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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铁路施工技术管理相关问题探讨

郝俊伟
国能朔黄铁路原平分公司 山西 忻州 原平 034200

摘� 要：在铁路建设及发展过程中，铁路施工安全及质量对于保证铁路输运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符合发展要

求，需要进一步提升铁路施工管理的水平。目前在施工技术管理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这就对有关铁路施工技术

管理提出了一定要求，要逐步改进管理中的不足，转换工作方式，让施工技术管理工作得到全方位落实，从而促使铁

路施工管理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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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铁路施工技术管理内容

铁路施工技术管理是指在铁路工程建设过程中，对

施工技术进行有效组织、协调和管理，以保证工程质

量、工期和安全等目标的实现。铁路施工技术管理包含

多个重要内容，以下是其中的几个方面：

（1）项目规划和设计：在铁路工程建设之前，需要
进行详细的项目规划和设计工作。这包括对铁路线路、

桥梁、隧道等各个工程部分进行合理规划和设计，确保

施工过程中的技术可行性和协调性。

（2）施工组织与资源管理：铁路施工在组织和资源
管理方面要求严谨和高效。施工组织设计要合理布置施

工队伍和设备，协调各个部门和工程分包商之间的工作

关系。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物资和设备的统一调度

和管理，确保施工过程的顺利进行。

（3）技术保障与质量控制：施工技术保障是指提供
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服务，以确保施工操作的准确性和高

效性。同时，质量控制是铁路施工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通过制定质量管理措施、检验与检测，来保证工程质量

符合要求。

（4）安全管理与风险防控：铁路施工过程中安全管
理是至关重要的。施工组织要建立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和

制度，加强安全培训和宣传教育，严格落实安全措施。同

时，风险防控工作要针对施工过程中的各种潜在风险，采

取相应的措施和预防控制措施，确保施工安全。

2 铁路施工技术管理的重要性

铁路施工技术管理在铁路工程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它不仅关系到铁路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还直

接影响到铁路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1）铁路施工技术管理是保证工程质量的必要条
件。在铁路工程建设中，影响工程质量的因素很多，包

括设计、施工、材料、环境等方面。而铁路施工技术管

理通过对施工过程的全面管理和控制，能够有效地消除

这些因素对工程质量的影响，从而确保工程质量的稳定

和可靠。

（2）铁路施工技术管理是提高工程效率的重要手
段。通过科学的铁路施工技术管理，可以合理安排施工

顺序和施工流程，优化施工方案和施工方法，从而提高

施工效率，缩短工期，降低成本。这不仅能够提高企业

的经济效益，还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

（3）铁路施工技术管理是保障施工安全的基本保
障。在铁路工程建设中，高空作业、交叉作业等危险作

业不可避免，而通过铁路施工技术管理，可以加强对施

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和控制，消除安全隐患，降低事故发

生的概率，保障施工人员的生命安全。

（4）铁路施工技术管理是推动技术进步的重要途
径。在铁路工程建设中，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

用是推动铁路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而通过铁路施工技

术管理，可以积极推广和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

料，从而提高施工效率和工程质量，推动铁路技术的进

步和发展。

3 铁路施工技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1  施工技术管理不严格
在铁路工程建设中，由于施工过程复杂、涉及面

广，容易出现管理不严格的问题。例如，施工过程中没

有严格执行施工技术规范和标准，导致工程质量不稳

定；施工方案和施工图纸没有得到严格审核和执行，导

致工程变更频繁；施工技术交底不到位，导致现场作业

人员对施工要求和标准不清楚；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检查

和验收不规范，导致工程质量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和处

理。这些问题都可能对铁路工程的质量和安全造成潜在

的威胁。

3.2  施工现场监管不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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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是铁路工程实施的关键环节，但由于各种

原因，施工现场监管可能存在不足。首先，施工现场监

管不严可能导致施工过程中的安全隐患。铁路施工涉及

危险性较高的工程作业，如高处作业、电气作业等，如

果监管不严，施工人员可能存在违规操作、安全防护设

施缺失等问题，增加事故发生的风险。其次，施工现场

监管不严可能影响施工进度和质量控制。在施工现场，

如果监管部门不及时跟进、检查和指导，施工方可能出

现违规操作、低效施工等情况，导致进度拖延和工程质

量下降。施工现场监管不严还可能导致资金管理和资源

利用不合理。监管部门未对施工现场的人员、材料和设

备进行有效监管，容易出现资源浪费和资金管理混乱的

问题，进一步影响项目的经济效益。

3.3  施工原材料管理缺失
由于缺乏有效的供应链管理和材料需求预测，施工

方常常面临着材料短缺或过剩的问题。这不仅会延误施

工进度，还可能导致施工过程中工期延长和成本增加。

其次，施工原材料管理缺失可能导致材料质量控制不到

位。在施工现场，一些不合格的施工材料可能被使用，

从而影响工程质量。如果没有严格的材料进场检验和材

料质量控制体系，难以保证施工材料的可靠性和符合工

程要求。施工原材料管理缺失还可能导致资金的浪费和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4]。在施工现场，如果没有有效的材

料收发登记和库存管理，可能导致过多材料的积压或浪

费，增加项目的成本。同时，由于缺乏对材料使用量的

精确估计和统计，也会导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

4 铁路施工技术的应用要点

以成段更换钢轨施工技术要求为例，成段更换钢轨

能够提高钢轨的稳定性，换轨中的施工技术要求如下。

4.1  作业前准备工作
(1)作业负责人现场调查待换钢轨状态、预卸新轨位

置、曲线加强设备、曲线要素，影响电务和供电设备情

况，确定更换起止位置、更换方向、滚筒和滚杠放置位

置、撞轨位置、位移 观测点位置、人员分工、人员和机

具上下道位置等。

(2)对轨下垫板进行认真检查，并在轨枕上用油漆进
行标记，换轨时按标记将垫板原位置恢复。

(3)对扣件、轨距杆等提前安排点油润滑，处理锈死
螺栓、轨距杆、地锚拉杆等，方正歪斜的轨枕。

(4)作业负责人根据施工地段具体条件，制定换铺施
工方案，组织召开施工预备会，按施工组织方案，进行

作业安排、控制重点布置、组织危险源辨识。

(5)对作业使用的各种量具、工机具和防护备品进行

检查核对，确认合格、有效，状态良好。

(6)施工前一日在车站进行施工预登记，施工当日天
窗点前在车站进行确认登记，车站值班员签认、下达命令

后，作业负责人确认防护体系建立好后方可上道作业。

4.2  作业中工作及技术要求
(1)严格执行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测量轨温制

度。将轨温表置于钢轨腹部，待换钢轨两端、中部各设

置1处轨温观测点，取其平均值作为实测轨温。
(2)根据新旧钢轨的相对位置，合理确定新轨拨轨的

开始位置，拆除新轨钉固设备，对新轨进行拨移对位。

(3)复紧换铺起止位置两端各50m线路扣件。
(4)按规定安设两横一纵回流线。
(5)分组拆除同一股钢轨的全部扣件及轨距杆、地锚

拉杆。

(6)根据提前确定的切割位置，对旧轨进行切割，拨
出旧轨，撤下旧胶垫，放入新胶垫。

(7)待始端新钢轨拨入后，对新钢轨始端50m范围进
行锁定，待新钢轨全部拨入完成后，按标记间隔15根轨
枕垫好滚筒滚杠，同时整理胶垫，安装扣件。

(8)终端入槽后，始端达到应力放散条件，始端逆向
放散 50m，松开扣件，垫好滚筒、滚杠。按照标记地点
设置撞轨器，按照每隔50~100m设置位移观测点，使用滚
筒结合拉伸配合撞轨法进行应力放散。当钢轨达到零应

力状态时，立即根据作业轨温，计算出达到设计锁定轨

温时的钢轨拉伸量，在观测点处做好标记。

(9)根据计算拉伸量锯配终端钢轨。
(10)安装终端拉伸器，根据需要实施拉伸作业，并同

步配合撞轨，当各观测点拉伸到位时停止撞轨和拉伸。

(11)当钢轨放散达到要求后，拉伸器保压，朝始端方
向逐步上紧扣件50~10m后，安装接头夹板，扭矩不低于
规定要求。在条件允许时进行接头焊接。

(12)终端锁定完毕，撤除拉伸器，全部撤除该股线路
滚筒、滚杠并恢复胶垫，先“隔二紧 一”上紧扣件，然

后全面锁定，按以上程序对另一股钢轨进行更换。

(13)安装接续线，撤除钢轨铜导线，恢复轨道电路。
(14)全面补齐并复紧扣件、整修接头，恢复轨距杆、

地锚拉杆，粘贴位移观测标签。

(15)切割换下旧轨，倒运至指定位置。
(16)全面检查各部几何尺寸及联结零配件，符合作业

验收标准。

(17)工务、电务、供电部门确认设备状态良好，达到
开通条件，签认开通。

(18)作业地段做好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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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作业后工作及技术要求
(1)清理现场，回收旧料。
(2)作业负责人对作业质量进行回检。
(3)组织人员、机具撤离，撤除防护体系，按规定设

置减速信号防护标志，通知驻站联络员在车站办理开通

手续，开通线路。

(4)作业负责人组织收工，清点工机具并入库，进行
班后总结。

4.4  作业完毕质量验收标准
(1)各种联结零配件应做到数量齐全有效、作用良

好，扭矩符合《普速铁路线路修理规则》第3.7.4条和第
3.7.9条规定。

(2)线路静态几何尺寸必须达到《普速铁路线路修理
规则》表 6.2.1作业验收标准。

(3)换轨地段放散要均匀，放散量要足够，最后锁定
轨温要准 。换轨后的锁定轨温应达 到设计锁定轨温士

5C，两股相差不超过5C。跨区间或全区间无缝线路相邻
单元轨节锁定轨温相差不超过5C，同一区间内单元轨条
的锁定轨温差不超过10C，各单元轨节应力应保持均匀。

(4)位移观测桩要埋设牢固、方正，位移观测标签要
粘贴齐全、清晰准确。

5 加强铁路施工技术管理的具体措施

5.1  明确分工，提高效率
加强铁路施工技术管理是确保施工安全和质量的重要

措施，建立健全施工技术管理制度，包括施工技术管理规

定、操作规程和质量标准等，明确责任分工和管理流程，

确保施工技术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积极引进先进的施

工技术和设备，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同时，对引进的技

术和设备进行合理的评估和选择，确保其适用性和经济

性。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和检查，确保施工过程的规范

性和安全性。建立健全施工质量控制体系，对施工质量进

行全程跟踪和检测，及时发现和处理质量问题，提高施工

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制定

相关的安全规定和措施，保证施工人员的安全和施工过程

的安全。加强对施工设备和工具的安全监测和检修，确保

施工过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5.2  将施工原材料和设备的质量进行控制
加强铁路施工技术管理的具体措施是对施工原材料

和设备的质量进行控制。与信誉良好、具备相关资质和

经验的供应商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定期

进行供应商评估。确保供应商能够提供符合标准和质量

要求的原材料和设备。制定施工原材料和设备的质量标

准，明确质量要求和检测指标。确保原材料和设备的质

量符合行业标准和项目需求。从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和

设备中进行抽样检验，进行质量评估和验证，确保其符

合质量标准和技术要求。强化质量监督和检测：加强对

施工原材料和设备的质量监督和检测，对进场材料和设

备进行验收检查、抽查和重点检测。对不符合质量要求

的材料和设备及时追责、整改或更换。对施工原材料和

设备的质量进行记录和追溯管理，包括进场验收记录、

检测报告、出货单等。确保施工过程中的材料和设备质

量可查、可追溯，为后期质量评估和追责提供依据。

5.3  施工过程中安全卡控
施工命令未下达前，施工人员禁止上道做准备工

作，对换轨机械进行一次仔细的检查，限高控制。开始

施工前，要按规定要求设置好防护，施工负责人检查确

认防护员到位、防护备品齐全，及时与驻站联络员沟通

时刻了解本线及邻线列车运行情况。施工负责人与供电

配合人员确认停电、地线挂好，在防护员的带领下作业

人员有序上道。施工过程中注意电动扳手，手抬钳、钢

轨切割机等工机具的使用，保证人身安全。现场作业人

员作业时必须按规定佩戴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服从施

工负责人的统一指挥。施工过程中现场负责人时刻与驻

站联络员保持联系，了解线路列车行进情况。施工前应

做好充分的现场调查和准备工作，应调查线路状况包

括：线路几何尺寸、曲线资料、隐蔽障碍物、光缆径

路、电缆径路、平过道等设备，对不能移动的设备进行

防护，务必保护好既有设备的安全。施工机械作业时，

对涉及接触网杆、接触网拉线、电务信号箱、调谐区、

过轨电缆等处，专人指挥，重点盯控。按规定挂设限速

牌等，并按要求进行更换和撤出。

结语：铁路施工安全及质量对于保证铁路输运具有

重要的意义，尤其是针对铁路工程施工技术的有效管理

将直接影响到工程质量，所以有必要加强其管理水平和

能力的提升，进而降低因为施工技术管理问题而对整个

社会和企业的影响，采取积极的对策来确保工程质量，

使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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