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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城市轨道交通与沿线市政道路%桥梁%管网%综合管廊%河道%文物保护等市政设施

建设存在大量相互干扰%制约的问题!基于城市轨道交通与沿线市政设施建设时序的比较研究!分

析了因两者建设时序差异可能出现的典型问题!提出了相应协同应对措施!并以福州城市轨道交

通
5

号线为例进行了案例分析&实例证明!在城市轨道交通前期工作阶段及时发现并协同其与市

政设施的建设时序问题!可有效推进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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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国内外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程#其建设过

程是否顺利#前期工作阶段!指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及

站点土建工程动工之前的阶段#包括地质勘察'工程

设计'征地拆迁'管线迁改'交通导改和临水临电等"

的深度及对影响地铁施工各关键节点的预控质量至

关重要$分析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建设前期存在

的主要问题#发现临时交通导改'管线迁改与征地拆

迁是导致轨道交通工程建设缓慢的三大原因$由于

城市轨道交通施工需较长时间占用紧张的道路资

源#会对施工路段及周围路网产生较大影响#如果施

工路段交通组织不到位#将使局部路网乃至整个区

域路网的交通供给与交通需求不平衡#可能导致区

域道路交通运行质量下降#给城市正常生产'生活和

安全带来较大影响#如何协调好城市轨道交通与沿

线市政设施的协同建设是地铁建设必须研究的重

点$目前对城市轨道交通站点施工道路交通组织方

法与关键技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中地下管线处理

技术等进行了单项研究#但城市轨道交通及沿线市

政设施是综合协同的关系#并非只与其单一项协同#

导致实际建设中交通导改'管线突发状况等问题仍

大量存在#对地铁建设进度的干扰仍较大$该文对

地铁与沿线市政设施建设时序进行协同研究#提出

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减少两者间的相互干扰和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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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与沿线市政设施建设交织

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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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织问题

根据对地铁建设相关政府部门'设计单位'施工

单位'监理单位及地铁公司职能部门的调研#地铁建

设与沿线市政设施建设存在较多交织问题#主要包

括市政路桥'市政管网!含综合管廊"和海绵设施三

大类!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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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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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与沿线市政设施建设交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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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建设原则和方法

针对交织问题#地铁与沿线市政设施协同建设

应遵循以下原则)

!

"海绵城市及管廊共建原则$按

照海绵城市及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要求#地铁建设应

考虑城区地下管网设施的整合及城市排水系统的提

升#充分结合海绵城市及地下管廊的规划成果完善

地下管网配套#促进海绵城市建设$

"

"地铁沿线管

线保护与处置原则$按要求做好管线摸底#主动对

接管线产权或管理单位#详细勘察'核实管线现状#

尽可能避让现有重要管线或提前做好处置措施$

:

"

规划市政设施同步配套的原则$考虑到地铁建设与

道路'桥隧'管线及河道等市政设施建设不同步#地

铁沿线保护区范围内所涉及的规划市政设施未建或

需改建的项目应结合地铁线同步施工#按远期要求

一次建设到位$

城市轨道交通与沿线市政设施协同建设步骤)

!

"收集汇总地铁沿线市政设施
%

年建设规划'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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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设施专项规划'管网现状资料#在
T6N

或
]V-

中进行叠加分析$

"

"叠加地铁线路和站点规划图#

提取交织碰撞点设施$

:

"对交织碰撞点设施进行

协同建设分析#协同优先顺序为市政道路'市政管

线'海绵设施#通过方案可行性分析'交通出行流量

分析模拟等提出可能方案$

5

"对不同设施方案进

行协同分析#提出最终建设时序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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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与市政路桥协同建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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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规划道路和地铁建设时间交织

部分/十三五0规划道路的建设时间和地铁建设

时间交织#各自平行施工对交通影响范围大#易造成

交通堵塞#且增加保护措施费用(地铁施工会导致路

面损坏#增加修复费用$以福州地铁
5

'

%

'

$

号线为

例#如图
"

所示#

5

号线沿线杨桥西路站'工业路站

等
!&

个站均存在这类问题#直接影响
:&

条道路$

图
#

"

福州轨道交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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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线沿线与(十三五)

""

规划道路建设时序的交织

针对该问题#主要采取三类措施)

!

"优化道路

建设时序#尽量将沿线道路与地铁合建$合建可改

善地铁周边交通#盘活地铁客流#减少相互实施影

响#降低费用$

"

"地铁围挡范围内的道路先简单处

理#作为临时便道#待车站竣工后按规划标准恢复建

设到位$

:

"针对地铁建设期间交通疏解困难的问

题#在综合考虑拆迁'经济'时限等因素的基础上#提

前部分路网建设时序$以福州轨道交通
5

号线为

例#通过优化调整建新北路等
!9

条道路建设时序#

其中提前建设金环路等
!%

条道路#保障了道路建设

时序的协同性$

!#$##

"

站点周边路网不完善

调整/十三五0道路建设时序后#部分站点仍无

法满足轨道交通建设期间的临时交通需求#且部分

站点建成后路网衔接不畅#导致无法有效衔接利用

轨道交通$

结合远期道路网规划#通过利用现状路进行治

理改造'打通断头路'新建道路等措施#优化车站周

边路网$新建道路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

"增加平行

的分流道路(

"

"增加站点边上绕行道路(

:

"增加有

利于站点交叉口优化组织的道路(

5

"增加外围分流

明显的道路(

%

"增加易实施'拆迁量较少的道路(

$

"

增加站点施工便道$以福州
5

号线白马北路站为

例#通过构建车站周边道路修建前后的交通模型#白

马北路站施工期间杨桥路部分路段流量减小
:%!

I

3/

-

H

#部分交通流选择支路绕行#同时新增的白马

河支路及勺园里支路网流量增长明显!分别增加

99&

'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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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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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了支路网疏解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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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车站未考虑交通节点提升需求

部分轨道交通车站与规划待建匝道'下穿隧道

存在冲突#同时老城区主干路网节点改造难度极大#

交通节点所在车站位置若不考虑下穿和匝道#则未

来没有空间建设相关工程#即使预留空间分期建设#

也会造成造价增多'施工困难等问题$

综合城市总体规划'交通规划进行交通节点的

提前研究#制订实施方案$轨道交通站点设计施工

中对接地方政府规划建设主管部门#结合下穿隧道'

高架匝道同步设计#若未同步设计则充分预留远期

工程建设空间$车站合建交叉口下穿隧道#可确保

直行车辆快速过街#打造城区快速通道#有效避免地

铁工程建设后导致下穿隧道无法实施的情况$但会

下压地铁车站标高#且个别站位需稍作移动'增加道

路红线拓宽拆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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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与市政管网协同建设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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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管线种类众多!各自迁改杂乱无章

除城市新区外#老城区地铁沿线涉及迁改管线

普遍包括雨水'污水'给水'天然气'电力'通信等#地

铁建设需迁改站内影响管线#因种类较多#各自迁改

延伸出诸多问题#如占道时间长'重复破路'协调量

大'造价高等$图
:

为福州地铁
5

'

%

'

$

号线沿线与

给水干管的交织情况$

鉴于管线产权单位多协调量大'各自为政重复

占道'管线真实位置与理论不一致'路由受限来回迁

改#建议地铁线路范围启动详细物探#根据风险等级

要求开展风险专项评估及专项风险设计#核实需迁

改的管线#避免不必要的迁改及遗漏迁改#部分线段

结合综合管廊一次实施到位$严格按照市政管线迁

改原则与技术进行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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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福州轨道交通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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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线沿线与给水干管的交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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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特殊管线搬迁难度大

地铁沿线部分站点或周边存在污水干管'给水

干管'高压电力等重要特殊管线#这些管线与地铁线

路路由可能存在冲突#对地铁工期影响很大$以福

州地铁
5

号线为例#污水干管影响站点达
%

个#给水

干管影响站点为
!:

个#高压电力影响站点为
7

个#

其中前屿站的线位区间与
""&0W

高压线平行布设

长度达
"#$0+

#地铁线路与
!$

座高压电塔桩基础

冲突#且站点周边地下管线复杂$

针对这种情况#站点设计单位应积极对接#针对

不同站点分别开展专题论证研究#提前做好防护措

施$如针对福州地铁
5

号线前屿站#站点所在前横

路'高压电力改迁'综合管廊建设及相关管线迁改协

同建设时序#先推进
""&0W

高压电塔落地缆化问

题#综合管廊与地铁合建#最后按照规划路标准建设

前横路$

!#%#$

"

综合管廊与地铁建设时序不一致!协调困难

目前福州中心城区综合管廊规划已通过评审#

城区部分的轨道交通
$

'

%

'

5

号线沿线规划有综合管

廊#大多计划于
"&"!

.

"&:&

年建设#普遍晚于地铁

建设#分开建设会增加措施费用和后期实施工程难

度及风险#延长交通影响时间#同时增加履行程序$

结合车站建设综合管廊#可减少管线迁改次数#

避免路面重复开挖#降低远期管线改造成本#便于城

市统筹管理地下管线$因此#在保证管廊对地铁工

期不产生重大影响的前提下#车站范围内管廊与地

铁尽量同步开挖建设$

综合管廊与地铁同步建设的标准如下)设置于

车站外侧或车站出入口连接通道上方#区间段综合

管廊结合道路改造或道路建设施工(综合管廊先行

设计施工段#设计施工边界线后退
"&+

#作为后设

计施工段的衔接操作面$

!"&

"

城市轨道交通与海绵设施协同建设分析

河道和行泄通道排水坡道建设与地铁建设时间

交织#存在空间交叉避让'建设相互影响的问题$

应对措施)

!

"内河建设对接地铁'综合管廊建

设方案#预留建设空间#且规划水系未建设前考虑现

状水系连通(

"

"涝水行泄通道排水坡道和透水改造

工程与地铁建设同步#车站围挡范围内先简单处理

海绵工程#待车站竣工后按海绵工程要求恢复到位$

#

"

实例分析

#"!

"

基本情况

根据
"&!$

年
!!

月编制的2福州市城市轨道交

通
5

号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3#福州
5

号线一

期工程线路全长
"$#'$0+

#起于花溪北路站#终于

螺洲镇站#均为地下线#共设车站
""

座#途经老城区

至新城区#建设工期为
"&!7

年
!"

月.

"&"!

年
!"

月!全线洞通"$下面以
5

号线杨桥西路站为例进行

建设时序协同案例分析$

#"#

"

地铁及周边环境

!

!

"车站情况$杨桥西路站规模为
"95+

#位

于杨桥西路与西洪路和江滨西大道交叉路口#沿杨

桥西路东西向敷设$杨桥西路规划红线宽
5&+

#西

洪路规划红线宽
!9+

#江滨西大道规划红线宽
%&

+

$该站为地下二层岛式站台车站#建设时间为

"&!7

.

"&"!

年$

!

"

"周边环境$涉及的迁改管线有雨水'污水

Ǹ !&&&

'给水
Ǹ !9&&

'天然气'电力
!!&0W

'通信'

部队专用通信共
7

种$

!

:

"市政道路建设$北江滨路提升工程!杨桥

路"计划于
"&!$

.

"&!9

年建设#西洪路!西二环.杨

桥路"计划于
"&"&

.

"&"!

年建设$

!

5

"综合管廊建设$杨桥路沿线管廊规划于

"&"!

.

"&:&

年建设$

!

%

"无相关河道'文物保护等其他制约因素$

#"$

"

设施建设时序的交织碰撞点

通过叠加地铁站点设计图和前述设施布置图#

提取其交织碰撞点)

!

!

"洪山桥八车道通车后#杨桥路与北江滨路

口提升改造势在必行#道路建设和地铁建设时间交

织#各自平行施工对交通影响范围大#交通易堵塞(

不协同实施会增加保护措施费用#并需按规定履行

相应程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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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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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铁建设需迁改站内多种影响管线#各自

迁改会延伸出诸多问题#如占道时间长'重复破路'

协调量大'造价高等$

!

:

"综合管廊与地铁建设存在空间位置协调'

易忽略相互影响增加费用和工期'交通影响'构造弱

点等问题#同时增加履行程序$

!

5

"存在特殊管线#包括
"

根
Ǹ !9&&

给水干

管!与主体相碰"'西洪路
Ǹ 7&&

给水管'杨桥路

Ǹ !&&&

污水管'江滨路
Ǹ $&&

污水拉管'杨桥路

Ǹ !&&&

雨水管'

5'&&++a:!&&++

雨水箱涵'

"%

孔军用通信管和
!9

孔通信管$

#"%

"

设施协同建设方案

对交织碰撞点设施进行对应措施协同建设分

析#按照市政道路'市政管线'海绵设施的顺序进行

协同#并通过方案可行性分析'交通出行流量分析模

拟等确定协同建设时序方案$

!

!

"为保证疏导交通和避免重复建设#对地铁

围挡范围内北江滨路先简单处理作为临时便道#待

"&"!

车站竣工后按规划标准恢复建设到位$

!

"

"为便于地铁建设期间交通组织#新增建设

西河路连接支路!杨桥西路.西河路"#力争在地铁

动工前竣工(加速西洪路!西二环.杨桥路"改造#力

争
"&!9

年建成!原计划
"&"&

.

"&"!

年"$

!

:

"洪山桥八车道通车后#建设下穿隧道可快

速疏解城区内部交通#导流西二环交通量至北江滨

路和洪山桥至三环路#将其提速为福州西向出城快

速通道#缓解老城区交通压力$因此#建议结合该车

站建设交叉口下穿隧道#地铁车站与下穿隧道同步

设计'施工$但该方案会下压地铁车站标高约
:#&

+

#且站位需稍作移动#增加道路红线拓宽
%#'+

拆

迁#需进行专题研究$

!

5

"

Ǹ !&&&

污水干管在站点主体结构南侧外

围约
5#%+

#为进入祥坂污水厂干管(雨水箱涵为金

牛山片区排水主通道$站点施工需提前做好防护$

!

%

"

"

根
Ǹ !9&&

给水干管为福州西区水厂出

厂干管#承担供给半个福州城区的重要任务#迁改影

响非常大(且其管径过大#若入廊将导致管廊断面过

大(由于其所在道路红线仅
5&+

#现状道路上无大

于
"#%+

宽的绿化带#大断面明挖管廊困难(所在道

路为福州城区西向骨架道路#车流量大#大断面管廊

明挖施工期间交通疏解困难$需提前进行迁改方案

专题研究$

!

$

"所在路段规划有综合管廊#晚于地铁建设$

因道路红线宽度有限#现状交通量大且路侧无绿化

带#建议将综合管廊建至北侧的金牛山公园及沃尔

玛地块#采用单舱型管廊#给水'电力和通信管线入

廊#煤气管线不入廊$区间综合管廊结合道路改造

施工$

!

7

"对地铁线路经过范围进行详细物探#根据

风险等级要求开展风险专项评估及专项风险设计#

核实需迁改的管线#避免不必要的迁改及遗漏迁改$

$

"

结语

该文针对城市轨道交通与沿线市政设施建设时

序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了因两者建设时序差异可能

导致的典型问题#并提出协同应对措施#使相关单位

在地铁建设前期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解决#避免地

铁建设过程中才发现问题导致大量时间'人力'物力

和财力浪费#减少因建设时序不同导致相互干扰和

制约'造价增加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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