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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地铁站台屏蔽门除了保障了列车、乘客进出站时的

绝对安全之外，地铁站台安装屏蔽门还为乘客提供舒适

的候车环境，具有节能、安全、环保、美观等功能。但

地铁已开通运营四十多年，现在许多地铁客流量远超原

有设计容量，且安全事故频发，台槽形板结构破损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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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地铁正常运营的安全造成及大的隐患，该线路为繁忙

线路，所以采取不中断运营方式对站台槽形板进行加固，

因此只能在对地铁运营结束三轨停电后至凌晨三轨通电

前的短短 3 个小时内对车站站台板加固，同时也对屏蔽

门的安全性、可靠性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1.工程概况

北京地铁 2 号线，全线共设 18 座车站，车站建筑建

于上世纪 70~80 年代，车站站台槽形板结构破损严重。

该线路为繁忙线路，采取不中断运营方式对站台槽形板

进行加固，因此只能在对地铁运营结束三轨停电后至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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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三轨通电前的短短 3 个小时内对车站站台板加固。

图1　北京地铁2号线线路图

图2　站台槽形板结构三维示意

图3　站台槽形板结构三维示意图

2.创新及改进思路

（1）采用具有早强、高强、微膨胀性、自流性高、

初凝时间短、满足快速成型的 CGM-2 豆石型水泥基灌浆

新型材料作为加固材料，该材料为预拌混合料，现场只

需按水料质量比加水调配灌浆料，满足快速施工的要求。

（2）在浇筑完成后，再用高位漏斗进行加压，排出

站台板下与新浇筑水泥基灌浆料间的空气，排气完成以

排气孔不再有明显气泡冒出为准，从而保证站台板下与

新浇筑水泥基灌浆料的密实度满足要求；

3.站台加固改进工艺研究

3.1 车站施工作业点登记，对作业范围进行封锁

根据施工请点批复点，按规定时间到对应车站登记，

并对作业范围内用警示灯进行封锁，两端设置安全防护

人员，管理带班人员到场后，方可进行施工作业。

3.2 施工准备

根据屏蔽门平面布置图，确定屏蔽门螺栓孔位置，

划定站台板加固范围和钻孔位置。

3.3 板下凿毛刷界面剂

（1）用錾子凿毛站台板下表面，形成下表面凹凸差

≥ 4mm 的粗糙面；

（2）在站台板下表面刷一层界面剂，使灌浆料与旧

混凝土结合密实，保证新浇筑的灌浆料与既有结构形成

一个整体。

3.4 取直径 90mm 浇筑孔及排气孔

根据划线位置，用水钻取孔径为90mm的灌浆孔、排

气孔各一个，排气孔位置距站台板边缘30cm处，浇注孔

位置距站台板边缘77cm处，钻孔完成后，立即用直径为

150mm的钢板防护盖板防护，确保第二天运营乘客安全。

3.5 架设钢筋网片

钢筋网片通过混凝土垫块先放置于槽形板板下圈梁

上，后期通过支的钢模板使钢筋网片成稳定状态。

3.6 底模板及侧模安装及固定

将加工好的钢模板用化学锚栓将刷有防锈涂料的角

钢支架固定在圈梁上，支架与底模用螺栓连接固定，侧

模与底钢模板用连接螺栓连接，接缝处用膨胀水泥或密

封胶封堵，达到整体钢模板不漏水的程度。

3.7 拌制灌浆料

（1）水泥基灌浆料和水按质量比 10：1 的比例标准

进行混合搅拌；用电子台秤称量，确保灌浆料质量；

（2）采用 YT120S 便携式搅拌机搅拌时间 2 分钟；

（3）拌制好的灌浆料必须在 20min 以内浇筑；

（4）严禁在灌浆料中掺入任何外加剂、外掺料；

（5）拌和好后对水泥基灌浆料的性能进行检查，如

流动性等性能的检测，检测合格后才可进行下道工序；

（6）随机选取搅拌好水泥基灌浆料做试模，做同养

试块，检测水泥基灌浆料强度。

3.8 浇筑灌浆料

（1）使用定型设计的浇筑槽浇筑灌浆料；

（2）浇筑灌浆料时，从站台一侧浇筑，直至轨道另

一侧溢出为止；

图4　利用浇筑槽浇筑示意图

（3）轨道侧有水泥基灌浆料溢出时，停止浇筑，在

排气口安装高位漏斗，浇注水泥基灌浆料，进行反方向

挤压，排出空气，直至排气管中没有明显的气泡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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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停留保持加压 2min，并观察加压漏斗中的水泥基灌浆

料位置是否能保持不变，如果不变，表面加压完成，反

正，则继续加压并分析原因，确保新增水泥基灌浆料与

既有结构密实；

（4）灌浆必须连续，不能间断，必须在 20min 内完

成浇筑。

图5　高位漏斗对水泥基灌浆料加压示意图

3.9 站台板恢复

利用既有钻孔出来的装修大理石进行恢复，圆孔周

围并用水泥密封。

3.10 清场确认、销点解除线路封锁

施工完成后，由班组长先进行清场检查，确认现场

无遗留工具、材料，清场安全后，再由现场带班管理人

员再次现场确认，确认安全后通知两端防护人员将安全

警示灯撤出，再去车站进行销点，解除线路封锁。

4.实施效果

4.1 时间效益

表1　时间效益比较表

序号 项目 自流平混凝土加固法 水泥基灌浆料加固法

1 方案类型 实用、经济性 新材料、科学型

2 方案描叙

在搅拌站将自密实混

凝土搅拌好，通过混

凝土运输车运至车站

进行浇筑。

水 泥 基 灌 浆 料 为 袋

装， 只 需 按 比 例 加

水， 直 接 施 工 现 场

搅拌均匀便可浇筑，

方 便 快 捷， 施 工 工

序简单。

3
加固质量

比较

因地铁站较深，施

工作业时间短，如

果用自密实混凝土，

在站内长距离运输，

极易发生混凝土离

析现象，加固质量

难以保证。

水泥基灌浆料为新型

材料，可直接在现场

进 行 搅 拌， 流 动 性

好、早强、高强等优

点，满足现场加固质

量要求。

4 工期比较 35 天 27 天

4.2 经济效益

经成本核算，其中，每站作业人数30人，人工单价

220元/工日，按照上述经济效益计算，相比自流平混凝土

加固法，每站可节约8天，该线路的前门站、北京站、建

国门站等18座车站可节约成本：30*220*30*8=950400元。

4.3 优化后效果图

图6　站台槽形板加固完成照

5.结论

该工法成功应用于北京地铁 2 号线的前门站、北京

站、建国门站等 18 座车站，平均每站用时 27 天，提前 1

个月完成业主工期节点目标，站台板加固密实度检测合

格率 100%。经济成本节约 95.044 万元。课题组以新型材

料灌浆料及浇筑完成后进行反压为关键技术的施工工法

编写成《运营地铁车站加装屏蔽门工程槽形板站台加固

施工工法》，同时为水泥基 CGM-2 灌浆料新型材料的推

广应用起到积极作用，为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发展

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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