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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目前，由于全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的

建设，而地铁是城市公共交通运输的一种形式，越来越

多的人离不开这个快速便捷的交通工具，当我们选择地

铁做为交通工具去往目的地时，并不是只乘坐一条地铁

线，往往需要通过换乘其他地铁线才能到达目的地。而

如今存在一些工程实例：原有的车站由于前期规划的失

误导致了预留的通道换乘方案难以满足建设需求，故须

对已有的地下结构进行改造。戴玮 [1] 以实际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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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了地下结构拆改加固中的施工技术与方法的优

缺点，并对原外墙与抗侧力墙组成的结构体系进行了计

算与分析，为类似工程项目施工作业提供解决方案；赵

永强 [2] 结合上海某典型案例，通过合理规划既有地下结

构承载力改造及地下障碍物的处理方案，在对周边扰动

最小的条件下，完成了地下室的扩建，为地下工程改建

提供了新的技术方向；宋丽妹 [3] 结合上海江浦路越江隧

道与上海杨浦区丹东泵站排水系统改造工程这两个相邻

工程，介绍了不同项目相邻基坑同坑与分坑方案的分析

比选，探讨了两相邻地下工程基坑围护结构设计方案；

鲁昂 [4] 等对地下室抗浮水位的确定、抗浮失效类型及相

应结构措施予以梳理。同时针对设计中稳定安全系数、

抗力分项系数等规范规定不统一的计算参数予以整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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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设计建议；崇峻 [5] 等依据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理论，

对构筑物的抗浮可靠度进行了分析，并将结果换算成相

应的抗浮安全系数。研究表明：采用单一安全系数法难

以准确反映构筑物抗浮稳定性的实际状态；对只受重力

荷载和浮托力作用的构筑物，采用可靠度分析方法可以

较为准确地反应构筑物抗浮稳定性的实际状况。

综上可知，在保证地铁运营安全的条件下，将地下

结构相关的破除方法运用于大型地铁车站改造中，以及

将抗浮稳定性纳入总体研究中较少，因此本文将依托深

圳市黄木岗七号线改造工程，对其侧墙、顶板拆除方式

进行分析介绍，突出其在现代大型地铁车站改造中的应

用优越性。

1　工程概况

深圳地铁黄木岗交通枢纽工程位于福田区笋岗西路

与华富路交叉处，黄木岗枢纽建成后，将实现 7 号线、

14 号线及 24 号线三线换乘。既有 7 号线黄木岗站，自身

建设时受黄木岗立交桥影响两端宽、中间窄，其使用功

能和舒适程度有一定影响；同时 7 号线车站前期规划时

未预留与 14 号线全面换乘条件，为实现三线高效换乘，

需对既有 7 号线进行改造。侧墙、顶板拆除：既有七号

线已经在运营中，而 14 号线、24 号线还未开通。而黄木

岗枢纽改造，就是为了实现 7 号线、14 号线及 24 号线三

线换乘。因此，将会对既有的建筑物进行拆除，以“打

通”换乘的通道。在拆除过程中，要保证七号线的安全

运营的前提下，提高施工进度与经济效益。

基于此背景，标准地铁站在不中断运营的情况下，

结合数值模拟寻求一套地铁车站换乘改造的设计方案与

施工方法，其成果将对未来的国内外地铁改造具有借鉴

意义。

图1　深圳市地铁黄木岗交通枢纽图

2　地下车站改造

2.1 侧墙拆除

围护与侧墙连接新建与既有结构，为了保障既有结

构的结构完整性和承载能力，侧墙拆除必须遵循扰动小、

污染低、影响小的原则，所以拆除不能采用大面积、整

块的拆除方式。应采用小区域、逐步拆除的拆除方式。

但小区域逐步拆除施工方式效率较低，大大浪费产能，

且工期较长，经济效益不高。为提高产能和经济效益，

可通过适当缩小拆除区域，按照一定间隔，多区域同时拆

除的方式，即加快施工效率，也不会对结构产生过大影响

扰动。跳仓拆除是基于地下结构跳仓浇筑施工启发的逆向

拆除作业方式。其主要原理为通过减少拆除区域降低拆除

区域对整体结构和承载能力的影响，再通过一定间隔距离

的仓室，降低相邻拆除区域的相互影响，从而实现多区域

的同步拆除作业，以达到保障安全下的快速拆除作业。

跳仓施工一般分为多序施工，每一序都采用多区域

间隔跳仓拆除。其中第一序拆除为小仓室拆除，至上而

下分层拆除至结构底部，在自下而上浇筑原本设计的永

久结构柱，已实现初步连接两边结构和承载作用，为后

续大仓室拆除做铺垫。第二序拆除一般贴近第一序拆除

施工，分布为左右两侧，仓室大小可视施工情况而适当

增大，施作顺序依旧为至上而下拆除、之下而上浇筑。

由于永久柱的建立和叠合梁连接两侧结构，致使结构基

本稳定，因此第三、第四等序施工可再次增大仓室进行

拆除，完成正个侧墙的拆除施工。

2.1.1 仓室拆除工序及方法

仓室拆除顺序因遵循至上而下，从左至右（从右至

左）的单向拆除方式，且单块拆除混凝土大小不宜过大，

为降低结构扰动和便于运输，单块混凝土的重量在 1-2t

最佳。仓室拆除采用人工手持风镐破除，主体侧墙拆除

采用金刚石绳锯切割及高压水射流破碎法（保留钢筋部

位）进行施工。现场分仓分块图，如图 2 所示。其具体

流程如下：

（1）自上而下分仓采用金刚石薄壁钻机 φ50 水钻对

需要拆除范围的既有车站主体结构侧墙四周钻芯取孔作

为穿绳孔；

（2）在相邻孔内套穿金刚石绳锯链条，利用动力装

置拉动绳锯切割混凝土；

（3）为确保新建结构与车站各层板有效连接，按设

计要求，需保留板墙支座钢筋，该部位采用高压水射流

拆除，进行修边；

图2　现场分仓分块图



48

科研管理
2022年4卷13期

相对于传统的地下结构破除方式来讲，本次对侧墙

切块工艺采用的是先钻孔、再绳锯切割、后水刀清理的

步骤，可快速的对目标区域进行切除，同时也保障了切

块的精准，减少的对剩余墙体的影响；对墙体切块采用

多层次、多分区的切割步骤，将切割区域分为多个小块，

由上至下的切除。既减少了对墙体的扰动影响，又可使

切割下的混凝土块便于运输；跳仓作业，可多工区同时

施工，加快施工效率。侧墙切除采用间隔式跳仓拆除，

可间隔一定安全距离下，在多个工区下同时进行侧墙拆

除作业。该方法保障了各个作业区域下施工互不影响，

对结构整体的影响也较小，加快了施工效率。

2.2 顶板拆除

支架防护措施完善后，利用新建结构顶板下方的预

埋钢板与 22 工字钢吊车梁进行焊接，作为顶板拆除吊

装、运输工具；吊车梁安装完成即可启动既有车站顶板

拆除施工，将金刚石绳锯切割机吊运至既有车站结构顶

板上方，按照先南北后中部的总体施工方向分批分块拆

除，吊车梁工作半径范围内的顶板切割尺寸为 1*0.5m，

重量约 1.4t，采用吊车梁进行吊装、运输；车道板范围

切割尺寸为 0.3*0.3m，重量约为 0.2t，采用电动葫芦吊

装、人工手持推车进行搬运；顶板拆除分块制定后在既

有结构顶板上方画线进行标识，根据分隔拆除大小利用

金刚石薄壁钻机取穿绳孔，采用金刚石绳锯进行切割，

切割完成后采用双布吊袋 + 吊梁 / 电动葫芦进行吊运。顶

板切割过程如图 3 所示。

在新建顶板下方预留的钢板焊接悬挂式吊车梁，利

用金刚石绳锯切割既有车站中部顶板，利用悬挂式吊车

水平运输，从新建顶板预留吊装孔吊出，在切割砼块下

方设置移动式支架，顶部挂设防护网作为防护措施，吊

运期间禁止人员进入。

图3　顶板切割示意图

2.2.1 顶板拆除顺序

既有顶板拆除顺序遵循由南北两侧向中部双向拆除

方式，且单块拆除混凝土大小不宜过大，为降低结构扰

动和便于运输，单块混凝土的重量在 1-2t 最佳。拆除顺

序示意图，如图 4 所示。

图4　南北两侧向中部双向拆除示意图

中区顶板拆除采用金刚石绳锯切割进行施工，如图

5 所示。其具体流程如下：

（1）南北两侧向中部拆除采用金刚石薄壁钻机 φ50

水钻对需要拆除范围的既有车站主体结构顶板四周钻芯

取孔作为穿绳孔；

（2）在相邻孔内套穿金刚石绳锯链条，利用动力装

置拉动绳锯切割混凝土。

图5　顶板局部切割示意图

3　结论

通过深圳市黄木岗七号线的改造，对其顶板以及侧

墙的拆除进行了详细的综述，得到以下结论：

（1）相对于传统的地下结构破除方式来讲，本次对

侧墙切块工艺采用的是先钻孔、再绳锯切割、后水刀清

理的步骤，可快速的对目标区域进行切除，同时也保障

了切块的精准，减少的对剩余墙体的影响；

（2）分块式拆除，可最大限度减少对结构扰动影响。

对顶板切块采用多分区的切割步骤，将切割区域分为多

个小块，南北向中区依次切除。既减少了对顶板的扰动

影响，又可使切割下的混凝土块便于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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