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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交通系统中地铁交通也逐

步到了快速建设时期。但地铁施工具有施工时间长、综合多

工种、技术要求高等特点，因此对于地铁施工要有更加严格

的管理要求。对于地铁施工工程的管理，要求地铁施工应用

先进的国际化的管理标准和管理制度，能够实现对地铁施

工工程现场的掌控，保障各生产要素能够合理配置、布局，

最终实现地铁建设工程能够实现安全高效、高质量的完

工。

1地铁工程施工管理

1.1地铁工程进度管理

地铁的建造施工具有施工时间长的特点，所以在施工

前要做好进度管理工作。如果地铁施工前期不能有效的进

行进度管理，那会带来诸多问题。最普遍的是施工前期的图

纸绘制内容陈旧和施工征地工作的拖沓，此外还有资金链

中断造成的施工进度变慢或停滞的问题。为了避免或者降

低这些问题对地铁施工进度的影响，地铁承建单位要做好

进度管理工作。首先要制定出科学合理且能实现施工效果

的进度计划表与计划方案；其次，进行监督、管控工作，对于

施工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有效掌控、合理调配，保障地铁

施工工程能够按质按量的完成；最后，在地铁施工中采用最

先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既能使地铁建设技术得到推广，也能

提高工程的技术水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以先进科技保

障施工进度。

1.2地铁工程安全管理

地铁施工工作的安全管理是要在遵循“安全第一”的原

则之下，对于地铁施工项目进行过程中的危险因素进行消

除，保障人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并且实现地铁建设的

高质量完工。地铁工程施工中安全管理要贯穿整个地铁施

工工程的每一个环节，环节之中的每一点、每一项措施都要

进行安全预防。首先要建立安全施工的体系与准则，便于施

工过程中实施安全施工规范条例；其次要对职工进行安全

生产教育，并对于每一个工种工作的不同性质，进行安全管

理分期培训；再次是要对地铁施工过程中的技术使用问题

进行安全评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安全技术交底，针对每项

技术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进行安全防范；最后

是对于地铁工程中的用电和用火问题进行安全管理，地铁

施工中一定要对电力和用火情况进行记录，防范用火、用电

时出现的安全事故。以上地铁建设施工的安全措施，都要按

照《建筑工程文明施工标准》进行，这不仅能够提高地铁施

工的安全性，还能实现改善建筑施工人员工作环境、进行文

明安全生产。

另外，地铁施工过程中对于安全问题的把控还需要进

行各种安全预防工作。地铁施工过程中需要制定严格的施

工规章，以制度手段要求安全管理。加强安全培训实现对于

地铁施工操作的安全引导，引导的目的是严格遵守设立的

地铁安全施工的规章制度。将不安全因素和不安全行为进

行记录，实现对其的掌控工作。对于发生过的安全事故，吸

取教训，找出造成问题的原因，为下一阶段的施工提出警

示，避免以后地铁施工中出现相同问题。

综上所述，对于地铁工程进行安全管理，需要指定科学

有效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并结合施工过程中，各个工种的

生产特点进行针对性安全施工培训，此外还需要掌控各类

不安全因素，吸取地铁施工中出现的安全事故的教训，切实

落实安全管理的各项工作。

1.3地铁工程成本管理

上述进度管理问题中，提到资金链中断造成的施工进

度变慢或停滞的问题。地铁施工建设的时间较长且对于技

术和工艺要求先进，因此地铁建设工程需要的资金额巨大。

在地铁施工建造过程中要注意对于地铁建设施工的成本控

制。由于地铁建设是一二线城市的基础建设工程，各个参与

地铁招标的企业都希望能够成功实现地铁建造项目的承

接，因此出现了各个单位、企业之间进行低价倾轧的状况，

这是一种非理性的竞争，最终造成了中国大多数地铁建造

城市出现地铁建设低价中标，但亏损建设的尴尬局面。地铁

施工建设过程中的严格控制成本，对于建造成本进行科学

有效的管理能够实现地铁施工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地铁施

工过程中对成本的有效管理对于施工企业和单位来说是节

省成本最重要的一点。而为了真正实现整个行业的转型，那

就需要地铁施工建设单位能够切实做好地铁施工工程上的

成本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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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铁工程施工中对于安全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有较为严格的要求，加上地铁施工具有涉及工种多、施工时

间长、技术要求高、资金需求量大等特点，使得地铁施工需要进行更为严苛的工程管理。本文就地铁施工工程管理出现的各

种问题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建议，为地铁施工能够安全文明、高效率完工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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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铁施工管理中所发现的问题

2.1不完善的施工管理制度

我国就地铁施工管理制定了众多法律法规，但随着地

铁建设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建设工程技术要求越来越高，旧

的法规政策已经不能满足地铁施工工程了，使得地铁施工

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若干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并

因此带来许多的问题。例如，地铁施工工程施工管理制度的

不完善拖慢地铁施工的进度；施工单位对于地铁施工工程

的管理工作趋于懈怠；对于旧规章制度的有效性产生怀疑，

不严格按照规章制度进行施工管理，使得地铁施工工程的

安全管理不能实现，工程质量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最终引发

施工事故。因此，建立并完善我国的地铁施工工程管理制度

迫在眉睫。

2.2不合格的地铁施工材料

对于地铁施工工程来说高水平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制

度不可或缺，但对于高质量物料的要求也十分迫切。地铁施

工工程中采用的施工物料的质量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一个地铁施工工程的使用年限和安全性能。目前，许多企业

以低价投标获得地铁施工工程，为了降低施工的成本，部分

企业会违背商业道德甚至违法国家关于地铁施工工程建设

的条例，选取一些劣质施工物料，影响地铁施工工程质量。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地铁施工工程无论在施工过程中还是

在投入使用后都会给广大人民带来生命财产威胁。还有部

分企业在地铁施工工程中进行偷工减料，不能达到工程的

施工标准，最后即使工程顺利完工，也是一项“豆腐渣”工

程。

2.3技术不高的施工工人

地铁施工工程对于技术的要求十分严格，可以说地铁

工程的修建应使用各个工种最为先进的技术和工艺，才能

使地铁施工工程能够满足城市建设的发展要求。但由于目

前许多地铁施工工程的承接企业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而选

取廉价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未经过培训或受自身文化水

平限制，不能充分掌握先进技术和工艺的使用方式，再加上

缺乏安全施工的意识，最终造成安全事故的出现和地铁施

工工程质量不达标。

3地铁施工管理与技术的相关建议

3.1制定健全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为了使地铁施工工程得质量得到保障，也为了减少安

全事故的发生，必须加快完善和健全地铁工程项目的相关

法规、政策和制度。“舍绳墨以曲直，立规矩以为方圆”，只有

在完善健全的规章制度指导下，才能对地铁施工工程项目

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同时实现对地铁施工工程管理制度

的不断完善。在制定科学有效的地铁施工工程规章制度下，

还要设立责任制的地铁施工工程规章制度监督管理机构。

这些机构负责对地铁施工工程承接企业进行责任监管，督

促其进行施工人员的技术和安全意识培训，并要求企业签

署针对地铁施工工程的安全保障责任书，保障施工人员的

生命财产安全。另外还要对地铁施工工程的物料采购和施

工人员施工质量进行监督，保障地铁施工工程的高质量与

安全文明生产。

3.2加强对施工材料质量的管理

加强对于谁地铁施工材料质量的管理，地铁施工工程

企业一定要保障选取高质量的施工物料，并防范建筑工人

施工过程中的偷工减料行为，并且进行精准化生产，避免因

为物料使用多少而带来不可逆的工程事故。并且保障地铁

施工过程中物料充足，有计划地进行采购和存放，避免出现

物料供应不足或者物料质量受损问题的出现。

3.3严格把关施工人员的选拔

对于地铁施工工程的施工人员进行严格的选拔，选取

施工经验丰富或掌握高新技术的高素质人才，将其投入到

地铁施工工程的建设中。同时地铁施工工程的监督人员要

对其工作进行考核，结合工程管理中采取的科学合理的奖

惩制度，对其进行奖惩，确保其在施工过程中积极负责的进

行安全施工，保障地铁施工工程的质量。

参考文献：

[1]吴智.浅埋暗挖技术在地铁隧道工程中的应用[J].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17,(12):81-82.

[2]柴璐莎.地铁工程施工中的成本管理与控制[J].工

程经济,2015,(10):47-51.

[3] 付贵. 地铁施工过程中的防水关键技术分析[J].

中国住宅设施,2017,(03):1-3.

12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