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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轨道施工技术要点与控制

陈晓冬

鄄城县交通运输局 山东菏泽 274600

摘 要：随着当前社会经济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交通行业也取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和进步，交通行业作为当前经济发展的主

要推动力量，其实质发展效果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这一背景下，铁路工程建设单位不仅要加强铁路施工技术研究，还要

加强铁路工程安全管理。对此，文章深入分析铁路施工技术，并提出了相应的铁路安全管理措施，为类似项目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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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当前形势下，施工单位要明确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

管理的重要性，积极开展施工管理工作，在实际施工过程中对

各个方面进行控制，减少施工中出现的质量、进度、材料应用

等问题。在施工管理中，施工单位要明确其意义，认识到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轨道施工的特点，以此为基础实施相关的管理措

施，进而提升施工管理工作的质量，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特点

1.1  工程投入资金规模较大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规模较大，其投入的施工成本较

多，尤其工程前期要投入较大资金。另外，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的基层施工人员较多，施工材料用量也较多，需考虑人工

费和材料费，每km轨道交通工程的造价费用5亿元以上。由

于城市轨道穿插在整个城市的建筑密集区，会有较多的隧道

工程和路桥工程，施工区域多且复杂，因此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通常会分段进行，在施工前期制订整体性规划，并对各项

施工环节制定管控措施，以确保整个工程施工顺利进行。

1.2  施工技术多且复杂

由于施工范围广、周期长，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并不局限

在地表施工，而且隧道施工对技术的要求较高，其整体工程

的施工技术多且复杂。此外，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施工现场

面积还具有局限性，导致很多大型机械无法进入施工现场，

因此其施工难度较高，在施工技术的选择方面还要考虑设备

的可实施性，同时还要根据地质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1.3  建设周期长、控制性节点项目多

轨道工程往往是贯穿于整个城市的，其总长度较长，以

此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进行建设，而在这种周期较长的工程建

设工作中，部分施工单位无法进行连续、高质量的施工管理工

作，因此，对整体的施工管理工作造成一定的限制。另外，轨

道工程施工过程中，站台、市政等控制性节点较多，这些建设

项目往往需要和轨道同时建设，施工单位不仅要通过施工管理

工作对轨道施工进行控制，也要对这些方面进行控制。

1.4  施工场地狭窄

施工场地狭窄也是施工的特点之一，相关人员要对这方

面现象进行分析。在施工材料及施工工具运输的工程中不能

一次性进行运输，而是要根据施工工作的需求，选择性地进

行运输，这样就增加了施工工作的人力支出，以此会增加施

工工作的成本支出，对施工管理工作的开展有着一定的负面

影响[1]。

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轨道施工技术要点

2.1  明挖法施工技术

明挖法的工作流程：先挖除隧道施工区域的岩（土）

体，按照设计要求修筑洞身和洞门，成型后组织回填，明挖

法涉及地下水的控制、开挖、边坡支护、回填等工作。明挖

法施工便捷、效率高、操作简单、质量可控，但占地面积

大、对周边现状建（构）筑物的干扰较明显。明挖车站施工

中需密切关注现场地质条件、水文条件以及现状建（构）筑

物的分布情况等，采取合适的支护措施，例如锚杆挡墙、锚

桩支护等，全面保证施工安全。

2.2  浅埋暗挖法施工技术

浅埋暗挖法可发挥围岩的自承能力，通过锚杆和喷射混

凝土结合的方式形成支护体系，加固围岩，以免出现松弛和

变形等情况。对于埋深浅、软弱破碎岩层施工环境均可采用

浅埋暗挖法。为凸显浅埋暗挖法优势，需搭建完善的刚性支

护体系，在施工期间加强监测，利用监测数据指导施工[2]。

2.3  箱涵施工技术

（1）进行钢筋施工时，相关作业施工人员必须严格遵

守施工设计要求展开施工，并且必须利用力学实验对钢筋性

能展开复试。钢筋施工的质量好坏和如何加工钢筋有直接关

系，当所用钢筋需弯曲时，要根据设计好的标准角度及位置

完成弯曲。连接钢筋是钢筋作业中关键的一环，管钢筋连接

的强度不仅要按要求进行，接头位置也要符合设计，待监理

人员核查后，才能进入下一环节。（2）浇筑混凝土时要遵

守以下原则，即“平面分层、循序渐进、薄层浇筑、自然流

淌、连续浇筑”。浇筑底板分层的厚度在30～50cm，如果

超过了规定的厚度，此时就要利用斜面分层推进的方式，两

层浇筑直到顶部。依照浇筑所耗费的时间，等底板混凝土发

生初凝之前才能浇筑侧面混凝土，但需提前清除模板中的杂

物，浸润湿模板，浇筑侧面混凝土的高度不得大于60cm，密

度振捣之后，便能一次浇筑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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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支护措施

切割后，岩面较为平整，无明显岩体松散现象，无须采

取支护措施。遇局部岩石裂隙时，挂φ8@150×150钢筋网，

喷C25早强混凝土，厚度100mm，达到防护的效果。浅层2m

内使用长5m的φ22锚杆，剩余部分均为长2m的φ22锚杆，梅

花形布置。（1）锚杆施工工艺流程。锚杆制作→各项工前

准备→锚杆孔位测量放样→锚杆钻机就位→钻孔角度定位→

钻锚杆孔→锚杆孔清孔→锚孔成孔检查→注浆→插入锚杆→

安装垫板→锚杆竣工验收。（2）操作要点。①提前加工锚

杆，5m长锚杆需焊接对中支架（用φ25钢管沿锚杆体周边按

照1.5～2.0m的间距标准依次焊接），保证各锚杆均能顺利入

孔。②以设计要求为准，测放锚杆孔位，做好标记。结合锚

杆规格、岩层特性等方面的条件，合理钻锚杆孔，使用方向

向下15°的φ100钻孔，钻进后利用高压风清理孔内杂物，检

查通过后，置入预先加工的锚杆，用砂浆填充锚杆与钻孔的

间隙。锚杆孔钻进施工期间每4～5m2设置一处泄水孔，置入

φ50mm的PVC管。③灌浆施工环节，材料以PO42.5普通硅酸

盐水泥浆为宜，水灰比0.5～0.55，单轴抗压强度≥30MPa。

材料方面，水泥的选择尤为重要，宜选择膨胀性早强低碱水

泥，选取经筛选处理的砂，拌制成均匀性较好的浆液。注浆

管需到达孔底端，各项准备工作落实到位后即可开机注浆，

逐步提高压力，向孔内注入浆液，使其逐步达到饱满的状

态。为提高施工精度，可提前在锚杆上标记孔的深度，以便

在注浆施工期间查看浆液的注入情况；达到饱满的状态，缓

慢推入锚杆体，直至锚杆完全被浆液包裹。灌浆作业结束

后，在孔口处设置止浆塞进行封堵[3]。

2.5  地铁深基坑防水技术

随着当前我国城市建筑的不断拓展和深入，深基坑结

构也在施工建筑的过程中有了更加广泛的应用范围，且深基

坑结构在当前城市建筑不断的建造中也成为了城市发展的趋

势，只有不断完善深基坑技术才可以满足当前城市的发展需

求。但是在当前的实际深基坑施工中还是存在较大的施工难

点，也对深基坑的施工效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例如地铁深

基坑防水技术的应用，这一技术就需要人们进行高度的关注

和重视。在防水技术的实际应用中，主要包含了两个比较主

要内容：①在地铁工程项目的施工开始前，需要将施工建设

场地中存在的地下水资源采取有效合理的方式进行排除和清

理，从而更好的确保施工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避免由于积水

过多对后续的施工效果造成影响。②要提升防水工作的有效

性，防水工作质量的提升也可以有效的在铁路结构施工过程

中避免受到水资源的影响，从而对其应用价值和效果造成威

胁，提升建筑工程的耐久性。

2.6  盾构法

地下隧道施工采用盾构法，配套盾构机，装置按照预设

的参数在土层中有序推进，依托于设备外壳的支撑作用，有

效维持周边岩层的稳定性，避免坍塌。此外，在现场适配出

土机，及时将盾构施工期间产生的土方运出洞外，以防现场

堆积，再用千斤顶持续顶进，设预制管片，构成完整且稳定

的隧道结构。现场分布季节性河流，考虑到此方面的影响，

采取抗浮措施。

3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轨道施工管理的措施

3.1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轨道工程影响着整个城市的交通，在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建设中要加强对其质量的控制，因此，在施工管理工作中要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该工程在施工质量管理体系下提升

质量控制工作水平。在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各个部

门在建设的过程中，要明确自身的施工职责，并积极对相关

工作进行落实，保证自身工作的质量，进而提升整体项目建

设的质量。而且在质量控制中，政府应认识到自身的义务，

对其建设提供一定的帮助，使其在质量控制中发挥其意义。

另外，施工单位管理人员要积极协调各个部门之间的工作，

使项目与项目之间进行联系，减少盲目性施工对施工质量造

成的负面影响。施工管理人员要保证施工工作严格按照施工

设计进行施工，而且要完成技术较低工作，积极加强对施工

技术应用的控制，进而提升施工质量控制的力度[4]。

3.2  加大培训教育力度

在铁路施工时会面临较大的安全风险，而联调联试期间

的风险更高，这就要求所有施工及管理人员必须熟悉施工过

程中的程序要求，严格遵守铁路主管部门、业主的相关标准

规范，这样才能确保安全施工。实际施工时，铁路施工工人

可能并不具备风险辨识能力，也没有太多的施工经验。因此

为提升工人的安全意识，不仅需对其进行施工安全培训，还

需努力提升其技术水平，以此保证施工安全。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是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重

要途径，为避免此类工程在土建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必须

紧密结合现场施工条件，配置高素质的施工队伍以及质量达

标的施工物资，形成合理的施工规划，采取与现场施工条件

相适应的技术，在施工全流程中加强监督与管理，提高城市

轨道交通工程的土建施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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