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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告

第 158 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

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保护技术规范》为行业标

准，编号为 en /T 202 - 2013 ，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实施。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2013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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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根据原建设部《关于印发＜2007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制订、
修订计划（第一批）〉的通知》 （建标［2007] 125 号文）的要

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并在广泛
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 1. 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
定； 4. 控制保护要求； 5. 地下水作业； 6. 爆破作业； 7. 监测。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由广州地铁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
和建议请寄送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地址：广州市环市
西路 204 号；邮政编码： 5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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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 0.1 为保护城市轨道交通的结构，避免或降低外部作业对其

造成不利影响，确保结构正常使用，制定本规范。

1. 0. 2 本规范适用于已建成和正在修建的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

安全保护。

1. o. 3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安全保护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 0.1 城市轨道交通 urban rail transit 

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系统，包括地

铁、轻轨、单轨、有轨电车、磁浮、自动导向轨道、市域快速轨

道系统。

2.0.2 控制保护区 control and protection area 

为保护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正常使用和安全，在其结构及周

边的特定范围内设置的控制和保护区域。

2. 0. 3 外部作业 exterior action 

在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周边进行的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的作业。

2. 0.4 安全控制标准 standard for safety control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安全现状及其保护要求，针对外部

作业的特点，为保护结构而制定的控制标准。

2. 0. 5 影响等级 influence class 

外部作业对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影响程度的分级。
2. 0. 6 结构安全控制指标 control index for structural safety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安全现状及其保护要求，针对外部

作业时结构的响应特征，为安全保护结构而选用的控制指标。

2.0.7 净距控制管理值 management value for net distance control 

根据外部作业和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特点，为安全保护纣

构，规定外部作业与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外边线之间的最小净

距离。

2.0.8 地下水作业 operation of groundwater 

直接或间接诱发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周边水位变化或水质变化

的外部作业，包括地表水的抽排、引导以及地下工程中的排水、

降水、截水或回灌水作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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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控制爆破 control blasting 

通过严格控制爆破能量和爆破规模，准确控制起爆时间和延

期时间等措施，确保不对城市轨道交通结构产生安全影响的

爆破。

2.0.10 静态破碎 static cracking 

利用元声破碎剂产生的体积膨胀力对介质做功，实现介质的

静态破碎作业。

2. 0.11 实时监测 real-time monitoring 

对监测对象实施连续测量并即时反馈测量成果。

2. 0.12 监测预警等级 alarming class o口 monitoring

根据监测值与其相应的结构安全控制指标值的比值，对城市

轨道交通结构实行监测预警管理的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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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一般规定

3.1.1 在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周边进行外部作业时，应制定安全
可靠的作业方案和保护措施，外部作业不得影响城市轨道交通结
构的正常使用功能、承载能力、耐久性和其他特殊功能。
3.1. 2 城市轨道交通沿线应设置控制保护区，设置范围应符合
下列规定：

1 地下车站与隧道结构外边线外侧 50m 内；

2 地面和高架车站以及线路轨道结构外边线外侧 30m 内；
3 出入口、通风亭、变电站等附属建、构筑物结构外边线

外侧 lOm 内；

4 过江隧道结构外边线 lOOm 内。

3.1. 3 当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遇特殊的工程地质或特殊的
外部作业时，应适当扩大控制保护区范围。
3.1. 4 当城市轨道交通线网中相交、平行、邻近的城市轨道交通
工程不同期建设时，先期建设工程应充分考虑后建工程的影响，
后建工程对既有结构的安全保护应按本规范的相关规定执行。
3.1. 5 外部作业实施前，应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安全保护
要求，确定外部作业影响等级。

3.1. 6 结构安全控制指标应结合外部作业对城市轨道交通结构
的主要响应特征及其安全保护要求合理选用。

3.2 安全控制

3. 2.1 安全控制应包括：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外部作业净距控
制管理指标、结构安全控制指标。

3.2.2 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应按表 3.2.2 进行划分，其中接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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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按本规范附录 A确定。

表 3.2.2 外部作业影响等级的划分

岳ι~ 非常接近 接近 较接近 不接近

强烈影响区（A) 特级 特级 一级 二级

显著影响区 (B)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般影响区（C)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注： 1 本表适用于圈岩级别为N～VI的情况；回岩级别为 I ～盟的情况，表中的
影响等级可降低一级；围岩级别为VI的软土地区，表中的影响等级应提高
一级，特级时不再提高。

2 围岩级别应按现行行业标准《铁路隧道设计规范》 TB 10003 中的有关规定
确定。

3. 2.3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处于复杂的工程地质条件或存在工程

地质灾害的情况，其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应结合当地具体的工程经

验综合确定，不宜低于一级。

3.2.4 外部作业净距控制管理值宜符合表 3. 2. 4 的规定。

表 3.2.4 外部作业净距控制管理值（m)

ι严？？型 地下结构 地面结构 高架结构

工程桩关 二三3. 0 二三3. 0 二三3.0

围护桩、地下连续墙铃 二三5. 0 二三5.0 二三5.0

钻探孔头 二三3.0 二三3.0 注3.0

锚杆、锚索、土钉（末端） 二三6.0 二三6.0 二三6.0

起重、吊装设备 二注6. 0 二三6.0

搭建棚架及宣传标志 二三6. 0 二注6.0

存放易燃物料 注6. 0 二三6.0

冲孔、震冲、挤土铃 二三20.0 二三6.0 注6.0

浅孔爆破铃 二注15.0 二三15.0 注15.0

深孔爆破铃 二三50.0 二三50.0 二三50.0

注： 1 祷指外部作业生3城市轨道交通结掏外边线之间的水平投影净距；

2 当围岩级别为 I ～皿时，表中的净距控制管理值宜结合当地的工程经验进

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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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石油、天然气等易燃易爆物的净距控制管理值应按现行
国家标准《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83 的要求

确定。

3. 2. 6 穿越江河的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结构，净距控制管理值应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且不宜小于本规范表 3.2.4 中相应数值

的 3 倍。

3. 2. 7 当外部作业为基坑工程、矿山法工程、顶管工程和盾构
工程时，应根据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和结构安全控制指标确定城市
轨道交通结构的安全控制标准。

3. 2. 8 结构安全控制指标应包括：位移、变形、差异沉降、结
构裂缝、相对收敛、变形曲率半径、管片接缝张开量、渗漏、附
加荷载、振动速度、轨道横向高差、轨向高差、轨间距、道床脱
空量等。结构安全控制指标值宜符合本规范附录 B 的规定。

3.3 安全评估

3. 3.1 当外部作业影响等级为特级二一级时，应对城市轨道交
通结构进行安全评估；当外部作业影响等级为二级时，宜进行安
全评估。

3.3.2 安全评估应包括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现状评估和外部作
业影响预评估、外部作业施工过程评估和外部作业影响后评估。
3.3.3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现状评估应在外部作业实施前，通
过现状调查、检测、测量和计算分析等手段，评估当前城市轨道
交通结构的安全状态及持续抗变形能力和承载能力，并应确定相
应的结构安全控制指标值。

3.3. 4 外部作业影响预评估应在外部作业实施前，采用理论分
析、模型试验、数值模拟等方法，预测外部作业对城市轨道交通
结构的不利影响，并应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现状评估确定的结
构安全控制指标值，评估外部作业方案的可行性。

3.3.5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计算分析宜采用荷载一结构模型、地
层一结构模型进行，并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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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GB 50010 进行验算。

3.3.6 外部作业施工过程评估应在外部作业实施过程中，结合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监测数据和施工前评估的预测值，及时评估

结构当前的安全控制指标。

3.3.7 外部作业影响后评估应在外部作业完成后，根据对城市

轨道交通结构造成的影响程度，再次评估城市轨道交通的结构安

全控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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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控制保护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外部工程勘察、设计及施工对城市轨道交通产生影响时，

其作业应满足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安全控制标准。
4.1. 2 当外部作业影响等级为特级、一级时，应根据城市轨道

交通结构的安全评估成果制定相应的安全应急预案。

4.1. 3 地下水作业、爆破作业不得影响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安

全和正常使用，爆破作业不得危及人员安全。

4.1. 4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监测应能准确及时反映结构的实际

状态及外部作业对结构安全的动态影响。

4.1. 5 外部作业应保障作业安全，避免发生险情。当出现险情

时，应优先确保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安全。

4.1. 6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控制保护区内的结构拆除应采用冲击、

振动较小的作业方案。

4.1. 7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控制保护区内时空相近的多项外部作

业应综合考虑其对城市轨道交通结构产生的叠加效应。

4.2 地下结构

4. 2.1 在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结构控制保护区内进行加载或卸载

作业时，应验算对结构的安全影响，并应满足相应的结构安全控

制指标值。

4.2.2 当外部作业采用钻孔、抓孔、冲孔和人工挖孔等工法时，

应采取措施避免发生土体现塌事故，并应控制城市轨道交通地下
结构周边地层的水位变化幅度。

4.2.3 对注浆、旋喷等有压力的外部作业，实施前应制定安全

可靠的作业方案，作用于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结构外壁上的附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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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不应大于 20kPao

4. 2. 4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结构控制保护区内修建平行或下穿隧

道，应按本规范附录 A进行判定。当判定为非常接近或接近时，

应采用安全可靠的隧道施工方案，细化施工控制参数，制定安全

保护控制措施。

4. 2. 5 对位于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结构正上方的基坑工程，应控

制地下结构上方的覆土厚度，覆土厚度应通过安全评估确定。

4.2.6 对位于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结构侧方的基坑工程，当外部

作业影响等级为特级、一级和有特殊要求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坑应采用整体刚度较大的支护结构体系。

2 基坑的拆撑、换撑应采取安全可靠的作业方案。

3 基坑围护结构与其地下室结构侧墙之间的空隙，宜采用

素混凝土回填密实，不得采用杂填土、建筑垃圾等性质较差或不

稳定的材料。

4.2.7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控制保护区内的冻结法作业，应采取

措施降低地层冻胀、融沉对结构产生的不利影响。

4.2.8 船只的抛锚、拖锚作业净距控制管理值应大于 lOOm，航

道的清淤疏泼作业应保证城市轨道交通结构上方覆土不小于设计

厚度。

4.3 地面结构和高架结构

4. 3.1 外部作业应防止火灾、积水、车辆或其他物体坠入、碰

撞等事件危及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全。

4.3.2 下穿城市轨道交通地面结构的外部作业，实施前应评估

其对地面结构的安全影响，实施过程应进行实时监测。

4.3.3 上跨城市轨道交通地面结构和高架结构的外部作业部位，

与轨道的净空必须满足轨道交通行车安全的要求，并应设置安全

防护措施。

4. 3. 4 当外部作业紧邻城市轨道交通高架结构基础时，实施前

应评估其对高架结构基础的安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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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当城市轨道交通结构邻近高边坡、高挡墙时，外部作业

应保证高边坡、高挡墙及其基础的安全。

4.3.6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上方进行跨线架空作业应满足本规范

第 3.2.4 条和现行国家标准《66kV 及以下架空电力线路设计规

范》 GB 50061 、《 llOkV～750kV 架空输电线路设计规范》 GB

50545 的有关规定。

4. 3. 7 与城市轨道交通结构交叉的市政道路应设置限高标志和

防护、防撞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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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地下水作业

5.1 一般规定

5.1.1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的地下水作业，应采取措施

避免既有结构周边地层发生流砂、管涌等渗流破坏。

5.1. 2 地下水作业前应预测水位变化对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变

形和沉降影响。

5.1. 3 地下水作业应采用合适的排水、降水、截水或回灌等地

下水控制技术。

5.1. 4 地下水作业过程应控制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周边地层的水

位变化幅度。

5.1. 5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的地下水作业，应监测城市

轨道交通结构周边地层的水位变化。

5.1. 6 对影响等级为特级、一级的外部作业，其地下水作业空

间宜形成封闭的截水系统。

5.1. 7 强透水地层的地下水作业，当不能形成封闭截水系统时，

应按本规范第 3.3 节的规定，评估地下水作业对城市轨道交通结

构的安全影响。

5.2 控制保护要求

5. 2.1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外部的地下水作业，应监测地下水位

变化诱发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发生过大的沉降量、差异沉降、水平

位移。

5. 2. 2 当城市轨道交通结构位于欠固结地层时，地下水作业不

应大面积降水。

5. 2. 3 在强透水性的地层进行地下水作业，当采用落底式竖向

截水帷幕难以形成有效的封闭截水系统时，可采用悬挂式竖向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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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帷幕与水千封底隔渗相结合的地下水控制措施。

5. 2. 4 当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结构下方地层存在承压水时，应验

算外部作业基坑开挖土方过程中基坑突涌稳定性和地下结构的抗

浮安全系数，必要时可采用钻孔降水减压措施或水平封底隔渗

措施。

5. 2. 5 当外部作业影响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结构周围的水位变化

时，应验算作用于地下结构上的水土压力，并应验算地下结构的

安全。

5. 2. 6 岩溶、土洞较发育地区的地下水作业，应避免降水诱发

地层塌陷对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使用及安全状态造成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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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爆破作业

6.1 一般规定

6.1.1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应采取控制爆破作业，不得

进行啊室爆破、深孔爆破等药量较大的爆破作业。

6.1. 2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的爆破作业应进行爆破安全

评估和爆破设计审查。

6.1. 3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的爆破作业应满足本规范第

3.2.4 条和现行国家标准《爆破安全规程》 GB 6722 的规定。

6.2 控制保护要求

6. 2.1 应对爆破作业影响范围内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进行安全

评估。

6. 2. 2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的爆破作业前，应制定技术

方案、安全措施、安全应急预案和爆破安全监控方案。

6. 2. 3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爆破安全监控应包括局部监测和宏

观调查。

6. 2. 4 局部监测应包括对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爆破震动监测和

结构薄弱部位的应变监测。

6. 2. 5 宏观调查应包括对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摄像、摄影和对

既有裂缝、新生裂缝的观测记录。

6. 2. 6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安全允许振速应为 2. 5cm/s，对安

装有精密设备的结构应满足精密设备的安全允许振速。

6. 2. 7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的爆破作业应做好包括爆破

作业点、爆破规模、爆破参数、爆破效果及爆破有害效应等的作

业记录。

6. 2. 8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的爆破作业前，应进行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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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和爆破震动监测，并应根据试爆效果及监测信息优化爆破

作业。

6.2.9 经爆破评估或试爆作业发现爆破有害效应超过本规范第

6.2.6 条规定的安全允许振速时，应优化爆破技术措施，降低爆

破有害效应至安全允许振速。

6.2.10 对采取优化爆破措施后，爆破有害效应仍不能满足城市

轨道交通结构的安全允许振速时，应采用静态破碎法或其他作业

方法。

6.2.11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的爆破作业前，应采取安全

防护措施，设立安全区，并应进行安全警戒工作。

6.2.12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的水下爆破作业方案，应通

过爆破测试和专家论证后确定。

6.2.13 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的爆破作业，不应在城市轨

道交通的运营高峰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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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测

7.1 一般规定

7.1.1 外部作业影响等级为特级、一级、二级时，应对受其影

响的城市轨道交通结构进行监测；根据监测数据，结合结构安全

控制指标值，应对外部作业实行过程监控。

7.1. 2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监测工作，不得影响城市轨道交通

的正常运营。

7.1. 3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监测方法，应采用仪器监测与巡视

检查相结合的方法。

7.1. 4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监测方案，应依据结构受外部作业

的影响特征、结构安全保护要求及外部作业实施前所开展的安全

评估成果编制。

7.1. 5 监测方案中的监测布点和频率，应根据外部作业影响等

级确定。
7.1. 6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水平位移、竖向位移测量应分别符

合现行国家一级、二级变形测量技术规范的规定，其他监测项目

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工程测量规范》 GB 50026、《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测量规范》 GB 50308 和《建筑变形测量规范》 JGJ 8 的有

关规定。

7.2 监测项目

7.2.1 监测项目应能及时反映外部作业对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安

全影响的重要变化，并应根据表 7. 2. 1 进行选择。

7.2.2 当外部作业需进行爆破时，应监测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

振动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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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1 监测项目

序号 监测项目
外部作业影响等级

监测对象
特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1 竖向位移 应测 应测 应测 宜测

2 水平位移 应测 应测 应测 宜测

3 相对收敛 应测 宜测 宜测 可测
内部

4 变形缝张开量、裂缝 应测 应测 宜测 可测

5 隧道断面尺寸 应测 宜测 可测 可测

6 道床与轨道变位 应诅tl 宣测 可测 可lm!J

7 地下水水位 应测 应测 应测 宜测

8 围护结构顶部水平位移 应测 应测 应测 宜测
外部

9 围护结构顶部竖向位移 应测 应测 应测 宜测

10 岩、土体深层水平位移 应测 应测 应测 宜测

注：“内部”指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监测对象，“外部”指外部作业影响区域除城市

轨道交通结构外的监测对象。

7.2.3 监测点布置位置应在监测对象变形和内力的关键特征点

上，监测点的布置要求及监测仪器的要求应符合表 7.2.3 的规

定。地下结构曲线段监测断面的间距应加密布置。

表 7.2.3 监测点布置和监测仪器要求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点布置位置 监测点布置间距 监测仪器 仪器精度

地下结构底板、 水准 水准仪：

1 竖向位移
拱顶、侧墙；地面 按 3m～20m 仪、静力 0. 3mm/km；全

及高架结构底层 一个断面 水准仪、 站仪： 111, lmm 

柱、桥面、桥墩 全站仪 十2ppm

地下结构底板、

水平位移
拱顶、侧墙；地面 按 3m～20m

全站仪
l"' lmm 

2 
及高架结构桥面、 一个断面 十2ppm

结构顶部、桥墩

地下结构每监测 全站
全站仪： l"'

3 相对收敛 断面布置不少于两
按 3m～20m

仪、收敛
lmm十2ppm;

条测线
一个断面

计
收敛计：

O. l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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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 2. 3 

序号 监测项目 监测点布置位置 监测点布置间距 监测仪器 仪器精度

变形缝
裂缝 裂缝计、游标

结构裂缝位置、 缝的两侧均 计、游标 卡尺： O. lmm; 
4 张开量、

结构变形缝两侧 匀布置 卡尺、全 全站仪： l",
裂缝

站仪 Imm十2ppm

隧道断 城市轨道交通地
按变形断面 l", Imm 

5 
面尺寸 下结构

或在重点位置 全站仪
十2ppm

布设

水准
水准仪：

0. 3mm/km; 

道床与 道床的纵、横断 按 3m～ 20m
仪、静力

全站仪： 1”，
6 水准仪、

轨道变位 面上，两条轨道上 一个断面
全站仪、

Imm十2ppm

道尺： 三二
道尺

士0.3mm

地下水
外部作业空间与

孔间距15m～
7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 水位计 10. Omm 

水位
之间

25m 

围护结
外部作业的围护 按基坑监测 l "’ lmrn 

8 构顶部水 全站仪
平位移

结构 要求布置 十2ppm

围护结 水准
水准仪：

外部作业的围护 按基坑监测 0. 3mm/km；全
9 构顶部竖

结构 要求布置
仪、全

站仪： 1飞 lmr丑
向位移 站仪

十2ppm

岩、土 在临近地下结构 按变形断面

10 体深层水 的支护结构和土体 或在重点位置 测斜仪 0. 5mm/m 

平位移 位置 布设

爆破震 结构薄弱部位、
结构薄弱部

速度传
11 

动速度 靠近爆破位置
位，或结构与

感器
1. o%F. S 

爆破点之间

注：监测点和监测断面的布置，应根据外部作业影响等级和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

响应特征综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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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4 监测的技术标准、测量精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工程

测量规范》 GB 50026 中变形监测的规定。

7. 2. 5 变形监测网基准点、工作基点的布设，应符合现行国家

标准《工程测量规范》 GB 50026 的相应规定。

7.3 监测频率

7.3.1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监测频率，应能系统反映监测对象

所测项目的重要变化过程及其变化时刻。当监测数据接近城市轨

道交通结构安全控制指标值的预警值时，应提高监测频率；当发

现城市轨道交通结构有异常情况或外部作业有危险事故征兆时，

应采用不间断实时监测。

7.3.2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监测周期，应从测定监测项目初始

值开始，至外部作业完成且监测数据趋于稳定后结束。

7. 3.3 监测项目的初始值应在外部作业实施前测定｝应取至少

连续测量 3 次的稳定值的平均数作为初始值。

7.4 监测预警

7. 4.1 监测预警等级划分及应对管理措施应符合表 7.4. 1 的

规定。

表 7.4.1 监测预警等级划分及应对管理措施

监测预警等级 监测比值G 应对管理措施

A G<0.6 可正常进行外部作业

B o. 6ζG<0.8 
监测报警，并采取加密监测点或提高监测频率等

措施加强对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监测

应暂停外部作业，进行过程安全评估工作，各方

c 0. 8ζG<l.O 共同制定相应安全保护措施，并经组织审查后，开

展后续工作

D 1. 0< G 启动安全应急预案

注：监测比值G为监测项目实测值与结构安全控制指标值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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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 监测预警等级的划分，应结合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监测数

据的变化速率值，当每天的变化速率值连续 3 天超过 2mm 时，

监测预警等级应评定为 C 级。

7.4.3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监测信息应及时反馈给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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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接近程度和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A.O. I 接近程度应根据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施工方法及其与外

部作业的空间位置关系确定，接近程度的判定标准宜按表 A. 0.1 

确定。

表 A.0.1 接近程度的判定标准

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施工方法 相对净距 接近程度

<O.SH 非常接近

0. SH~ 1. OH 接近
明挖、盖挖法

1. 0 H ~ 2.0H 较接近

>2.0H 不接近

<LOW 非常接近

1. ow~ 1. SW 接近
矿山法

1. SW~ 2. SW 较接近

>2.SW 不接近

<I.OD 非常接近

1. 0 D~ 2. OD 接近
盾构法或顶管法

2.0 D~ 3. OD 较接近

>3.0D 不接近

注： I H为明挖、盖挖法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基坑开挖深度； W为矿山法城市轨

道交通结构的隧道毛洞跨度； D为盾构法或顶管法城市轨道交通结构的隧

道外径，圆形顶管结构的外径或矩形顶管结构的长边宽度；

2 相对净距指外部作业的结构外边线与城市轨道交通结构外边线的最小净

距离；

3 外部作业采用爆破法实施时，应根据相关工程经验和爆破专项安全评估成

果进行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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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2 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宜根据外部作业的施作方法确

定，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明挖、盖挖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图 A. o. 2-1) 

宜按表 A. o. 2-1 确定。

表 A. 0. 2-1 明挖、盖挖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晌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 CA) 结构正上方及外侧 o. 7hl 范围内

显著影响区 (B) 结构外侧 0. 7hl ~ 1. Oh1 范围

一般影响区 CC) 结构外侧 1. Oh1 ~ 2. Oh1 范围

注： hi 为明挖、盖挖法外部作业结构底板的埋深。

2.0hl 

l.Oh1 

0.7hl 

-40 －H飞
卜
。

－
N
飞CN

图 A. 0. 2-1 明挖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2 浅埋矿山法和盾构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图

A. 0. 2-2）宜按表 A. o. 2-2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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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0. 2-2 浅埋矿山法和盾构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晌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 CA) 隧道正上方及外侧 0. 7h2 范围内

显著影响区（B) 隧道外侧 0. 7h2 ~ 1. Oh2 范围

一般影响区 CC) 隧道外侧 1. Oh2 ~ 2. Oh2 范围

注： bz 为矿山法和盾构法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的毛洞跨度， h2 为矿山法和盾构法外

部作业隧道底板的埋深。

图 A. o. 2-2 浅埋矿山法和盾构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

3 深埋矿山法和盾构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响分区（图

A. 0. 2-3）宜按表 A. 0. 2-3 确定。

表 A. 0. 2-3 深埋矿山法和盾构法外部作业的工程影晌分区

工程影响分区 区域范围

强烈影响区 CA) 隧道正上方及外侧 1. Op 范围内

显著影响区 (B) 隧道外侧 1. Ob～2.0b 范围

一般影响区（C) 隧道外侧 2.0b～3.0b 范围

注： b 为矿山法和盾构法城市轨道交通隧道的毛洞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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