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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公路桥梁检测技术应用与检测
质量控制策略研究

●段小虎

　　

[摘要]在现代社会背景下,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公路桥梁作为连接各地的重要纽带,其安全

性和稳定性至关重要.为了确保公路桥梁的质量和安全,检测技术的应用和检测质量控制策略显得尤为重

要.本文旨在探讨新时期公路桥梁检测技术的最新进展,并分析检测质量控制的有效策略,以期为公路桥梁

的养护和管理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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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交通运输需求的不断增长，

公路桥梁在交通网络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然而，桥

梁在使用过程中会受到自然环境、车辆荷载等多种因素的影

响，导致其结构性能逐渐下降，甚至可能出现安全隐患。

因此，对公路桥梁进行定期检测，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问

题，是保障桥梁安全、延长使用寿命的重要手段。 本文将

从检测技术和检测质量控制两个方面，探讨新时期公路桥梁

检测的策略和方法。

新时期公路桥梁检测技术应用

(一)视觉检测技术

传统的视觉检测依赖于工程师或检测人员的现场观察，

他们通过肉眼识别桥梁表面的裂缝、剥落、锈蚀等缺陷，并

评估其严重程度。 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现代视觉检测

技术已经融入了更多的高科技元素。 例如，高清摄影与无

人机技术的结合，使得检测人员能够在不直接接触桥梁的情

况下，对桥梁的各个部位进行细致的观察。 无人机搭载的

高清摄像头能够捕捉到桥梁表面的微小细节，并通过图像处

理技术，将这些细节转化为可供分析的图像数据。 此外，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机器视觉系统在桥梁检测中

的应用也日益广泛。 通过训练机器学习模型，使其能够自

动识别并分类桥梁表面的缺陷，大大提高了检测效率和准确

性。 检测人员可以直接观察到桥梁的实际状况，并根据自

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对桥梁的整体性能进行评估。 然

而，这一技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受天气、光照等环境

因素影响较大，以及检测人员的经验和判断能力对检测结果

的影响等。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其他检测技

术，共同构成完整的桥梁检测体系。

(二)声波与超声波检测技术

声波探测技术是一种非破坏性检测方法，应用于桥梁结

构的内部状况评估。 该技术通过发射声波至桥梁结构，并

接收其反射信号，以分析桥梁的内部状态。 声波在遇到如

裂缝、空洞等结构缺陷时，会产生反射与散射现象，导致声

波信号的频率、振幅等特征参数发生变化。 依据这些变化

特征，专业人员能够判断缺陷的具体位置、尺寸及其性质。

此外，超声波检测技术也常用于桥梁结构的评估。 该技术

主要利用超声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和衰减特点，来评估桥

梁材料的性能及结构完整性。 超声波在混凝土、钢筋等介

质中传播速度快，且衰减程度低。 一旦超声波遇到材料内

部的缺陷，如腐蚀、裂纹等，其传播速度和衰减特性就会发

生变化。 通过精确测量这些变化，专业人员可以推断出缺

陷的精确位置、尺寸以及深度，为桥梁的安全维护提供重要

依据。 声波与超声波检测技术的优势在于其非破坏性、检

测范围广和准确性高。 这两种技术可以在不破坏桥梁结构

的情况下，对桥梁内部进行深入的检测。 同时，由于声波

和超声波在介质中的传播特性较为稳定，因此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也相对较高。 然而，这两种技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如受介质性质、缺陷类型等因素影响时，检测结果的准

确性可能会受到影响。

(三)雷达检测技术

雷达检测系统通常由发射机、接收机、天线和数据采集

与处理系统等部分组成。 发射装置向桥梁发送电磁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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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波在桥梁内部传播，遇到不同材质会产生反射。 接收装

置捕获这些反射波，再将其转换成可分析的数字化信息，通

过处理这些数据，可以得到桥梁内部结构的图像和相关信

息。 雷达检测技术的优势在于其检测速度快、检测精度高

和适用范围广。 这一技术可以在不破坏桥梁结构的情况

下，对桥梁内部进行快速的检测。 同时，由于雷达波能够

穿透桥梁表面的覆盖层，因此可以检测到隐藏在内部的缺

陷。 此外，雷达检测技术还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桥梁结构，

如钢筋混凝土桥、拱桥等。 然而，雷达检测技术也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 例如，当桥梁内部结构复杂或存在多层介质

时，雷达波的反射和散射可能会干扰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另外，雷达检测装置价格昂贵，且要求操作人员具备较高的

专业技能。 所以，在选用时，需根据桥梁的具体状况和检

测要求，审慎选择适合的雷达检测技术与设备。

(四)应力波检测技术

应力波检测系统通常由激振器、传感器和数据采集与处

理系统等部分组成。 激振器向桥梁结构施加外力，产生应

力波。 传感器接收应力波信号，并将其转化为可供分析的

数字数据。 通过处理这些数据，可以得到应力波的传播速

度、振幅等参数，进而判断桥梁结构的完整性。 应力波检

测技术的优势在于其检测效率高、对桥梁结构影响小和适用

范围广。 这一技术可以在不破坏桥梁结构的情况下，对桥

梁进行快速的检测。 同时，由于应力波的传播特性较为稳

定，因此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也相对较高。 此外，应力波检

测技术还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桥梁结构，如悬索桥、斜拉桥

等。 然而，应力波检测技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例如，

当桥梁结构复杂或存在多层介质时，应力波的传播可能会受

到干扰，导致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此外，应力波

检测设备的成本也相对较高，且对操作人员的技能要求也较

高。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桥梁的实际情况和检

测需求，选择合适的应力波检测技术和设备。

(五)红外热成像技术

红外热成像技术可以检测桥梁的裂缝、渗漏等缺陷，并

评估其严重程度。 红外热成像检测系统通常由红外热像

仪、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等部分组成。 红外热像仪能够捕

捉到桥梁表面的温度分布图像，并将这些图像转化为可供分

析的数字数据。 通过处理这些数据，可以得到桥梁表面的

温度差异和分布规律，进而判断桥梁结构的异常。 红外热

成像技术的优势在于其检测速度快、非接触式测量和适用范

围广。 这一技术可以在不接触桥梁表面的情况下，对桥梁

进行快速的检测。 同时，由于红外热像仪能够捕捉到桥梁

表面的微小温度差异，因此可以检测到隐藏在内部的缺陷。

此外，红外热成像技术还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桥梁结构，如梁

桥、拱桥等。 然而，红外热成像技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

性。 例如，当桥梁表面存在复杂的温度分布或受到外界环

境干扰时，红外热成像的检测结果可能会受到影响。 此

外，红外热成像设备的成本也相对较高，且对操作人员的技

能要求也较高。 因此，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桥梁的实

际情况和检测需求，选择合适的红外热成像技术和设备。

新时期公路桥梁检测质量控制策略

(一)完善检测标准和规范

在新时期，随着公路桥梁建设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桥梁结

构的日益复杂化，完善检测标准和规范成为确保检测质量的

首要任务。 检测工作的基石在于检测标准和规范，它们为

检测人员提供明确的方法和评估准则，保障结果的准确可

靠。 要完善这些标准和规范，需深入探索国内外先进的检

测技术，并结合我国桥梁特色，制定出贴合实际的检测标准

与规范。 这些标准和规范应涵盖桥梁的各个部位和关键结

构，包括桥面、桥墩、支座、索塔等，确保检测的全面性和

深入性。 同时，标准和规范还应明确检测的频率、方法和

评估标准，为检测工作提供具体的指导。 此外，随着新技

术、新材料、新工艺的持续发展，检测标准和规范需不断更

新优化。 相关部门应定期组织专家对检测标准和规范进行

修订和评审，确保其与时俱进，适应桥梁检测工作的需要。

同时，还应加强对检测标准和规范的宣传和推广，提高检测

人员的认识和理解，确保其在检测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

(二)加强检测人员培训

为了提升检测人员的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加强培训成

为必不可少的环节。 培训需全面覆盖检测技术、标准、规

范及安全操作，确保检测人员技能全面。 内容上，应融合

理论与实践，通过理论学习让检测人员掌握基本原理、方法

和评估准则；通过实践操作，使其熟悉设备操作与维护，并

熟练掌握检测技巧与方法，以提升整体检测水平。 同时，

还应加强案例教学和经验分享，让检测人员了解常见的桥梁

缺陷和检测方法，提高其在检测工作中的应变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在培训方式上，可以采取集中培训、现场教

学、在线学习等多种形式。 集中培训可以系统地传授检测

知识和技能，提高检测人员的整体水平；现场教学可以让检

测人员亲身体验检测过程，加深对检测工作的理解和认识；

在线学习则可以提供灵活的学习时间和地点，方便检测人员

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三)强化检测过程管理

检测前，需规划详尽的检测计划与方案，清晰界定检测

目标、范围、方法及评估基准。 并预先校准和维护检测设

备，确保性能良好。 同时，现场勘查与预备工作也不可或

缺，以保障检测顺畅。 检测时，务必遵循标准与规范，确

保检测全面深入。 期间，细致记录并整理数据，确保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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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误。 一旦发现异常，立即记录并报告，为后续分析处理

奠定基础。 检测结束后，深入分析评估数据，得出可靠结

论。 整个流程旨在确保检测工作的系统性、规范性与有效

性，提升检测质量与效率。 同时，还应将检测结果及时反

馈给相关部门和人员，以便他们及时采取措施进行修复和维

护。 此外，还应做好检测报告的编制和归档工作，为后续

的桥梁管理和维护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四)引入智能化检测技术

智能化检测技术通过集成传感器、图像处理、数据分析

等技术，实现了对桥梁结构的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提高了

检测的效率和准确性。 为引入智能化检测技术，首要任务

是强化其研发与推广工作。 相关部门应增加投入，激励科

研单位与高校深入探索，促进技术持续进步。 同时，加强

智能化检测技术的普及宣传，提升检测人员的认知与接纳

度，为技术广泛应用奠定基础。 在智能化检测技术的应用

上，可以结合桥梁的实际情况和检测需求，选择合适的智能

化检测技术进行应用。 例如，可以利用传感器对桥梁的振

动、位移等参数进行实时监测，利用图像处理技术对桥梁表

面的裂缝、剥落等缺陷进行自动识别和分析，利用数据分析

技术对桥梁的整体性能和安全性进行评估和预测。 此外，

还应加强对智能化检测技术的维护和管理。 智能化检测设

备需要定期进行校准和维护，确保其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

同时，还应加强对智能化检测数据的分析和处理，提高数据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通过智能化检测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可以实现对桥梁结构的实时监测和数据分析，为桥梁的安全

运营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五)加强检测质量控制体系建设

首要步骤是确立清晰的检测质量目标及要求，依据桥梁

具体状况与检测需求，设定明确的检测方向与目标。 同

时，构建检测质量责任体系，界定检测人员、管理人员等各

方职责，保障检测流程顺畅。 接下来，需完善检测质量管

理制度与流程，涵盖检测计划制定、过程控制、数据记录分

析、报告编制归档等多个环节，实现检测工作的规范化与标

准化。 此外，加强检测质量的监督与检查，定期进行工作

评估，发现问题迅速整改，持续优化检测流程。 同时，重

视检测质量控制的培训与教育，提升检测人员的质量意识与

责任感。 鼓励研发与应用先进的检测技术，推动检测质量

控制技术的创新发展。 通过全面加强检测质量控制体系的

建设与管理，不仅确保检测工作的精准高效，更为桥梁的安

全运营提供了坚实保障，助力桥梁维护管理水平的提升。

这一系列举措旨在构建一个高效、准确且持续改进的检测质

量控制环境，为桥梁的长期安全运营奠定坚实基础。

结束语

为了确保桥梁的质量和安全，需要不断应用先进的检测

技术，并加强检测质量控制策略的相关研究。 通过完善检

测标准和规范、加强检测人员培训、强化检测过程管理、引

入智能化检测技术以及加强检测质量控制体系建设等措施，

可以不断提高桥梁检测的质量和准确性，为桥梁的养护和管

理提供科学指导。 展望未来，科技进步与桥梁检测技术的

创新将推动检测工作迈向更智能化、高效化的新阶段。 我

们有信心，桥梁检测将在保障交通运输事业发展中发挥更加

关键的作用，贡献更大力量。

参考文献

[１]刘伟．新时期公路桥梁检测技术应用与检测质量控制策略研

究[J]．运输经理世界,２０２１(３３):９４Ｇ９６．

[２]于洋．新时期公路桥梁检测质量控制与检测技术应用研究

[J]．工程建设与设计,２０２０(０２):１９１Ｇ１９３．

[３]刘勇．新时期公路桥梁检测质量控制与检测技术应用实践分

析[J]．公路交通科技(应用技术版),２０２０,１６(０２):２５５Ｇ２５６．

[４]曾邵梅．新时期公路桥梁检测质量控制与检测技术应用实践

分析[J]．工程建设与设计,２０１８(１６):１００Ｇ１０１＋１１４．

[５]罗伟,龚涛．新时期公路桥梁检测质量控制与检测技术应用实

践分析[J]．黑龙江交通科技,２０１５,３８(０２):１６５．

作者简介:

段小虎(１９８６－),男,汉族,山东德州人,本科,工程师,山东智行

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研究方向:公路检测.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