150s。

说明：明确混凝土搅拌时间，尤其是掺温控膨胀抗裂剂后，加强混凝土搅拌。

7.2.4 对于原材料计量，应根据粗、细骨料含水率的变化，及时调整粗、细骨料和

拌合用水的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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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引用自《铁路混凝土》TB/T 3275、《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

10424等现行规范。

7.2.5 开机后应测试初始拌合的前2~3盘混凝土拌合物的坍落度、温度等参数，如

不符合要求，应立即分析情况处理，直至拌合物性能符合要求方能持续生产。

说明：明确混凝土搅拌质量控制。

7.2.6 炎热气候施工时，为满足混凝土入模温度控制要求，可采取的措施有。

7.2.7 冬季施工时，应保证混凝土出机温度不低于10℃，入模温度不低于5.0℃，

混凝土生产运输及入模温度控制措施应符合《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技术规程》Q/CR9207

的有关规定。

说明：明确炎热或寒冷气候施工时，混凝土搅拌温度控制要求，防止混凝土浇筑、

养护过程中发生温度变形，造成道床开裂。

7.2.8 采用混凝土搅拌运输车运输混凝土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说明：对运输过程中混凝土的质量控制提出要求。

7.2.9 运输混凝土过程中，应尽量减少混凝土的转运次数和运输时间。混凝土从加

水拌和到入模的最长时间，应由试验室根据混凝土初凝时间及施工天气确定。

7.2.10 当卸料前混凝土坍落度损失较大不能满足施工要求时，不得加水，可在运

输车罐内加入适量的与原配合比相同成分的减水剂；减水剂掺入后采取快档旋转搅拌罐

进行搅拌，达到要求的工作性能后再浇筑；减水剂掺量和搅拌时间应有经试验确定的预

案，并做记录。

说明：均为原则性要求。

7.3 混凝土浇筑

7.3.1 轨排精确调整和固定完毕，验收合格后，应及时浇筑道床混凝土。

说明：原则性要求。

7.3.2 混凝土浇筑前将模板内的杂物清理干净，对浇筑道床板范围内的支承层或底

座及轨枕洒水润湿，不得有积水。

说明：原则性要求。

7.3.3 检查混凝土送料单，核对混凝土配合比，确认混凝土强度等级，检查混凝土

运输时间，测试混凝土坍落度，满足设计要求方可进行浇筑施工。

说明：原则性要求。

7.3.4 道床混凝土浇筑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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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引用自《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 10424、《铁路混凝土工程

施工技术规程》Q/CR 9207等现行规范，防止浇筑过程中混凝土离析。

7.3.5 道床混凝土振捣应符合下列规定。

说明：对混凝土振捣提出要求，防止振捣不足或过度。

7.3.6 混凝土入模温度不满足设计要求时，不应浇筑入模。

说明：原则性要求。

7.3.7 道床混凝土浇筑、振捣完成后，应及时修整、抹平裸露的混凝土面，混凝土

抹面工序不少于3次，初凝前进行抹面压光，抹面时应采用原浆抹面压光，严禁洒水，

注意加强对轨枕四周、排架横梁下方，钢轨下方等部位的操作。

说明：引用自《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 10424、《铁路混凝土工程

施工技术规程》Q/CR 9207等现行规范。

7.3.8 道床混凝土初凝后，应及时松开螺杆调节器、扣件和钢轨连接的夹具，释放

应力。具体松开螺杆调节器和扣件等的时机应根据施工条件经工艺试验提前确定。

说明：引用自《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 10424、《铁路混凝土工程

施工技术规程》Q/CR 9207等现行规范。

7.4 混凝土养护

7.4.1 道床混凝土凝结硬化前应对裸露的表面采用保湿养护措施，凝结硬化后采取

保温保湿养护措施。混凝土里表温差及降温速率应满足抗裂性设计要求。

说明：引用自《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 10424、《铁路混凝土工程

施工技术规程》Q/CR 9207等现行规范。

7.4.2 道床混凝土拆模时，混凝土应具有足够的强度以确保其表面和棱角不受损伤

或塌陷，且混凝土的强度不应低于5Mpa，大风或气温急剧变化时不宜拆除模板。

说明：引用自《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 10424、《铁路混凝土工程

施工技术规程》Q/CR 9207等现行规范。

7.4.3 高温、大风、干燥天气浇筑混凝土时，宜在作业面采取遮阳、挡风、喷雾等

措施，道床混凝土浇筑完成后，凝结前，可采用喷雾、喷洒水分蒸发抑制剂、养护剂或

轨排框架上覆盖等一种或多种保湿养护措施，凝结后，可采用蓄水或覆盖等保温保湿养

护措施。

说明：引用自《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 10424、《铁路混凝土工程

施工技术规程》Q/CR 9207等现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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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 水分蒸发抑制剂的性能应符合《混凝土塑性阶段水分蒸发抑制剂》JG/T 477

的有关规定，养护剂的性能应符合《水泥混凝土养护剂》JC/T 901的相关规定。

说明：对水分蒸发抑制剂、养护剂的性能提出要求。

7.4.5 混凝土养护水温与混凝土表面温度之差不应大于15°C，拆除保温保湿养护

措施时，混凝土中心温度与环境温度之差不应超过15°C。

说明：对混凝土温度进行要求，防止温差较大或温度不合适，引发混凝土温度裂缝。

7.4.6 当日环境最低温度低于5.0℃时，不应采取洒水养护或覆盖潮湿养护材料。

说明：提出环境温度低于5℃时禁止洒水养护并采取保温保湿措施的要求，防止混

凝土开裂。

7.4.7 道床混凝土浇筑完毕后的保温保湿养护时间应满足表7.4.7的规定。

说明：针对不同环境特点、不同气温情况，要求不同的养护时间，增强混凝土抗裂

性能。

7.4.8 气温骤降时，未达100%设计强度的道床混凝土应进行表面保温。

说明：规定极端环境下，对混凝土采取保护措施。

7.5 抗裂性监测

7.5.1 道床混凝土施工过程中应监测混凝土入模温度、最高温升、降温速率及环境

温度等参数，必要时宜监测混凝土应变。

说明：提出混凝土温度监测布置要求，对混凝土温度变化开展监测，温度异常时采

取措施应对，防止混凝土产生温度裂缝。根据太锡铁路太崇段、梅龙铁路项目道床施工

情况得出。

7.5.2 传感器的布置不宜干扰现场作业，宜采用数据自动采集、无线传输至终端，

实时在线查看的监测系统，应满足现行国家标准《大体积混凝土温度测控技术规范》

GB/T51028的规定。

说明：原则性要求。

7.5.3 温度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说明：对温度监测传感器参数、抽样率、采集频率提出要求。根据太锡铁路太崇段、

梅龙铁路项目道床施工情况得出。

7.5.4 应变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说明：对应变监测传感器参数、采集频率提出要求。根据太锡铁路太崇段、梅龙铁

路项目道床施工情况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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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5 宜利用现场实际监测数据开展温度场和应力的分析，并和混凝土抗裂性设计

要求对比，必要时调整抗裂措施。

说明：原则性要求。

8 检验与验收

8.0.1 混凝土原材料、拌合物性能及硬化混凝土性能的检验与验收应符合《铁路

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 10424、《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10413、

《高速铁路轨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B10754的有关规定。

说明：原则性要求。

8.0.2 温控膨胀抗裂剂的验收应符合下列规定。

说明：对温控膨胀抗裂剂检验验收提出要求。

8.0.3 应在浇筑地点抽样检测掺温控膨胀抗裂剂的混凝土7 d自生体积变形和56d混

凝土总变形。

说明：抽样检测用于判断混凝土防裂抗裂性能。

8.0.4 每辆搅拌车混凝土入模温度宜采用插入式测温元件测试。

说明：原则性要求。

8.0.5 道床混凝土的抗裂性监测，每1km宜不少于1次。当材料、施工季节、结构尺

寸等发生变化时，应重新监测。

说明：原则性要求。

8.0.6 道床混凝土裂缝控制效果检验应符合下列规定。

说明：用以判断道床混凝土裂缝控制效果。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规程制订过程中尚未发生过重大意见分歧。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与国内外同类

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建议及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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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砟轨道是目前铁路（高速铁路、普速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主型轨道

结构形式之一，应用广泛，具有结构简单、施工便捷、养护维修相对少等优点。受到外

部约束（轨枕、下部基础等）、施工质量控制（混凝土制备及配比、入模温度、养护方

式等）、外部环境因素（温度、湿度、气候等）等影响，无砟轨道道床施工期间普遍出

现开裂现象，特别是在年温差较大的地区，在预制轨枕块四角出现道床表面八字形裂纹、

底座板限位凹槽边角处裂纹、道床横向开裂等。针对无砟轨道道床开裂，目前仅能通过

后修复进行补救，无法做到预判、预防与预处理。道床开裂降低无砟轨道结构耐久性、

影响道床美观、增加工务维修工作量。

本规程从无砟轨道设计方案、混凝土制备、混凝土外加剂、施工质量质量、实时监

测等角度出发并提出相应技术要求，减少并控制无砟轨道道床裂缝，对于提高无砟轨道

质量，促进轨道技术发展，高质量支持“交通强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精心组织安排，开展宣贯培训。建议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安排，召开标准宣

贯会，对涉及的建设、监理、设计、施工等单位开展标准实施培训和宣贯普及。

（2）组织相关人员到施工现场参观学习，直观展示道床防裂抗裂效果及具体施工

工艺；

（3）定期组织科研、生产、应用、检验等各环节人员进行技术交流，不断对道床

防裂抗裂技术进行改进，保持技术领先、性能优化、价格合理。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