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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轨道施工技术要点与控制

徐彦朋
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山东 青岛 266114

摘 要：随着中国的发展越来越好，许多城市正在建设轨道交通，使轨道交通作为当地的交通的重要工具之一，

从而促进交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好地利用地下空间开发城市轨道交通项目可以充分利用闲置资源。提高地下空间

工程质量应采取更有效的施工设备维护模式。在城市轨道交通管理中，应明确现阶段需要优化的区域，保留较好的部

分，使地下交通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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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道路交通工程的建设需求逐渐增加。作为交通

运输的基础设施，城市道路的质量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

关注，并且高质量的城市道路也能够为交通运输的安全

性提供保障。轨道施工技术直接关系到城市轨道交通工

程投入运营后的使用安全，因此严格控制地铁轨道工程

施工质量，针对地铁轨道工程易出现的质量问题提前采

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加强轨道工程施工的过程控制，以

提高轨道施工质量。

1��城市轨道施工原理

城市轨道交通的结构和普通的铁路有一定的相似之

处，其中包含着钢轮钢轨、橡胶以及磁悬浮等，在目前

为止我国用于最多的轨道就是钢轮钢轨。一般情况下，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在建设之前，需要对实际施工场地进

行实地考察，明确道床区域的钢轨铺设，然后对钢轨铺

设之间的缝隙数据需要分析，并且考虑如何在安全的保

障下对于缝隙产生的原因和因素进行考察，这其中就经

常增加钢轨的长度，以此来保证为地铁的工程施工线路

做好铺垫。对于城市轨道交通当中的道床需要相关的技

术设备支持，而且工作的指标是要求质量高、使用生命

周期长以及相对稳定等[1]。

2��城市轨道交通的特点

2.1  城市轨道交通运量大
与常规道路交通系统不同，城市轨道交通由于采用

列车编组运输方式，因而可实现大集团化的运载功能，

从而满足城市上下班和节假日客流高峰期运输需要。

2.2  城市轨道交速度快
除有轨电车以外，城市轨道交通基本采用全封闭式或

者半封闭式快速专用线路，与城市其他道路不产平交，路

权专用且按信号运行，行车安全性好，可靠性强，且有先

进的自动驾驶控制技术和安全可靠的保证措施，因而能

有效减少公共交通事故，提高列车运行速度[2]。

2.3  城市轨道交通能耗低、污染小
城市轨道交通采用电力牵引、大运量、高速度集约

化运输方式，并对车辆、线路采取多种降噪防振措施，

因此比其他交通系统能耗低，对空气和环境污染小，是

一种绿色的公共交通系统。

3��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轨道施工技术要点

3.1  做好施工准备工作
轨道工程开工之前，施工单位需要全面了解工程信

息，明确轨道工程施工的重难点，优化轨道工程的外周

条件，积极与涉及的单位沟通，完善前期工作方案，

以满足轨道工程施工需求。管理部门需要根据工程实际

情况合理调整轨道工程施工方案，优化整体施工效果，

确保施工过程的连续性，避免相关因素影响轨道工程进

度。因为轨道工程施工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源，建设单位

需要提高组织规划的合理性，充分利用工程资源，有效

调整施工空间和时间。施工单位需要加大地铁土建工程

施工现场管理力度，紧密衔接土建项目和安装装修等，

根据施工主线有序落实所有的工序[3]。

3.2  深基坑支护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过程中，加强对地下空间的

利用成为了城市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一方面，其可以

有效地解决交通堵塞问题，另一方面，其也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土地资源紧张带来的开发问题。在此背景

下，以地铁为核心的大型地下建筑不断涌现，相关深基

坑工程施工规模不断增加。对深基坑支护技术进行深化

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第一，在安装支护结构的过程中，

施工人员首先要对支护区域的土层进行开挖，注意开挖

的方式要分层、分段地进行，开挖前，首先要确定一个

支持点，然后准确测量两端与围墙之间的接触距离，通

过测量进一步确定支撑墙面的具体位置，结合设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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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支撑点上逐渐增加预应力。第二，当预应力施加

完成之后，监理人员要及时交底施工人员在缝隙中填充

速凝稀释混凝土材料，然后密切监督预应力的损失情况

以及桩顶的位移情况，当发现异常问题时，要通过增加

预应力的方式及时解决[4]。

3.3  给排水系统施工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给水系统按照使用对象主要分为车站

给水和车辆段给水，按照供水用途划分为生产用水、生

活用水及消防用水。车站生产用水主要包括空调系统冷

却循环水补水、通风系统滤网清洁用水、公共区域的保

洁用水等。车站生活用水主要包括乘客和工作人员在卫

生间、盥洗间、茶水间、洗脸室等生活区域用水，供冲

厕、洗漱、饮用水使用。车辆段生产用水主要包括检修

车库车辆洗刷及检修清洗用水，车辆段生活用水主要包

括综合楼、办公楼、食堂用水。由于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施工区域空间结构以及环境都比较复杂，有超过90%以
上的施工工序都需要在地下环境中进行，为保证整个工

程施工的安全性，对给排水系统的施工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比随着城市雨污分流系统的实施，相关给排水部门

严格要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在建设的过程中，要将生活

用水与消防用水进行区分，为城市居民的正常生活做好

保障，尤其要更好地满足城市居民的用水需求 [5]。

3.4  电气系统施工技术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电气工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

项内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施工质量也在很大程度上

直接取决于电气系统的运行情况。在进行电气系统建设

施工的过程中，工程监理人员要加强对动力系统安装及

调试、照明系统的安装和调试，以及备用供电系统的调

试等多个环节的监督及管理。工程建设的过程中，对于

一些供电系统中的相关设备，在其运转速度方面并没有

做出明确要求，比较明显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求各供电

系统中的设备能够保持长时间的高水准的运转能力，既

能够保证整个项目供电系统的稳定运行。

4��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轨道施工技术

4.1  暗挖法工程施工。
在城市轨道交通的施工方法中，暗挖法是从“新奥

法”演变产生。施工原理主要是充分利用岩石本身的承

载力，让围岩作为支护体系，同时要注意的是，在建造

初期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围岩的自身承重能力，让围岩的

支护体系具有一定的柔韧度。暗挖法一般采用盾构机进

行开挖。盾构机开挖系统的工作原理是先通过前端切削

系统进行旋转开挖，再利用自身配置的清运系统将土体

排出，在盾构与前进开挖的过程中对已经开挖的隧道进

行混凝土管片安装，直接形成初步隧道主体支撑结构与

隧道雏形[6]。随着近些年盾构技术的不断突破，该方法除

了能够实现在开挖过程中保护盾构机周围土层，还能防

止隧道或地下工程在推进过程中发生坍塌。

4.2  明挖法工程施工。
明挖法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使用比较早的

方法，因为他只要能够满足施工区域附近建筑物高度较

低，附近没有太多的建筑物，就可以进行，相对比较简

单，降低施工成本。明挖法是直接在地面向地底深挖，

因此施工之前，有必要先到现场进行实际环境组成调

查，提前预测基坑情况。同时为了保障施工人员的人身

安全以及机器的财产安全，需要在甬道两侧支上护壁支

撑，而且施工完成后，应根据基坑深度对基坑周边进行

浇筑。

5��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轨道施工技术管理措施

关于城市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轨道施工技术，在整体

管理上要有合理化的措施，这样才能让工程的实施更加

顺利。

5.1  工程进度的控制
在工程施工中要把工程的进度控制好，要想做好这

项工作，需要多个方面的努力。第一，对于施工用电要

积极的做好调查，还有工程的用水，施工用电的保证以

及水的供应，这些都要面的加以考虑，万事具备才能让

工程的进度得到有效性的控制。第二，参加业主的现场

调查，同时也要参加股指组织的各种各样的会议活动，

进一步对土建施工的进度加以充分的了解。第三，在众

多的管理中，也要把工程的统筹，工程的具体工序给抓

起来，动态性的管理工程的进度，从而确保工期的关键

线路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第四，建立一个比较完善化

的机械维修保养体系，专门来维修施工设备，并把相关

的用件做好充足的储备，从而让设备都能在一个好的状

态中，全面提高设备的应用率。

5.2  钢弹簧浮置板、减振垫道床质量控制
质量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轨道施工的重点，需要把

钢弹簧浮置板、减振垫道床质量管理落实好。第一，钢

弹簧浮置板、减振垫道床在施工中属于比较重要，也

比较难的地方，所以要组织技术人员，负责现场管理的

人员共同学习相关的施工技术，不断探讨技术中存在的

问题，深入研究技术的注意事项，并提出合理的化的措

施攻克问题。第二，对有关的资料加以规范，并进行收

集，不断学习有关质量控制的知识，把自身不足的地方

找出来，并有针对性的去参加学习。第三，整个过程

中，还要把一些具体化的工作安排好，比如施工技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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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施工图纸会审、复核制度，还有最后的技术交底都

要落实，这也其质量的控制有直接关系。第四，钢弹簧

浮置板、减振垫道床施工，因为是比较难，又比较重要

的，所以必须选择专业施工团队，由经验丰富的技术人

员在现场，全程跟班作业的流程，从而把现场服务做到

最好。第五，联系同行单位互相学习，并且到成功完成施

工的地方，或者是其他正在施工的线路，做得比较优秀的

可以去参观学习，从而不断提升自己施工团队的能力[7]。

5.3  整体道床道岔、交叉渡线的质量控制
在整体道床道岔、交叉渡线的质量控制方面，可依

据不一样的规格道岔，把质量控制的要点分别进行编

制，从而让图纸的审核变得更好。与此同时，为了确保

道岔每一个部件都能在联接上比较牢固，在每个部件之

间，可以加以固定，主要采用轨距拉杆，或是钢轨支撑

架的方式。除此之外，实施整体道床混凝土浇筑以前，

要再次对轨道几何尺寸进行有效的检查，确保没有错误

才能给道床混凝土做全面的浇筑工作。

5.4  起重吊装安全控制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轨道施工技术的管理，安全是需

要重点控制的内容。第一，拆装特种设备的时候，必须

要制定专项的方案，通过审批由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

安装工作。第二，实施吊装以前要给作业的工作人员做

安全的交底。第三，吊装以前，检测并收吊装设备，确

保工作的机械都能安全的运行，这时才能让设备投入应

用。第四，负责操作的工作人员必须是持证上岗，完全

了解吊装设备的安全操作规范。第五，应用吊装设备以

前，由专人来维护和保养设备，注意工作后的检查与保

养，确保机械设备能够在完好的状态下应用。

5.5  消防安全控制
在整个工程中，消防的安全要通过一些合理化的措

施才能让安全问题得到控制。第一，消防要想确保安全

就要注意材料的使用，尽量使用防火性的不燃板材。第

二，消防管理制度的有效落实，这里需要把消防的器材

提前备好，不要等到出现问题才找，这样就来不及了，

因为一旦发生火灾问题，火是不等人的。第三，安全专

面教育工作要加强，提高所有工作人员的防范意识。第

四，可以经常开展应急演练，以备不时之需要。

结语

轨道交通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在进行建设时不仅要

保证施工质量和施工进度，而且要注重安全管理。完善

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可以体现某个地区的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还能降低城市交通运输压力并提供更高的发

展动力，促进经济与科技水平的发展。要想提升我国城

市轨道交通建设质量与水准国家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

项目建设团队也要紧跟时代，加强施工技术要点的掌握

与施工管理水平的提升，以此在保证工期的同时提升城市

发展水平，为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刘朝阳.浅谈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施工的风险识
别[J].工程技术(文摘版),2020(8):56.

[2]周明科,张鑫,张波,等.基于 BIM 技术的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风险识别方法研究[J].施工技术,2020,48(3):112-115.

[3]孟勇涛.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期风险管理及工程
保险问题研究[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9.

[4]张虹.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安全风险控制技术标
准应用研究[J].中国建材科技,2020(2):67.

[5]常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工艺及技术要点[J].
建材与装饰，2020（6）：265-266.

[6]张悦洋.浅谈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技术及管理要
点[J].科技创新与应用， 2020，000（010）：250-250.

[7]张耕玮.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技术要点和管理
[J]. 住宅与房地产， 2019，（9）：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