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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与发展

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工程施工技术及发展前景 

党忠  李俊义 曹琰   

(呼和浩特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10) 
 

摘要:城市交通随着不断贾逵的城市化进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尤其是城市轨道交通方面，是整个城市交通的重点发展内容。基于繁杂

的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工程项目，针对其新施工技术进一步分析与应用，特别是分析地铁隧道施工技术以及轨道交通车站施工新技术的发展

应用，避免在施工过程中对现场环境造成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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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轨道交通新的施工技术 
1.1 地铁隧道施工新技术 

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地铁工程施工环节中所使用的施工方式分

析，可以就地面情况分析。比如在地面条件较好的情况下的地铁区

间隧道就可以应用明挖法。但是此方式仅能应用到少量管道路线基

础上，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交通线路，不会影响到社会环境的发展。

而浅埋暗挖法其施工特点有适用于断面，工程造价低、灵活多变，

因此被大范围适用于软弱、大流砂以及不变的断面区域。但是此方

式需要投入较大的设备成本，并借助完善的地铁隧道修建原理以及

操作方式才能完成这个地铁隧道施工项目。基于新奥法理论，将其

应用到部分松散土介质围岩上，就不会影响到城市的城市交通，其

施工污染、噪音也大幅度降低。所以浅埋暗挖法非常适用于不同尺

寸以及断面形式的隧道洞室。作为刚需的施工技术之一的浅埋暗挖

法，有特有的短时间内就能巩固稳定的能力，只要采取一定的支撑

措施，就能让围岩以及土层表面转变为强有力的支护结构，进一步

将其应用到多种地质层面中。比如可以应用到粘性土质、砂层等地

质中。不仅如此，浅埋暗挖法还可以应用到水资源充足的地层中，

体现着强大的应用价值。 

1.2 轨道交通车站施工新技术 

对于新建型车站以及扩建型车站分析，这两种不同的车站都属

于轨道交通车站，而全新建设的枢纽站则是新建型车站，所以只需

要一次设计以及施工就能规划其所有的换乘线路。当然整个施工过

程不可避免会出现一定的施工问题，比如会有超大超深基坑的施工

问题，其实轨道交通车站的施工现场环境是比较空旷的，因此整体

的建筑物的保护难度比较小。而扩建型车站则是在原有经营的车站

附近区域增设新车站，整个建筑物比较多，导致建筑物保护要求大

范围提高。而基于此轨道交通车站施工新技术就会涵盖着综合性的

轨道交通枢纽施工技术以及新型盖挖法施工技术等。而综合性的轨

道交通枢纽施工技术其实是由三线轨道交通换乘枢纽共建技术、运

行轨道交通车站换乘枢纽站施工技术以及地下空间技术等组成的。

其工鞥就是可以让乘客在三线战线内进行站台与站台的多点乘换。

当然及时应用到几种不同的施工新技术，其施工难度还是存在的。

那么施工过程中就可以结合不同轨道的情况，进一步适用不同的施

工对策来科学应用多种新技术，处理新技术存在的多种问题，扩展

施工新技术的应用前景。而新型盖挖法施工技术则是将重点放置在

处理城市地铁工程建设施工现场以及道路交通问题上，比如会构建

统一标准化、模数化的临时路面体系来完善其新型盖挖施工技术。 

二、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新技术要点 
2.1 盾构隧道的施工控制 

基于土压平衡式盾构机的研制基础上，进一步开发了全新的注

浆工艺，其全新的注浆工艺应用到轨道交通车站施工中，可以最大

限度的避免地层受到由于失水以及损失而引发的地质沉降现象。分

析当前所具备的盾构机具，选择合适的施工参数，将其应用到地层

施工中，就能进一步控制地层变形。地质非常容易受到特征地段盾

构顶进而导致无限偏离原有地层变形量的数据，那么针对此，结合

盾构施工控制系统，进一步纠正其方位定位。又或者可以进一步结

合多媒体技术以及网络技术，进一步测定地层的测量定向。而对于

异性盾构而言。其地铁的线路所覆盖的地面范围非常大，比如有穿

越多个建筑群的，那么在建筑与建筑之间的间距没有足够时，就可

以借助双圆盾构来满足单圆盾构的间距。其中双圆盾构的最大特点

就是可以依据不同的情况来决定其双圆的水平还是竖向，可以将这

两种不同的双圆方向进行自由转换。最后其盾构隧道的防水，需要

从管片结构的自防水以及管道接缝的防水分析，即可以借助材料或

者是盾构隧道防水重点来管控整个防水进度。当然我国现阶段大多

数还是沿用遇水膨胀的橡胶密封垫以及止水带来防水。 

2.2 城市轨道交通电气系统施工 

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环节分析，必不可免的是其电气系

统的施工。作为基于设施以及体现着城市轨道交通功能的电气，势

必要突出其电气系统动力安装以及调试，进一步规范其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电气系统，完善整个城市轨道交通照明系统，配备供电系统、

防雷系统以及接地系统，进一步调试，经过技术强化的系统，可以

进一步缩短整个城市轨道交通地哪里系统施工的周期，达成城市轨

道交通的安全性能，确保整个城市轨道交通的功能性，满足城市轨

道交通经济性要求。 

2.2 城市轨道交通排水工程施工 

对于车站给水系统而言，可以就车站两端进行给水系统的水表

井内设置其生产、生活以及给水用表以及消防给水表，并搭配半暗

装以及明装的消火箱，配合着消防水泵接合器，进一步满足车站的

排水系统要求。对于污水以及废水系统而言，就是为了处理车站的

污水而存在的，那么就其城市轨道交通排水工程而言，需要有一个

汇集车站的污水的水池，在达成污水、废水泵房的污水处理要求时，

汇集一定量时，就可以将其净化处理，而排水过程中就可以借助污

水泵让水上升到地面时，就能进一步借助压力井将污水排放出去。

当然需要定期检修排水管，避免其排水压力井承受太大的压力，其

污水处理效果不明显。而结合污水、废水系统的城市轨道交通排水

工程可以进一步满足车站排水系统的流畅度要求，避免大量水堆

积。最后关于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系统的施工技术要求分析，可以就

隧道风机以及控制柜的安装入手，积极完善其消声器以及电机执行

机构的安装需求，重新调整其通风系统的施工设备安装步骤，以此

达成科学合理的城市轨道交通通风系统的施工以及安装要求。 

结语 
本文就不断发展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目的施工新技术要点

分析，进一步完善以及强化其技术要求，促进城市轨道交通工程项

目的施工新技术的发展，推动整个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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