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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地铁5号线彭刘杨路站文物保护措施

李 刚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 湖北 武汉 430063

摘 要：结合武汉地铁5号线彭刘杨路站八卦井原址保护，为最大限度的保留八卦井的完整性，对车站轮廓进行
调整，对八卦井采用“四周围护，上吊下托”的保护措施。结果表明，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保证了八卦井的完整性，确

保了地铁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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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武汉地铁建设尽量避开文保

单位，如无法避开，需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地铁5号线
彭刘杨路站建设中，线路无法避开八卦井，需对八卦井

采取原址保护。调整车站轮廓，车站地下一层避开八卦

井；基坑施工中对八卦井采用“四周围护，上吊下托”

的保护措施。在武汉地铁5号线彭刘杨路站施工中，对八
卦井的保护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为类似的工程

提供参考。

1 工程概况

根据武汉市轨道交通5号线建设规划，5号线第九座
车站彭刘杨路车站即将开工建设，而八卦井位于彭刘杨

路车站主体轮廓之内，车站建设将对八卦井产生直接

影响。八卦井为武昌区文物保护单位，为确保八卦井在

车站建设中得到妥善保护，历史信息得以最大限度的保

留，并确保彭刘杨路车站建设顺利实施，要求对八卦井

进行原址保护。

1.1  彭刘杨路站基本情况
彭刘杨路站为地下两层岛式站台车站。车站总长

234.4m，标准宽21.3m。车站标准段结构型式采用双层单
柱双跨结构。车站分二层布置，地下一层为站厅层，地

下二层为站台层。车站主体结构采用明挖法施工，标准

段基坑宽度为21.3m；基坑平面呈长方形，主体基坑开挖
深度标准段约为18.0m，盾构下沉段约为19.7m。基坑面
积约4913.5m2。根据车站地质勘察报告，综合考虑车站站

址环境及周边规划情况，主体围护结构采用Ø1200mm钻
孔桩+内支撑的支护体系,主体基坑安全等级为一级[1]。

1.2  八卦井现状
八卦井井台、井壁均由青石砌筑，井台为两层，上

层井台高0.34米，上窄下宽，断面呈梯形，平面为方形，
顶面边长0.49米，中间井口为圆形，直径0.23米，井口可
见一处较清晰的取水井绳摩擦所产生凹痕；在上层井台

底部为第二层井台，井口同样为圆形，较上层井台井口

大，直径0.38米，井台周遭可见大量井绳摩擦所产生的深
凹痕。历经数百年变迁，现井内至今仍然水量充沛，水

位距离井台顶面约1.17米，井台顶面以下0.94米深处，井
壁开始扩大，实测井深约8.5米，井内水位线以上可见部
位均由青石砌筑。现八卦井整体保存完好。

1.3  彭刘杨路站车站与八卦井位置关系
八卦井位于车站主体基坑开挖范围内，井中心点

离车站主体结构外轮廓线约0.99m，距离车站北端头约
37.6m，八卦井井深范围位于车站大里程端设备区。井口
标高为31.2m，井底标高为22.7m，井深8.5m,井底距车站
站台层顶板为0.96m。

图1 彭刘杨路站车站与八卦井位置关系图

八卦井井深所在地层主要为（1-2）素填土层，井底
以下为（13-1）残积黏性土层。
2 保护措施

2.1  车站结构轮廓调整及支护设计
2.1.1  车站结构轮廓调整
由于八卦井位于车站主体轮廓范围内，若进行车站

线位调整将导致彭刘杨路站~司门口站区间下穿长江大桥
引桥桥桩的风险加大，故车站线位不调整，仅对八卦井

影响范围内的车站轮廓进行局部调整。

车站站厅层设备端局部内凹5.8m避开八卦井，同时
为避免车站主体基坑围护桩施工时对八卦井的扰动，基

坑局部外扩肥槽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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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车站基坑支护设计
因八卦井的原址保护是在车站主体基坑范围内，故

基坑的安全是八卦井安全的前置条件。在八卦井影响范

围处基坑深18.2m，基底位于20C-1强风化泥岩，支护结
构采用Ø1200@1500灌注桩+三道砼支撑，围护结构嵌入
深度为4.5m，进入（20c-1）强风化泥岩层。砼支撑尺寸
均为800x1000mm，间距6m左右，中间设临时立柱。

2.2  八卦井保护

八卦井井深范围的保护采取“四周围护，上吊下

托”的思路，即井深范围四周打设钢护筒围护，上下段

通过型钢与钢护筒可靠连接，所有竖向荷载通过周边设

置的四根钢格构柱承担。

材料：型钢及钢板均采用Q345B钢；钢护筒采用
Q235B钢板轧制，直径为3.0m的圆筒，分节长度2~3m，
壁厚为20mm。焊缝厚度均为10mm。

图2 钢护筒顶部布置平面图

图3 八卦井保护体系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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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施工步序
第一步：施做车站主体基坑围护桩、临时立柱桩。

井内灌干净细砂，置换出井内积水，防止施工时井壁侧

压导致坍塌。

第二步：打设钢护筒保护八卦井，施做立柱桩及格

构柱,施工主体基坑冠梁及首道砼支撑。
第三步：在首道砼支撑上设置砼支墩，支墩上搭设

工字钢，工字钢通过整体钢板与钢护筒可靠连接。

第四步：采用人工结合小型机械随主体基坑分层开

挖，架设主体基坑支撑，架设钢护筒中间定位型钢。

第五步：开挖到井底标高处，掏槽静力压入H型钢，
通过横梁与格构柱可靠连接。

第六步：开挖土体至主体基坑底，施工车站主体结

构，人工夯实填土回填至地面。然后通过泥浆置换出井

内细砂，并用净水稀释净化泥浆[2]。

2.2.2  井内排水灌沙
八卦井钢护筒打设前，清理井内杂物，在井底灌注

30~50cm混凝土封底。然后在井内灌干净细砂，置换出井
内积水，防止钢护筒打设过程中井壁侧压内外不均导致

坍塌。

2.2.3  钢护筒静力压入
根据八卦井处水文地质条件、钢套筒压入过程受力

及施工机械，确定钢护筒为直径3.0m的圆筒，分节长度
2~3m，壁厚为20mm，材质为Q235钢板轧制而成。八卦

井井深实测为8.5m，钢护筒顶部应高出井台0.3m，故钢
护筒总长8.8m。
钢护筒压入前内外壁涂刷减阻剂，打设采用静力压

桩工艺，严禁采用锤击法、振动法。钢护筒中心应与八

卦井中心重合，为保证钢套筒准确定位及垂直度，应采

用定位导向架准确定位。护筒压入过程应匀速、连续，

进尺遇到障碍时排除后进行。严格控制钢护筒垂直度，

控制入土深度，正确压至护筒设计标高。

2.2.4  钢立柱设置
在钢护筒四周打设4根钢立柱，通过型钢连接作为护

筒的竖向承载构件。钢立柱及缀板为Q345b钢，立柱选用
4L200X20等肢角钢、缀板为4-480x300x14。
立柱桩采用Ø1000钻孔灌注桩，自平整后的场地做

起，上部为空桩，内用净砂填充。钢立柱柱应与钻孔灌

注桩主筋进行可靠焊接，并进行整体吊放。

2.2.5  钢护筒顶部与钢立柱的连接
在钢立柱处的基坑首道砼支撑上设置400mm厚砼支

墩，其上预埋30mm钢板，作为竖向受力支撑点。然后
在钢护筒上铺盖2700x2700mm尺寸的钢盖板，钢盖板与
护筒围焊，同时护筒四周设18块加劲板与护筒及盖板焊
接。完成护筒与钢盖板的连接后，设置5根工40C工字
钢，间距400mm，与钢盖板及砼支墩上的预埋钢板满焊
连接。

图4 钢护筒上端连接剖面图

2.2.6  基坑开挖过程中钢护筒固定措施
钢护筒总高8.8m，基坑开挖过程中应采取措施保持

水平稳定。可随基坑开挖及时设置钢系梁固定钢护筒，

并与钢立柱焊接以形成整体，防止施工过程钢护筒的水

平扰动。沿护筒高竖向设置3道，间距不超过2m。

钢联系梁采用25c槽钢，辅以木楔固定钢护筒，联
系梁与钢立柱焊接连接，材质采用Q345B钢，焊缝均为
10mm。联系梁与钢立柱连接处，联系梁下设钢牛腿，钢
牛腿与立柱钢缀板焊接。

2.2.7  钢护筒底部与钢立柱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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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护筒底部封闭是保证筒内八卦井安全的重要一

步。首先根据设计标高，局部开挖托底横梁范围土方，

架设后与钢立柱可靠连接。然后采用人工掏槽在井底静

力塞入宽翼缘焊接H型工字钢，托底横梁作为H型钢的

支撑梁同时也作为插入时的导向架。施工时应“掏一塞

一”，禁止掏槽过大一次塞入多根型钢。H型钢翼缘板与
钢护筒四周围焊，并通过加劲板焊接加强。

图5 钢护筒下端连接平、剖面图

2.2.8  筒周打设眼孔
车站结构施工完成后回填覆土时，钢护筒及钢立柱

不拔除，钢护筒周边3米范围回填材料采用透水材料。
随着覆土回填逐步拆除固定钢护筒联系梁，割除伸出

地面部分钢护筒，并及时在钢护筒四周钻眼，孔眼间距

300x300mm，直径30mm，以便后期井内、外水力联通，
保证恢复后井内常年蓄水[3]。

2.2.9  施工监测
为确保施工期间围护结构、周边管线及建筑物、八

卦井保护体系的安全及正常使用，施工期间必须加强监

控量测，做到信息化施工。

3 施工效果

目前，彭刘杨路站已完成对八卦井的保护，武汉地铁

5号线已通车运营。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技术措施，
在整个车站及八卦井保护实施过程中，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保证了八卦井的完整性，确保了车站的顺利实施。

结束语：

1 地铁建设尽量避开文保单位，如无法避开，尽量采
用原址保护，最大限度的保留文物的历史信息。

2 调整车站轮廓，给文物保护足够的空间，确保文物
保留正常的功能。

3 在车站施工过程中，动态监测，动态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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