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发展 
第 3 卷◆第 2 期◆版本 1.0◆2019 年 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74 

Building Developments 

地铁工程区间隧道土建施工风险管理研究 
 
张泫 
中铁隧道集团三处有限公司 
DOI:10.32629/bd.v3i2.2066 
 
[摘  要] 城市地铁工程同一般建设项目相比,具有投资大、工期长、专业多、涉及面广等特点,受不可预见的水文地质条件、

社会环境、施工技术可靠度、经济发展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面临着自然自然风险、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和环境风险等

多种风险的工程建设项目。城市地铁建设中施工风险管理的意义是：在安全可靠、经济合理、技术可行的前提下,把城市地

铁建设施工期间潜在的各类风险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以获得最大程度的建设安全与优质工程质量,控制工程建设投资,降低

经济损失或人员伤亡,保证工程建设工期,提高风险管理效益。 

[关键词] 地铁工程；区间隧道；土建施工；风险管理 

 

1 加强地铁工程风险管理的重要意义 

1.1 确保实现工程建设目标的需要 

在对地铁工程进行施工的过程中,若发生施工事故不仅

仅会延误工程的施工工期,同时还会造成大量的设备以及材

料的毁坏,严重的则会造成人员伤亡事故,从而造成较大的

经济损失。在地铁工程施工的过程中,工程施工单位、监理

单位、政府部门、建设单位以及社会群众对施工风险控制的

重视程度直接的影响到工程的施工风险。做好工程施工风险

管理能够有效的降低人员伤亡以及经济损失,实现地铁建设

的目标。 

1.2 提高工程建设管理水平的需要 

在工程的建设管理当中,风险管理水平已经成为了建设

管理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建设企业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市

场当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那么就要通过有效的手段来提高自

身的管理水平,其中风险管理工作是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

在风险管理工作中建立一套操作性较强的管理制度及办法

是风险管理中最重要的环节。 

1.3 指导地铁建设健康发展的需要 

针对我国交通拥堵这一问题,构建现代化的城市轨道交

通网络是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在今后的交通行业发展当中,

地铁交通网络的建设都会是重点项目。对地铁工程的土建工

程进行风险管理工作能够提高整体的管理水平,从而促进建

设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2 土建施工常见的几种风险 

地铁工程的很多风险是可以通过研究和方法来避免的,

施工方案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具体改变,施

工前要进行仔细研究和实地勘察,不同的地域对施工也会产

生不同的影响,根据施工位置土体情况、地底环境以及地区的

条件来选择合适的施工方案,一般常见的风险有以下几种： 

2.1 塌方 

工程坍塌不仅仅是地铁工程常见的风险,它存在于各种

工程之中造成塌方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地表环

境的影响,由于自身土体的原因,土体不稳定,就会造成塌方

的现象。第二,如果有水的渗入,就会使土体变得松软,土体

自身的稳定性变差同时重量增加,就会引起塌方的现象,所

以在工程开始时要注意地下水的存在以及大雨天气。第三,

支护的时候强度和时机要达到标准,如果支护的时间没有选

择好,土体自身释放的能力就达不到标准,这时候土体自身

就会在接下来的工程中发生坍塌的现象,如果支护的强度达

不到标准,在后期工程同样会引起塌方。第四,隧道的上方不

能堆放重量过大的物体,汽车和修建地铁工程的材料都不能

放到隧道上方附近,防止地铁工程未修建完善因为汽车启动

或者重量超载而造成支护结构的损坏从而引起塌方。第五,

施工的过程是非常容易出现意外的,如果施工时不小心或者

操作不当造成管线的断裂,所以在施工的过程不能一味的追

求速度,而忽略了施工的质量和施工时候的操作,很多时候

塌方都是因为施工工作人员的不小心和操作不当。第六,一

个工程最重要的就是质量问题,如果质量不达标是一定不能

投入使用的,同样在施工的过程中,如果前期一味的赶工从

而忽略了工程的质量,那么在工程进行的时候随时都有可能

出现因为质量问题从而引起的塌方。 

2.2 涌水、涌砂现象 

地质是复杂多变的,地下隧道会穿过多种地形,而穿越

的多种砂层具有很强的透水性,这时候涌水、涌砂的现象就

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现象的发生就会使施工的难度加大,就

容易发生施工风险。(1)涌水、涌砂现象的发生时,工作面的

稳定性就会降低,工作面的稳定性发生变化,顶部和工作面

就会发生坍塌。(2)当发生涌水、涌砂现象的时候,就会使水

泥的黏性变差,就会导致建筑不稳定,同时支护材料也会出

现流失的现象,支护材料质量变差。(3)地底都有较多的地下

水,施工中隧道底部的水含量较高,施工中所用到的设施不

断的移动会使底部土层的稳定性变差,土层泥泞过度,工程

中的支护设施就会下沉错位,缺少了支护的保护,隧道工程

的稳定性就会直接下降。 

2.3 地下管线的破坏 

在地铁工程建设的时候,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常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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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地下管线被破坏的情况,施工中发生地下管线破坏情况

都会引起隧道工程的坍塌,除去人为因素来说,在隧道开掘

的时候,受到外界降水的影响隧道内的顶部和工作面会发生

渗水的影响,渗水量不断的增加积累,流水量会增大,砂土会

随之流入隧道,当砂土流失过多就会出现空隙隧道上部的污

水管就会出现断裂的情况,这时候大量的污水就会流入隧道,

由于地表上部车辆等运动,会受到动荷载,这时候就有可能

导致地层不稳定,地下管线就会遭到破坏。 

3 控制风险措施 

如今隧道工程多采用新奥法施工,它是新奥地利隧道施

工方法的简称,它主要是将锚杆和喷射混凝土组合在一起,

来作为隧道的支护方法,它以岩体力学为理论基础,同时也

结合了大量的实际工程经验,通过了许多的实践和研究可行,

是如今隧道工程在碎围岩地段修筑隧道所采用的一种基本

方法,至今为止,几乎所有重点地下工程都离不开新奥法。但

是尽管如此,新奥法的施工并不是完全安全的,针对新奥法

所产生的危险,为了确保工程的质量问题,在施工过程中如

果遇到各种问题,在保证人员的安全之后,应该及时与工程

的指挥中心以及监管部门取得联系,进行沟通之后再更改设

计的方案,以达到避免风险的作用,必要的时候,设计师也必

须到场参与工程,与施工人员保持密切的配合,在遇到各种

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的抢修。 

3.1 塌方风险的处理措施 

在施工的过程中,要注意之前施工中得到的经验教训,

遵循原则,控制好地表的沉降。在施工之前,一定要进行好勘

探,先探后挖,要超前做好预报,挖之前一定要探明前方的土

质和含水量,保证人员安全的同时为下一步工程的进展做好

提前的计划和准备。初次衬砌和二次衬砌的时机和时间差要

控制好,这样的话土体的自应能力才会充分释放,达到最佳,

钢拱架在隧道工程中也十分重要,在工程准备时,一定要控制

好钢拱架的强度,强度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而定,必要的时候

要加粗钢拱架,保证达到施工的标准,不影响施工质量和人员

安全。在施工的同时检查施工质量的进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巡

视小组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反应,这样就会发现一些工作人

员没注意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降低危险的发生率。 

3.2 针对涌水、涌砂现象风险控制措施 

(1)开挖前,应采取降水或止水措施,甚至可以采取冻结

法施工；(2)采用地面深井降水,施工中辅以洞内轻型井点降

水措施,施工作采用超前预注浆加固地层及掌子面喷射混凝

土等施工方法,预防涌水、涌砂及局部静水压力过大现象；

(3)准备充足的排水机具,一旦发生涌水、涌砂及局部静水压

力过大,立即强排,并喷射混凝土封闭掌子面,设置压浆管压

浆堵水。 

3.3 针对地下管线破坏风险控制措施 

(1)施工前对区域地下管线进行充足调查,收集相关资

料；(2)施工前根据收集资料,邀请市政部门(地下管线管理

部门)配合,联合对区域地下管线位置进行详尽勘测,并做好

相关记录；(3)适当减小施工步距,留置核心土,加快开挖与

支护进度,当适当释放土体自应力后及时施作初次支护；(4)

对雨污水管,有条件进行关内施作套管,减少管线渗漏；对于

开挖影响较大的管线,可采用管线改移法；(5)加强巡视小组

值班、监控测量,发现异常,及时反馈及时处理解决问题。 

4 结束语 

由于区间隧道把各个独立的车站贯穿成为地铁交通线

路,工程事故的扩散效应明显大于车站基坑工程,其施工风险

较多、较大。为此,更需要进一步深化、细化对区间隧道的风

险管理,以确保城市地铁工程能够保质、保量、按时完成,应

且将一切损失降至最低。因此,此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许达.地铁土建施工风险管理的措施研究[J].建筑技

术开发,2018,45(05):49-50. 

[2]赵月.厦门轨道交通 3 号线超长跨海地铁隧道土建设

计方案比选[J].隧道建设,2015,35(06):547-553. 

[3]时小雨.福州地铁工程建设安全管理与风险防范[J].

福建建材,2012,(07):92-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