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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路基施工技术及防护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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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铁路运输作为大型物资、设备以及人员输送的重要运输方式，铁路运输行业也呈快速发展趋势。随着

铁路运输速度增快、班次增加，铁路的安全性则受到了更加严格的把控，以保障铁路高速安全地工作。本文对于铁路路基施工技术、施工

工艺以及对其防护措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突出其对保障铁路运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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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鉴于铁路路基的施工和防护对于铁路运输安全性的重要性，文

章首先明确了铁路路基的基本用途以及他的特点。其次，文章提出

了铁路路基施工的标准和要求，并分析了目前铁路路基施工技术和

施工工艺的特点和要点。最后，文章提出了铁路路基的防护措施，

通过这几个方面分析施工技术的特点和注意事项，减少施工造成的

铁路运营威胁和干扰。 

2、铁路路基的作用 

铁路路基是列车下承轨道的基础，是经过开挖或填筑而形成的

土工构筑物，主要承受着轨道和列车的荷载，并将这些荷载向地基

深处传递扩散，与隧道、桥涵和轨道组成铁路线路的主体，提供列

车运营的必要条件。因此，一条铁路线是否能够安全、稳定地运行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铁路路基的坚固性和耐久性。不仅如此，铁路路

基的质量还与该铁路上能所能承载列车以及列车上载货总重量息

息相关。因此，质量优秀的铁路路基不仅仅保障该线路列车的正常

运行，还能够提高运输效率。 

3、铁路路基的技术标准 

3.1 路基面的宽度 

通常来说，路基面的宽度直观影响铁路的占地面积和铁路路基

整个工程的造价。我国铁路行业规范对各等级单线铁路、双线铁路

都有明确的标准：对于标准直线地段来说，单线铁路路基面宽度取

值范围为 7.0～8.8 米，双线铁路路基面宽度取值范围为 11.2～13.8

米；双线铁路的线间距应在 4.0～5.0 米。而曲线路段的路基宽度需

要根据线路等级、设计速度、曲线半径等来确定。 

3.2 铁路路基的边坡坡度 

铁路路基承受的是铁路轨道和列车重量，因此铁路路基的稳定

性直接影响的是铁路路线运行的稳定性，其重要性则是不言而喻。

而铁路路基的稳定性和边坡坡度的大小有着密切的联系，铁路路基

边坡一般要求每级边坡不大于 10 米，边坡坡率一般取 1：1.5，具

体情况还要根据铁路路基的边坡坡度与列车荷载、边坡的高度、填

料或岩土力学参数、地基工程条件等确定。 

4、铁路路基施工要点和施工工艺 

4.1 土工试验 

路基工程施工前，对选用取土场和路堑挖方地段及路堤填料料

源进行土工试验，确定填料品种、类别、土工技术指标等，并将所

得数据与设计要求值、施工规范允许值进行比较，得出填料的最佳

含水量、最大干密度、容度等的各项指标。 

4.2 路基试验段施工 

路基填筑前首先针对所选取填料，择具有代表性的施工段落作

为填筑工艺性试验段，编制填筑工艺性试验方案，试验段长度不小

于 100 米。通过工艺性对比试验，确定最合理的松铺厚度、压实厚

度、最佳的机械组合、合理的机械走行速度、最经济的压实遍数、

最佳含水量、合理的分段长度以及最适合恰当的施工控制方法，依

此得到的施工工艺参数来指导后续路基填筑的大面积施工。 

4.3 路基排水和地基处理 

铁路路基在填筑之前应该要按照施工的设计和规范要求处理

原地面，做好现场的排水问题，因为路基的排水问题不仅会给现场

施工造成很大的困扰,一旦处理不但还将给工后路基沉降的控制造

成隐患。铁路路基所经地区地质均有所不同，常出现软土地基、膨

胀土地基、岩溶空洞地基或湿陷性黄土地基等不良地质。我们根据

地质条件和环境条件、施工工期和荷载大小选择不同的地基处理方

式，对于 3 米以内的处理深度一般选择换填处理、垫层或压实等浅

表处理措施，对于 3 米以上的处理深度一般选择竖向排水体、粒料

桩、加固土桩或 CFG 桩。排水和地基处理施工的质量直接决定着

铁路线路的施工质量，对铁路运营安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4.4 铁路路基的开挖和填筑 

路基的开挖根据地质情况、土石比例、工程量、段落长度、断

面宽度和施工环境的不同选择有针对性的开挖方法，路基开挖方法

分机械开挖、爆破开挖和静态破碎开挖等，开挖方法的选择在能够

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应同时尽量做到方便施工、有利于

工期、开挖工程量小、经济性好、有利于维护边坡完整和稳定性。 

铁路工程路基填筑施工需严格按照“三阶段、四区段、八流程”

的施工工艺组织施工，填土作业区段划分原则是保证施工互不干

扰。路基直线地段按照先两侧后中间，先慢后快，先静压后振动的

顺序进行施工；曲线地段按照从曲线内侧向外侧，先慢后快，先静

压后振动的顺序进行施工，碾压速度控制在 3～4km/h，。施工中加

强含水率的控制，避免出现弹簧土现象。填土较高路堤增设土工格

栅，从而减少路基不均匀沉降而造成的变形风险。 

5、铁路路基的防护措施 

5.1 铁路路基坡面的防护措施 

对于铁路路基坡面的防护，一般根据线路等级、边坡岩土条件、

风化情况、边坡高度、边坡坡度、地区降雨情况和气候条件等来确

定。对于 3 米以下边坡常选用植物防护或空心砖内客土植草护坡防

护，3 米以上边坡高度一般选用骨架护坡、锚杆框架梁客土植草护

坡、实体式护墙防护及喷混植生防护，当路堤边坡高度大于 3 米时

还需进行土工材料加筋防护。 

5.1.1 植物防护 

植物防护是由坡面种植灌木和草，灌草结合，必要时辅以横向

排水槽的结构。横向排水槽每 10~15 米设置一道，采用混凝土或浆

砌片石砌筑而成。植物选择根据地方气候、施工季节、土质和适用

性确定，选择成活率高、生长速度快、根系发达、叶茂茎矮的多年

生草本植物和木本植物。种植土不满足植物生长要求时需进行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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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或增加肥料改良。植物防护施工方法为清理坡面后坡面覆土，均

匀撒布草籽然后覆盖无纺布养护，注意施肥洒水确保植物成长。 

5.1.2 骨架植物防护 

骨架植物防护常用骨架有预制混凝土空心砖、截水骨架、或框

格梁，骨架分为人字形、拱形、菱形骨架，框格梁分方形和菱形，

骨架和框格梁根据地区铁路等级、材料情况和经济性分为浆砌片石

骨架或混凝土骨架。空心砖客土植物防护在铺设空心砖后即可回填

种植土、撒播草籽。骨架护坡施工工艺为：布置骨架位置→开槽→

施工基础→浇筑主、次骨架→施工镶边→植物防护。 

5.1.3 土工加筋防护 

铁路工程为有效加强路基边坡的稳定性，大量采用在路基边坡

一定宽度范围采用加筋的设计。铁路路堤边坡高度大于 5 米采用加

筋防护，加筋材料一般选用土工格栅。加筋除了加强路基边坡外，

在施工过程中还可以起到控制填层厚度的作用,所以加筋材料质量

和按设计位置加筋是质量控制的重点。土工格栅要求铺设材料幅宽

不小于 3 米，垂直层铺间距为 60cm，纵向搭接长度不小于 20cm。

施工前确保土工格栅下承层路基表面平整、密实，将格栅与路基面

密贴布置，抗拉强度较高的方向垂直于铁路线路方向铺设。采用自

制卡钉将土工格栅与路基面间固定，格栅铺设完毕后及时铺设填料

施工，避免加筋材料长时间暴晒老化而影响使用功能。 

5.2 加强冲刷地基的防护 

由于邻近河滩、河流岸边的铁路路基，常年会受到季节性的涨

水影响；在南方地区，铁路路基常常会受到强暴雨或是内涝等问题。

雨水及水流的冲刷会对铁路路基造成十分严重的危害。因而，我们

需要加强易受到流水冲刷的地基的防护工作。对于水流比较平稳、

冲刷不算太严重的地区，可以采用“抛石”防护的方法；对于不受

主河流冲刷的坡面则可以采用“干砌石护坡”方式；在峡谷地段、

水流湍急的地区，可以采用“挡水墙”或挡水围堰的方式对铁路路

基的坡面进行防护。 

5.3 风沙防护措施 

铁路路基由于常年暴露在自然环境中，因而时常受到风沙的侵

袭，所以，在加强流水冲刷防护之外，还应该加强对风沙的防护。

例如：建立防护林、通过植被的吸收等等，相关施工团队则需要根

据不同地方受风沙影响的程度，采用不同的风沙防护措施。 

6、结束语 

铁路运输行业作为我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的重要组成部分，铁路

路基和防护措施施工的质量和建设水平直接影响到铁路的安全运

营和社会经济建设的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基于此，本文

针对铁路路基的施工和防护的具体情况做了几点分析，后续在施工

中加强铁路路基施工技术管理，为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驾护

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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