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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阶段影响综合管廊工程造价的因素与控制措施 

潘雅文 

（市政设计大厦深圳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广东深圳  518000） 

摘  要：综合管廊建设充分考虑了地下空间的利用，通过将给水、再生水、电力、通信等各种管线集中设置，实现统一规划，统一设计，

统一施工，共同维护，避免了道路的反复开挖，节约了地下空间资源及土地资源，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但地下综合管廊建设投资高，

规模大，建成后难以再扩容，因此地下管廊的设计也需要有一定的超前意识。所以在工程设计时，需要协调控制资源并对相关设计进行优

化，从而确保项目效益，进而通过工程造价管理来顺利完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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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某城市为了将城市综合管廊规划落实到位，现拟建城市综合管

廊，项目入廊管线包括电力、通信、给水、再生水及直饮水(预留)，

综合管廊舱室断面主要为 2~3 舱室结构，综合管廊主廊总长约 28km，

全线盾构长度为 21km，明挖长度为 7km。盾构管廊断面分别为内径

7.7 米圆形断面及内径 6.0 米的圆形断面，明挖管廊断面采用 B×H=

（2.8m+3.55m）×3.3m 的矩形断面。总投资约 78 亿元。工期为 2018

年 1 月～2023 年 1 月，总工期约 5 年。拟建的综合管廊沿城市主干

道与周边商业、住宅紧密相连，单独实施房屋拆迁、交通疏解及管

线迁改难度大，进而项目实施难度大。本项目结合工程实际，尽可

能将建设时序与地铁建设保持一致，以达到管廊与地铁共建的模式

来推动本项目的顺利进行。本文对该工程进行研究，分析其工程造

价，之后对其经验进行总结。 

2 工程造价分析与控制 

2.1 造价分析 

综合管廊土建工程（盾构）造价主要包括工作井、接收井、盾

构区间、周边建筑物加固保护及地基处理等相关费用。综合管廊土

建工程（明挖）造价主要包括围护结构、支撑结构、挖填土石方、

管廊主体结构、防水及节点等相关费用。管廊设备及安装工程包括

排水、消防、通风、供配电及照明、监控及报警等，以及入廊管线

及支架等相关费用。管廊前期工程包括交通疏解及管线迁移工程。 

3 影响工程造价控制的因素 

3.1 项目建设条件 

综合管廊的建设既要体现针对性，又要体现协同性，要针对需

求强烈的城市重要地段和管线密集区，从而提高综合管廊实施效果；

综合管廊建设也要与新区建设、城市更新、道路建设等相关项目协

同推进，提高可实施性。 

综合管廊与城市道路改造或轨道同步建设可大大减少建设难度

和投资。城市老（旧）城区综合管廊建设应以规划为指导，结合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城市更新、道路建设、地下主要管线改造等项目

同步进行[1]，避免单纯某一项目建设对地面交通、管线设施运行的影

响，并减少项目投资。 

与本项目共建的地铁线已经开工，为轨道沿线综合管廊同步建

设提供了宝贵的建设契机，管廊结合轨道同步实施有利于节省投资，

减少后期管线施工重复开挖及交通影响，管廊施工完成后部分管线

可入廊，避免管线二次迁改。 

3.2 管廊施工工法的确定 

目前城市综合管廊施工工法主要有明挖法及暗挖法两种工法，

根据开挖方式不同明挖法又可分为放坡开挖、支护开挖；暗挖法可

划分盾构法、顶涵（管）法及矿山法等。通常情况下，各种工法从

地质条件、交通影响、对地下管线影响等方面进行适用条件进行对

比分析。 

表 1  综合管廊投资分析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合价（万元） 占比（%） 

Ⅰ 建安工程费 655780.00  84.28% 

一 管廊土建工程（含岩溶处理） 492000.00  63.23% 

二 管廊安装工程 45780.00  5.88% 

三 管廊支架工程 15000.00  1.93% 

四 入廊管线 35000.00  4.50% 

五 交通疏解及管线迁改 68000.00  8.74% 

Ⅱ 工程建设其他费 85251.40  10.96% 

Ⅲ 基本预备费 37051.57  4.76% 

Ⅳ 总投资 778082.97  100.00% 

 

表 2  综合管廊施工工法综合比较表 

施工工法 
对比因素 

明挖法 盾构法 矿山法 顶涵（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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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地质条件 各种地质条件 各种地质条件 地下水不发育，地层有一定自稳能力 土质地层 
施工占用场地 较大 较小 不占用 较小 

管廊埋深 浅 较深 较深 较浅 
对地面沉降影响 小 较小 较小 较小 
对地面交通影响 影响大 工作井部分影响大 影响较小 工作井影响大 
对地下管线影响 需拆迁、保护 无影响 无影响 较小 

地面迁改 较大 小 小 较小 
施质量保证 容易 较易 较难 较难 

入廊管线属性 服务性管线 干线性管线 干线性管线 干线性管线 
通过对以上工法的对比分析，结合现场条件，本段管廊功能定

位：有以通过性为主的干线性管线（如给水管、再生水管、高压电

缆）采用盾构发施工，干线性管廊综合井（包含通风、吊装、逃生、

出现功能）约 1000 米左右布置一个。存在以服务道路及周边地块为

主的服务性管线（如中压电力、通信管等）采用明挖施工，服务性

管道出线较频繁，管道出舱节点约 100 米布置一个，风亭、吊装口

及逃生口等附属约 400 米布置一个。 

3.3 综合管廊断面尺寸的确定 

综合管廊设置模式及空间尺寸的确定，直接关系到综合管廊的

安全、功能、造价，是综合管廊设计中的首要问题和重要技术关键。

综合管廊标准断面内部净高和净宽应根据容纳管线的种类、规格、

数量、运输、安装、运行、维护等要求综合确定。[2] 

地铁常规盾构尺寸为内径 5.5 m 外径 6.2 m 及内径 6.0 m 外径 6.7 

m，此两种尺寸盾构机数量较多，使用时不需经过特别改造，其它

尺寸的盾构多用于城际铁路、市政公路隧道项目。 

经调查研究，广东珠三角城际铁路大量采用了内径 7.7 m，外径

8.5 m 级盾构，因此通过经济与技术对比，本项目选用了取内径 7.7m

和内径 6.0m 两种断面尺寸。 

4 设计阶段综合管廊工程造价的控制措施 

4.1 项目决策阶段 

项目投资额的估算结果是决策建设项目投资的重要依据，工程

项目投资决策在本次案例中能够分为两种，即项目相关建议与可行

性报告。建设项目投资者全面负责建设项目的投资评价，收集数据

指标能够提高指标准确性，处理相关指标后能够支撑后续的评估工

作。如果已经生成相关指标，则需要进行细化处理，进而确保项目

性质能够由指标所反映出来。项目的完成需要将评估数据作为基础，

然后分析项目的收益与风险，针对不足的地方提出解决方案，进而

降低风险与意外。 

4.2 项目设计阶段 

项目设计阶段属于项目成本控制的关键环节，设计费虽然只占

工程全部费用的 3%左右，但它对工程造价的影响程度可达到

70%~80%左右。根据已批复的工可估算，做到限额设计， 

所以多方案比选并优化设计方案成为了本项目投资控制的重点

及难点。 

通过以往项目经验并结合本项目实际情况，针对不同工法做好

投资比选。结合新建或改建道路建设的综合个建议采用明挖法，建

成区内结合高压线缆改造入地与修建地铁的时机建设综合管廊建议

采用暗挖法，个综合管廊项目的施工工法具体应结合项目地质勘察

情况确定。[3] 

表 3  综合管廊施工工法造价比较表 

施工工法 
对比因素 

明挖法 盾构法 矿山法 顶涵（管）法 

工程造价 较高（随道路一同建设较为经济） 较高（随地铁一同建设较为经济） 高 高 
5 结束语 

简而言之，在我国工程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工程造价管理

的全面落实显得尤为紧迫，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环境经济低迷的情况

下。这个时候，更需要深刻认识到良好的造价管理是确保工程项目

质量、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在这一背景下，充分利用先进技术

对造价管理体制进行完善不仅是迈向成功的必由之路，更是适应市

场压力的重要手段。 

设计工作的实质性和细致性对于工程项目的成败至关重要。在

当前市场环境下，项目的成功实施需要更为深入和全面的设计工作，

以满足日益复杂和多样化的工程需求。同时，也需要加强对造价人

员的培训和提升，使其具备更高的专业技术水平。在经济低迷的市

场中，专业的造价团队不仅可以提高项目的投资回报率，还能更好

地应对市场波动和不确定性。 

提高设计概算的编制质量与编制深度成为更为迫切的任务。在

当前的市场不景气中，合理的概算不仅有助于项目的融资，还能降

低项目后期可能出现的变更和额外费用。将初步设计概算与施工图

预算尽可能接轨，不仅有助于提高项目实施的效率，还能在经济低

迷的环境中更好地掌握项目的预算控制。 

总的来说，当前市场环境下，工程造价管理的全面实施和不断

创新是确保项目成功的关键。通过提升设计工作水平、造价人员的

专业素养以及概算编制的深度和质量，我们将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变

化，为工程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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