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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类及组成

车辆基地按是否配备相应的检修设备设施将分为车

辆段和停车场，按建筑形式分为地上和地下两种。一般

车辆基地由运用库、检修库（含周月检库、定临修库、

静调库、工程车库）、物资总库、危险品库、镟轮库、洗

车库、综合楼（含办公、食堂及司机公寓）、牵引降压变

电所、污水处理站、门卫室等建筑单体组成。

2　项目筹划

车辆基地承担了线路车辆接车、停放、调试、检修

等重要功能。车辆基地按期投用关系到了线路能否按期

空载、按期开通试运营。为确保进度可控，有序开展建

设、运营筹备工作，应在建设初期对全线进行梳理和统

筹，科学合理制定总体工筹计划，下达关键目标节点。

车辆基地建设在总工筹的框架下，结合实际情况细化工

筹。在建设阶段，土建工程、机电安装与装修尽量分别

安排一年半左右的施工时间，铺轨、强弱电系统等专业

在机电安装与装修阶段同步进行。土建和机电尽量由一

家单位施工，有利于通盘考虑并减少协调量。正常情况

下，车辆基地在开通前 6 个月整体移交运营，连接车辆

基地的两区间隧道同步移交。如全自动无人驾驶线路，

整体移交还需提前 3 个月左右。

3　设计管理

设计是建设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功能实现及

效果呈现。在车辆基地设计管理中，应尽早确定边界条

件，稳定总体方案，为建管手续办理及现场施工提供有

利条件。

3.1 确定场段位置和建筑布局时，应充分考虑征拆对

建设的影响。运用库、检修库、试车线、变电所、控制

中心等重要功能区应尽量避开特高压输电线路和征拆困

难部位 [1]。

3.2 为保证盖下功能并减少外部影响、确保运营安

全，地下车辆基地的盖板应尽量少设或不设缝，设缝部

位需有针对性加强防渗漏措施。地下管线集中进入综合

管廊。车辆基地给排水、供电、通信等管网繁多，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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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路由存在管网杂乱、施工开挖面大、检修不便等问

题。地下管线集中进入综合管廊，避免以上问题且利于

后期的运营维护。不便设置管廊的部位，原则上与道路

平行的排水主管避开机动车道设置，下穿轨行区及机动

车道的排水主管应采用承插式柔性接口的钢筋混凝土管。

不建议用造价低但易破损的波纹管或 HDPE 排水管。

3.3 重视防洪涝设计。车辆基地选址应避开低洼地

段，与周边排水系统通畅连接且不倒灌，U 型槽、围墙

基础等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上下通道、出入口应设置

防洪挡板，基坑施工期间应完善周边挡水、截水措施，U

型槽轨行区应设置截水沟和大功率自动水泵，防止雨水

进入区间隧道。

4　进度管理

各专业需在总体工筹框架下细化工筹，以接车为节

点目标，倒排工期，梳理出完成进度的必要条件，确保

满足总体工筹要求。根据施工需要，再细化至各工作面、

各单体，形成进度横道图。

4.1 车辆基地涉及土建、机电安装、装修、接触网、

供电、动照、弱电、给排水、工艺设备、车辆等多个专

业，部分工序、专业之间存在施工相互交叉、制约。此

时，进度横道图不能直观呈现各专业工作面的关系，需

进一步梳理出各专业之间的施工进度网络图，找出关键

线路，分析风险因素，建立清单，以达到对进度系统管

理的目标。盖下（单体建筑）结构封顶、轨通、接车、

设备安装完成、场段整体移交、完成系统调试等应明确

时间节点进行管控 [2]。

4.2 现场施工是动态的，可能受外部环境、材料供

应、施工组织等影响进度。应定期梳理施工情况，分析

偏差原因，重点落实进度纠偏、保障措施，适时对网络

图进行细部修正，确保工程按既定目标推进。车辆基地

工程量大，人机料等资源投入是进度的保障，同时工作

面多、专业多、施工交叉多，施工通道是施工效率的保

障。地盘管理单位应认真研究通道的规划和利用，做好

施工保障和协调。

5　施工组织

车辆基地一般占地面积大、位于城市边缘，涉及征

地拆迁。征拆不可控导致工程建设开工时间不确定，而

线路开通时间是确定的，就造成了工期紧张。施工中经

常出现前道工序还未退场，后继工序就已进场；多个专

业在有限的场地中共用施工通道、施工场地，彼此影响；

不同专业管网因实施时序不同，导致沟槽多次开挖、随

处开挖的情况。如没有对场地统一规划，全面开花，施

工组织将非常混乱。施工组织管理时应：

5.1 分区分片。施工前结合建构筑物布置、征地拆迁

进展根据关键线路和使用功能合理化分片，各片相对独

立，尽可能组织平行或流水施工。分区分片应利于流水

作业和材料运输。现场可按作业性质和内容分为更小的

区块进行管理，分区分片进行推进。通过便道或移动铁

马将区域分为土方施工区、桩基施工区、承台施工区、

结构施工区、周转料堆放区和机械停放区等，小区块动

态调整。

5.2 先下后上。按照先地下后地上的原则，梳理管

线、地基、道路、结构的施工先后顺序。首先进行临时

道路施工，再进行地上车辆基地的场坪标高以下的排水

管、综合管沟及直埋管线，最后安排地基与结构施工。

5.3 永临结合。场区内道路、绿化、排水管、围挡等

均应考虑永临结合施工，减少施工成本。施工便道按永

久道路标准修建，预留面层待场段内完工后施工；具备

条件部位直接修建永久围墙，代替临时围档；按永久排

水系统组织排水，减少临时水沟，防止内涝；利用已完

工的综合管廊、管沟敷设临时用电、用水系统；在非施

工区域提前建设永久绿化，达到节约成本、符合安全文

明施工要求的效果。

6　接口管理

车辆基地是一项涉及的专业多、关系复杂、技术难

度大的系统工程，有赖于各专业、各系统的相互配合。

为了使各专业、系统紧密结合，有效联系并发挥各部分

的功能，使施工有序、杜绝返工重做，达到整个工程安

全、可靠、经济的目标，需认真做好接口的管理工作。

首先根据各专业特点，合理划分接口界面，明确各专业

施工内容，尽量做到不重、不漏；其次积极采用 BIM 技

术对孔洞预留、管线布置及重难点部位可建性进行建模，

实现可视化预览分析，以优化方案，提高可行性；再次

根据各专业间的接口关系，按施工顺序对各接口进行时

间和空间的分解，合理确定不同专业、不同工序的施工

时间；同时，成立接口管理协调小组，定期召开协调会

解决存在的问题。另外，车辆、工艺设备、电梯等专业

一般招标较晚，接口提资也晚。除了尽早招标稳定方案

外，也可采取先明确设备规格进行施工，后期招标按既

定规格完成采购，避免现场施工后，后期再拆改施工而

造成的经济损失。

7　安全管理

车辆基地安全管理应严格按照分级管控原则进行风

险管理。按照风险清单建立、辨识、踏勘评审、清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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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专项方案编制、组织专家论证、开工前安全条件验

收、实施过程跟踪管理、核销的流程开展风险源管理工

作。除对超规模的深基坑开挖与支护、高大模板工程及

支撑体系、钢管脚手架工程、钢结构安装工程、人工挖

孔桩等工序按危大工程进行管理，编制专项方案进行专

家评审外，临近建构筑物的施工降水、塔吊安装与拆卸

等风险较大工序，应参照危大工程进行管理。对于支架

搭拆、登高作业、群塔及吊装作业、钢网架安装、管道

高处安装等事故发生频率较高的工序，需引起足够重视。

通过“远程监控系统”“实名制管理系统”等智慧工地系

统，实现对现场的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并制止违章行为。

通过对违章单位、违章行为的大数据分析，针对性的采

取管控措施，规范现场临边、洞口、通道防护，加大作

业面安全管理人员的配备数量，强化建设过程中的安全

管理，确保安全措施到位，管理人员到位，盯控落实到

位，减少事故发生。另外，车辆基地施工高峰期工人可

达到千人以上，大量作业工人的安全管理同样面临挑战。

8　质量管理

无规矩不成方圆，质量管理首先需建立质量管理体

系，设置必要的管理机构，配备必要设备和人员，明确

责任制度。同时，抓住车辆基地的施工特点，建立适用

本工程的质量体系，坚持以 PDCA 循环管理的基本方法，

有效发挥质量管理的作用。

8.1 车辆基地工程量大、结构单元划分多、专业多、

质量要求高，质量管理存在一定难度。根据某地下车辆

基地缺陷问题统计，按照专业划分土建、装饰装修及给

排水专业问题占比达 57%，按照问题种类划分施工遗漏、

施工工艺不达标、结构渗漏问题占比达 88%。为确保施

工质量，减少施工缺陷，需在原材料检验、材料进场验

收、施工过程旁站、工序验收等多个环节建立质量标准，

强化质量管控。

8.2 强化材料验收和检测。材料进场验收并见证取样

检测合格后使用，确保工程使用的材料符合设计要求。

完工后及时进行混凝土强度及抗渗试验、管道吹扫打压

试验、电气绝缘及接地测试、弱电系统的功能测试等检

测工作，及早暴露并消除问题。采用 BIM、GPS 等技术手

段，可视化预览完工后效果，准确把握设计意图，现场

精确定位实施。针对大体积混凝土浇筑、预留预埋、质

量通病治理、细部收口等方面还需建立针对性的管理措

施，确保质量合格、工艺达标。

8.3 加强成品保护。墙面面层、地面面层等工序，应

待该区域大部分施工作业完成后再安排施工收口工序；

对现场进行区域划分并进行明显标记，分区施工，留出

施工通道和作业空间，减少交叉；增强保护意识，后续

工序应注意对先期施工的工程进行成品保护，造成破坏的

应及时修复。建立缺陷台账，制定消缺计划，落实整改措

施，加强督促与检查，确保运营前功能完整、质量达标、

缺陷整改率达到90%以上（安全问题全部整改完成）。

9　结束语

车辆基地建设是多专业、施工组织繁琐的系统工程，

需要建设者厘清思路、做好建设时序安排、抓住管控重

点，才能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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