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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站围护结构施工技术

王　宁

广州轨道交通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广东  广州 510510 

摘　要：由于在修建地铁的时候，是要将该工程建造在地下，来进行交通运输的工程项目，所以在检修之前，必须要对地

下的结构了解清楚，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地质都会有所不同，带来的困难程度也会有很多，并且这也将会使得地铁车站在

施工的过程中，增加防水的难易程度。为了保证地铁车站不会出现水位渗漏现象的发生，提高地铁列车运营的安全，就必

须要采用更加科学施工技术，而且还要不断地整改项目的施工技术，进而增进项目施工的工艺水平，能够保证列车在行驶

期间能够更加的趋于稳定状态。本文对地铁车站围护结构施工技术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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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某站建设中，通过钻孔灌注桩 + 内支撑的方式组成

围护结构。围护桩的规格视具体施工段而定，标准段为

Φ1200@2200 钻孔灌注桩，轨排井处为 Φ1200@1800 钻孔

灌注桩，端头盾构洞门处为 Φ1500@1800 钻孔灌注桩。设 3

道 Φ609×16mm 钢支撑共同组成内支撑体系，除第一道钢

支撑间距为 6m 外，剩余均为 3m。

二、钻孔灌注桩支护施工技术

1. 施工准备

根据设计要求规划施工场地，清理该范围内的杂物并

平整处理。硬化桩位及基坑外场地以提高稳定性，以免钻机

在钻进施工期间发生沉陷现象。根据施工要求，从永久施工

场地接入电线，以满足现场的临时用电需求。考虑到电网供

应异常而导致现场施工中断的情况，配备 1 台 150kW 的发

电机组以备不时之需，并从指定点接入施工用水。以泥浆需

用量和拌和站的生产能力为参考规划储浆池。泥浆质量控制

的关键指标在于相对密度 1.02 ～ 1.10，黏度 18s ～ 22s，砂

率≤ 4%。以 4mm 厚的钢板为基础材料，经加工后制得钢护

筒，单节长度设为 3m，内径略大于设计桩径 20cm。为避免

护筒下沉，在护筒的对角处焊接“耳朵”，利用该装置承托

护筒，使其维持稳定。

2. 测量放线

桩位的测放采取钢筋打入地面 30cm 的方式，钢筋的尺

寸要求为直径 20mm，长 35 ～ 40cm，将该处作为桩的中心点。

在此基础上于钢筋头的周边做好标记，以达到醒目的效果。

3. 埋设护筒

护筒的应用有利于保证孔口的稳定性。埋设过程中在

其周边填入黏土并夯实，提高稳定性，埋设到位后要求护

筒的顶面高出地面 30cm，护筒的垂直度误差宜≤ 0.1%。

护筒埋设在杂填土层下方，深度至少达到 2m。遇到护筒长

度不足的情况时采取夹板带螺丝的方法，以达到接长护筒

的效果。

4. 挖孔

在施工现场拼装钻机架并配套十字型钻头，根据施工

要求适当配重。钻孔前向护筒内放置足量的黏土，随着钻进

作业的持续开展，待钻进量达到 0.5 ～ 1m 时回填黏土，保

持低冲程的状态持续钻孔。钻进至护筒下 3 ～ 4m 后，若无

异常情况则正常钻进。成孔施工过程中用黏土泥浆护壁，动

态调整泥浆比重，具体视现场地层情况而定，确保孔壁始终

维持稳定。钻进施工期间勤抽查，加强对配套装置的检查，

如钢丝绳完好程度、钻头磨损程度等。钻进施工期间，定期

提出钻头并换上掏碴筒、清理钻碴，向其中添入足量的泥浆，

保证水头高度的合理性。以钢筋为材料制作钢筋笼，将其作

为检孔器而使用，每钻进 4 ～ 5m 或遇到缩孔概率较大的土

层时检孔，准确分析钻孔的施工情况。冲击成孔是一项要求

较高的工作，其主要的施工要点如表 1 所示 [1]。

表 1  钻进成孔要点

5. 吊装钢筋笼

钢筋笼制安期间采取防护措施，以免出现变形现象。

钢筋笼成形后，若通过质量检验则用汽车起重机吊装入孔，

下放至设计深度处，于孔口处焊接，提高其稳定性，以免在

混凝土灌注施工时出现上浮的情况。

6. 安装导管

导管采用 Φ300 钢管，节段长度为 3m，并准备长度为

0.5m、1m、1.5m 的小节段，以便灵活调整长度。导管接头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工程技术与发展 (10)2021,3
ISSN:2661-3506 (Online)  2661-3492(Print)

75

区域易渗漏，利用橡胶圈密封防水，再组织水压试验，压力

稳定在 0.6 ～ 1.0MPa，确保不漏水。以型钢为基础材料制作

混凝土浇注架，利用该装置支撑悬吊导管，稳定挂设钢筋笼，

在其上方安装混凝土漏斗，此外用钢板制作隔水栓 [2]。

7. 二次清孔

首次清孔后，虽然孔内可维持洁净的状态，但下放钢

筋笼及导管需耗费时间，且期间存在内外部干扰因素，孔内

易再次产生沉碴，因此需二次清孔。制备小比重泥浆，将其

注入孔内，达到置换孔内沉碴和大比重泥浆的效果，直至沉

碴厚度在 200mm 以内为止。

8. 灌注水下混凝土

在完成二次清孔作业且经过监理工程师确认后，正式

灌注水下混凝土。首先灌注桩尖，要求有足够的冲击能量，

以便泥浆从导管内高效排出。严格控制泥浆量，导管下口

埋入混凝土的深度至少达到 0.8m。隔水栓卡住漏斗下口，

待混凝土装满后启动起重机，拉起钢丝绳，再揭开钢板。

此时混凝土能够下沉至孔底，排开泥浆并埋住导管口。灌

注施工应具有连续性，尽可能缩短中途间隔时间（不宜超过

15min），导管在混凝土内的埋深控制在 2 ～ 6m。灌注施工

期间由专员观测，确定管内外混凝土面的高差，全面记录信

息。导管内的混凝土存在超压力，在其作用下可促进浇筑面

的上升，按照至少 2m/h 的速度有序上升，超过设计标高 1.0m

时即可停止。若导管内夹杂空气，可利用溜槽将混凝土以较

慢的速度注入导管内，以免出现高压气囊。如灌注施工期间

发生异常现象，需要由技术人员分析成因并及时解决，并记

录信息。

三、钢支撑施工

双拼 45b 工字钢与钢板焊接，构成稳定可靠的钢围檩。

主体基坑两端扩大端均配套斜撑装置，第一道钢管支撑设置

在冠梁中间区域，水平间距 6m，剩余的两道钢支撑均按照

水平间距为 3m 的标准依次设置。

1. 测量定位

第一道支撑的两端设置在冠梁侧面，经测放后确定各

道钢支撑的位置，在 Z 型钢板上开孔，将其挂在钢筋上。第二、

三道支撑，提前设置钢围檩和托架，以便给施工创设良好条

件。根据设计要求，检测托架顶部标高并弹线，严格控制托

架拖面，使其能够与车站纵向呈平行的关系。

2. 安装托架及钢围檩

取适量标准管节，在地面组织预拼接作业，根据作业

情况判断支撑的平整度，在各项施工条件均无误后正式安装

支撑，经质量检查后编号。在围护桩上设置牛腿，通过焊接

的方法安装型钢围檩，再吊装支撑。待其安装到位后施加预

加轴力，楔入钢楔块，提高其稳定性 [3]。

3. 斜撑安装

按照与支撑相同的方法架设，在钢围檩内侧设置斜撑

支座，通过焊接方式将其与钢围檩稳定连接。施工中，若钢

围檩与围护桩之间存在空隙可制备 C30 混凝土填补该处。

4. 支撑体系安装的技术要点

支撑安装需与土方施工相协调，随着土方开挖作业的

推进，当达到设计标高后安装支撑。为减小施工期间的不

良影响，要求挖土及钢支撑安装时间不超过 16 ～ 20h。加

强对支撑端部的检测及控制，需要与支护结构呈垂直关系，

接触区域应具有平整性。钢管横撑采取分节段依次设置的方

式，标准节长度 6m，利用短节钢管补充，灵活调整钢管横

撑的长度，以适应基坑断面的变化。通过法兰、螺栓连接各

节段，钢管对撑与钢围檩呈正交关系。在完成钢管横撑安装

后按照要求对其施加预应力。加载作业利用千斤顶完成，遵

循分两级加载原则。为保证钢筋支撑稳定性，要求加强对活

动端、固定端两处的质量控制，可采用 3cm 厚特种钢板。

5. 支撑保护

基坑开挖的扰动性较大，应精准控制挖土机械等相关

施工装置，不可碰撞支撑体系。为保证支撑面的稳定性，作

用于该处的荷载宜≤ 4kPa，且应避免钢支撑顶面堆载杂物

情况。土方开挖中弃土堆放区域，应远离基坑顶边线 20m。

若由于侧压力过大而出现横撑轴力异常偏大的情况，在既有

支撑方式基础上加装支撑装置，控制横撑的挠曲变形量，使

其稳定在许可范围内，以改善支撑受力条件，防止基坑失稳。

6. 支撑拆除技术

拆除钢支撑端头的钢斜楔，经过对千斤顶的减压操作

后缓慢移走千斤顶。启用起重机，利用该装置将钢支撑吊起，

转至指定的堆放场所。支撑拆除过程中，环节有序推进，并

加强安全防护。拆除后的钢支撑需经过全面的清理与修整，

再分类堆放。

结束语

围护结构对于维持地铁车站的稳定性、提高施工质量

具有重要作用，其能够创设完整且相对独立的空间，给主体

结构的施工营造良好条件。本文结合某工程，对其围护结构

施工技术展开分析，阐述施工期间应当重视的技术要点，最

终保证了工程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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