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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段规划设计及施工组织的几点思考

陈小曼 陈 彦 孙小虎

甘肃铁科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甘肃兰州 730000

摘 要：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段（停车场）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地铁、城市轻轨）中对车辆进行运营管理、

停放及维修、保养的场所，也是场段工作人员的办公及生活场所等。车辆段工程具有占地面积大、涉及专业

系统多（参建单位多）、工程量大、施工组织难度大、交叉作业多、专业接口关系复杂等特点，需要科学合

理地统筹安排施工。结合近几年参与建设的同类工程存在的规划设计、施工组织、施工过程管理等方面的问

题，笔者就如何做好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段建设提出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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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thoughts on the plann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depot
Xiaoman Chen Yan Chen Xiaohu Sun

Gansu Tiek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 LTD. Gansu Lanzhou 730000

Abstract: Urban rail transit depots (parking lots) are places where vehicles in urban rail transit systems (subways,

urban light rails) are managed, parked, maintained, and repaired, as well as workplaces and living places for depot

staff. Depot 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characterized by large land occupation, involvement of multiple professional

systems (with multiple participating units), large construction volume, complex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frequent cross operations, and complicated professional interfaces, requiring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coordin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problems in planning and design,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 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management of similar projects participated in recent years, the author

presents some thoughts on how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rail transit de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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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辆段施工存在的常见问题

车辆段一般涵盖站场路基、房屋建筑及装饰装

修、钢结构（网架）、轨道、给排水及消防、低压配

电与照明、通风空调与采暖、绿化景观、通信与信

号、综合监控系统、供电（接触网）及工艺设备安

装等工程，所涉及的专业系统较多，从而在施工过

程中必定产生大量的接口工程，该类工程对承包商

整体策划、综合管理及协调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加上设计、施工策划及过程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往

往会出现安全质量不可控、总体进度失控、设计变

更多、大量窝工或返工等现象。以下是车辆段施工

中常见的几类问题及原因分析。

1.1 各专业施工图设计存在差错漏碰现象。由于

车辆段工程所涉及的专业较多，如果在施工图设计

阶段不进行充分沟通并对关键接口设计文件进行全

面互审核对，往往会产生接口位置或高程不一致、

预埋件位置偏差等问题，从而影响工程质量及施工

进展，情况严重时还会造成返工，从而造成施工投

入大量增加。

1.2 承包商施工策划及过程管理能力不足。车辆

段工程由于其涉及专业多、参建单位多、外部协调

工作量大的特点，其建设的重难点集中体现在对整

个施工全过程的工筹策划、组织协调和过程管理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B8%82%E8%BD%A8%E9%81%93%E4%BA%A4%E9%80%9A%E7%B3%BB%E7%BB%9F/6853691?fromModule=lemma_inlink


现代交通技术研究 4 卷 9期

ISSN:2661-3697(Prin);2661-3700(Online)

97

主要方面，尤其土建施工单位进场后必须组建与工

程实施相适应的专业管理团队，全面熟悉现场环境

及设计图纸，尽早对项目实施进行全面策划，主要

包括关键线路的确定及实施、资源的合理配置、进

度节点的保证措施、过程安全质量管控措施、工作

面或场地移交、地盘管理等内容，加上施工过程中

各项措施的全面落实，确保整个项目施工过程的连

续性、有序性和均衡性。承包商施工策划及过程管

理能力不足往往会导致现场无序施工，从而增加安

全质量风险、总体进度不可控风险、各专业单位之

间矛盾风险 [1]。

1.3 专业工程深化设计深度不足。城市轨道交通

车辆段及停车场运用库屋面工程一般采用钢网架结

构，正式施工前必须进行钢网架深化设计，深化详

图作为结构设计与构件加工制作的联系桥梁，为钢

结构加工制作厂和现场施工安装单位提供构件加工

和安装必要的依据。专业工程深化设计深度不足往

往会造成现场安装精度不足，安装质量不符合标准

规范要求，同时还可能会导致安全事故并造成经济

损失，从而影响工程进度。

1.4 地盘管理不到位导致安全责任不清。车辆段

施工过程涉及专业系统较多，各专业施工单位进场

后由于地盘管理职责不清、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等

原因导致安全事件、安全事故的情况屡见不鲜，更

有甚者由于地盘管理责任划分不清导致的扯皮现象

时有发生，严重影响工程进展。

二、改进对策及措施分析

2.1 建设规划方面

由于大部分城市尤其大中型以上城市开发建设

用地不断减少，许多城市规划严格遵循“节约土地、

集约发展”的原则，而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段作为城

市公共交通体系的一部分，由于占地面积较大，综

合、高效开发利用的价值较高，深圳、北京、成都

等大中型城市在地铁车辆段上盖综合开发等方面做

了大量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因此，在建设规划阶段必须针对综合开发利用的空

间布局、交通规划、结构设计、消防设计、公共空

间景观等方面的一体化设计关键技术进行分析，充

分挖掘车辆段用地潜力、带动周边土地综合利用、

提升土地利用率及商业价值，使其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最大化。同时，当具备一体化开发建设条件的，

两者可以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不

具备条件的应预留后期开发条件及相应的接口 [2]。

2.2 施工图设计方面

2.2.1 加大对涉及接口工程的施工图纸的专业

审核和专业间互审力度，确保接口工程设计文件的

一致性；另外，设计、施工及监理单位应加强图纸

会审力度，发现问题应及时按程序报设计单位进行

书面答复；设计代表应加强对施工现场关键节点施

工过程的巡视，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

2.2.2 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加强专业工程深化

设计图纸的审核力度，确保钢结构构件的加工和安

装精度及质量。建筑设计和结构设计工程师应加强

对深化设计图进行全面检查和审核，尤其对深化后

的焊接标准、连接节点等关键部位及关键环节设计

质量进行审核；可采用 BIM 等先进技术对各专业接

口预留预埋、钢结构（网架）与通信及强弱电桥架

等构件位置进行三维模拟检查，确保钢结构（网架）

及其他附属构件安装质量。

2.3 施工组织及策划方面

鉴于车辆段工程具有占地面积大、涉及工程专

业多、单体建筑多、施工组织难度大、交叉施工多

等特点，在单位工程开工前必须对施工组织进行全

面、详细的设计和策划，确保施工过程中安全、质

量及进度总体可控、关键线路施工干扰因素少、工

序衔接良好、交叉施工作业少、避免不必要的窝工

及返工，应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2.3.1 管网工程施工应严格遵循“先地下后地上”

的原则。雨污水管网埋设、综合管廊、结构物及道

路基础换填等工作必须按顺序优先组织施工，尤其

雨污水管网及综合管廊工程必须在结构物、场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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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回填施工开始前完成施工，并组织做好隐蔽工

程验收工作，尽量避免在后续工序施工完成后再进

行破坏型施工，以免影响后续工程整体施工质量并

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另外，管网工程“先地下

后地上”的施工组织原则有利于为后续工序创造良

好的工作面和工作环境，有利于施工期间场区大面

积的雨污水排放。

另外，鉴于综合管廊施工的紧迫性和优先性，

建议管廊工程采用工厂化预制加现场安装方式进行

施工，不但可以提高管廊工程整体施工质量，还可

以加快前期工程施工进展，为后续工程有序推进奠

定基础。

2.3.2 围墙、绿化等工程施工应遵循“永临结合”

的原则。因城市轨道交通车辆段选址一般位于城市

近郊，因此建设过程中对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标

准化要求较高，具备施工条件的围墙、绿化等工程

应提前施工，避免先临时围挡再拆除后进行永久围

挡施工的重复投入。按设计需要进行永久性绿化施

工区段，在不影响其他工程施工的情况下可优先进

行施工，一方面可提高施工现场文明施工标准，另

一方面可通过提前施工提高绿植成活率及绿化质量。

另外，在不影响其他工程施工、便于组织施工的条

件下优先考虑在永久道路位置设置临时便道，并提

前组织道路工程基础部分施工，做到永临结合。

2.3.3 土方施工应坚持“绿色施工”原则。由于

车辆段占地面积较大，建设过程中往往会产生大量

的土方施工，由于车辆段一般靠近城市，文明施工

及大气污染防治要求较高，因此必须在施工过程中

坚持“绿色施工”，对施工过程中产生的裸土必须及

时进行覆盖或进行绿化处理。

2.3.4 场段内施工应坚持“分区施工”原则。施

工前应对临建工程、材料堆场及材料加工场等进行

系统规划，对场区施工工作面进行合理分区，从而

保证资源错峰投入、基础和上部结构搭接、土建和

设备安装及机电装修搭接的交叉流水施工的有序性，

继而确保实现工程建设目标。

2.4 施工过程管理方面

2.4.1 坚决执行地盘管理制度，划清安全管理责

任田。车辆段施工中，由于地盘管理责任不清导致

发生安全事故的情况屡见不鲜，发生安全事故后又

相互推诿。鉴于以上情况，在其他专业工程开工前，

建设单位应组织相关承包单位签订地盘管理协议，

明确地盘管理主责单位及各自管理责任和义务，存

在交叉施工时应签订安全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

全管理责任和义务。

2.4.2 加强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安全

管理。车辆段运用库等单体工程深基坑开挖支护、

主体结构满堂支架的搭设及拆除、钢网架结构吊装

施工等均属于危大工程安全管理范畴，必须严格执

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及建设单位关于危大工程安全

管理的相关规定，确保危大工程施工安全风险可控。

2.4.3 加强关键部位、关键工序施工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方面应重点关注站场地基处理质量、土方

回填质量、结构物混凝土质量、结构物关键部位防

水施工质量、钢结构安装质量及变形控制等，并做

好隐蔽工程质量验收及各阶段工程施工质量的验收

工作 [3]。

2.4.4 加强场地移交管理。由于车辆段涉及专业

较多，工序转换频繁，各专业建设工期衔接比较紧

凑，在完成上个专业工程施工后必须及时将场地移

交至后续专业施工，在场地移交时必须对成品保护、

缺陷维修、施工周期、地盘管理责任及义务等进行

书面明确，避免各专业承包人之间相互扯皮而影响

工程进展。

2.4.5 加强与其他专业系统施工承包商之间的

施工协调。在施工过程中，各单位在加强施工计划

组织，强化资源入场数量与时间的综合性管理的同

时，不但要加强各专业间接口配合与协调工作，而

且需要强化场地的管理规划工作，通过高效沟通协

调有效处理施工中存在的矛盾干扰问题，减轻由于

场地紧张而对施工产生的影响，保证工程项目顺利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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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束语

车辆段工程有其独特的特点，在建设过程中设

计单位必须做好用地长远规划、接口工程设计管理

和现场配合工作，施工单位必须做好施工策划和施

工组织，确定各子单位工程施工的优先顺序，建立

工程施工重难点清单并制定切实可行的组织措施、

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施工过程中务必加强同其他

专业施工单位的有效沟通，保证各专业工程的有序

均衡施工，从而顺利实现工程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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