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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红线规定》 

 

中国铁路总公司关于印发 

《铁路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红线管理规定》的通知 

（铁总建设[2017]３１0号) 

为全面落实“强基达标、提质增效”工作主题, 牢固树立“百年大计、

安全第一、质量至上”的理念,打造精品工程,切实强化铁路建设项目质量安

全意识和关键环节控制，实施铁路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红线管理,严肃查处质

量安全违规行为，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总公司有关规定，结合铁路建设实

际,制定本规定。 

一、工作原则 

（一）坚持依法合规。总公司相关部门和建设单位应依据法律法规、

技术标准等规定，做好红线管理检查、督查工作，工作依据、处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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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程序等要符合相关规定。 

(二)鼓励自查自纠。鼓励建设单位和参建单位开展自查自纠,及时整改

问题，实现过程达标。对建设单位自查发现的问题,按照建设单位规定处理。 

（三）形成强大合力。通过红线管理,促使建设单位切实增强质量责任

意识，组织参建单位形成齐抓共管质量安全的强大合力，打造放心工程、

精品工程。 

二、红线问题及处理规定 

（一）工程实体方面。 

凡总公司检查发现建设项目存在以下违反质量安全红线问题的,各建

设单位在半年内不接受责任单位投标,并将具体工点施工队伍负责人和相

关监理、检测人员清出铁路建设市场、记入“黑名单”；情节严重的,可要

求施工单位将具体工点施工队伍清出现场。依据规定给予铁路局集团公司

分管建设工作的副总经理、铁路公司总经理和分管副总经理通报批评、诫

勉、警告、记过、记大过、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的处理；

其他责任人员责成建设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和本单位规定处理。 

１.隧道初支、衬砌厚度和混凝土强度不足。 

2.隧道不按规定的方法和安全步距开挖。 

3.隧道施工不按规定开展围岩监控量测和超前地质预报,有毒有害气

体逸出的隧道不按专项方案开展监测。 

4.路基填料不符合设计要求，CFG 桩等地基处理检测不合格，边坡防

护预应力锚索不按设计要求施工。 

5.桥梁桩基出现Ⅲ、Ⅳ类桩和钢筋笼长度不足;站房钢结构构配件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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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使用不合格电缆。 

6.现浇梁满堂支架、连续梁挂篮施工不进行专项设计,不按设计要求施

工。 

７.监理人员旁站不到位或现场随意签认,第三方检测数据虚假不实。 

(二）建设行为方面。 

凡总公司检查发现建设项目存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转包和违法分

包，内业资料弄虚作假违反质量安全红线问题的，可视情节轻重,各建设单

位 1～2 年内不接受责任单位投标,并要求施工单位将具体工点施工队伍清

出现场，将标段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具体工点施工队伍负责人、检

测人员清出铁路建设市场、记入“黑名单”。依据规定给予铁路局集团公司

分管建设工作的副总经理、铁路公司总经理和分管副总经理警告、记过、

记大过、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辞职、免职的处理；其他责任人员责

成建设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和本单位规定处理。 

三、工作要求 

(一）建设单位要认真组织红线管理规定的宣贯检查落实工作。 

1.建设单位要认真组织参建单位宣传学习本规定,突出铁路建设质量

安全管理的关键环节,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制定本单位实施细则，明确违反

红线管理问题的处理规定,做到参建各方人人知晓并自觉遵守。 

2.建设单位要将红线管理规定纳入合同管理，对于新开工项目，要纳

入招标文件；对于在建项目,要与参建单位签订补充合同。同时要求参建单

位就遵守红线管理作出书面承诺(承诺书参考文本见附件)。 

3.建设单位要切实加强质量安全红线的日常过程控制和日常检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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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性地开展现场专项检查,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制止纠正,抓好全面整改,

建立问题库,落实销号管理。 

4.建设单位要按照“五定、三统一、一查处”的检查制度认真开展红

线管理检查处理工作。 

“五定”,即定人、定期、定岗、定责、定点。现场质量安全检查必须

明确检查人、检查频次、检查工点、检查责任、检查时段，突出不事先通

知的突击检查，突出管理薄弱的质量安全关键环节检查。铁路局集团公司

分管建设副总经理和铁路公司主要负责人要每月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

位深入施工现场，加强日常检查,对复杂地质条件的隧道、路基、桥梁等质

量安全薄弱地段开展重点检查、专项检查、突击检查。 

“三统一”,即统一部署、统一检查、统一记录分析。建设单位每月要

统一部署建设项目检查重点，组织设计、施工、监理单位有关负责人员、

工程技术管理人员,按要求统一开展检查活动，实现全员、全面、全过程的

检查。检查时要一并检查《铁路建设项目工程质量管理办法》规定的质量

“五条红线”(结构物沉降评估达标、桥梁收缩徐变达标、锁定轨温达标、

联调联试达标、工序达标）落实情况，发现违反质量“五条红线”的问题，

按《铁路建设项目施工企业信用评价办法》等规定处理。建设单位要对现

场检查情况组织检查人员汇总分析,并做好统一的记录,找出主要问题和原

因,制定措施,举一反三,狠抓落实。 

“一查处”，即严肃查处。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要组织专门的分析研

究，查清问题的真正原因,依据本单位的规定对责任施工、监理、检测等单

位进行处理。其中情节恶劣的，建设单位要向总公司提出对责任单位的进

一步处理建议。 

５.建设单位每季度末月 2５日前将当季度检查和处理情况，以及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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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检查计划书面报送总公司工程质量监督总站，抄送工程管理中心。工程

质量监督总站汇总后报建设部。 

(二)总公司有关部门要切实做好红线管理规定的督促落实工作。 

１.总公司有关部门要认真落实红线管理规定,并根据铁路建设实际情

况,对红线问题实施动态调整。 

2.总公司成立质量安全红线管理领导小组,深入分析和研究处理红线

管理执行过程中的有关问题,每半年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一次专项督查,特殊

情况可随时安排专项督查。督查发现建设项目存在违反质量安全红线管理

问题的，依据规定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处理。其中,总公司管理的

铁路公司作为建设单位的，在建设管理考核中予以扣分,每起扣 3 分;铁路

局集团公司作为建设单位的，在铁路局集团公司经营业绩考核中予以扣分,

每起扣 0．5 分。 

３.总公司工程质量监督总站和建设单位要设立红线管理投诉举报电

话，针对举报问题进行查处。对于施工人员蓄意、恶意、故意制造偷工减

料等问题并敲诈勒索,施工单位主动报告、及时消除质量隐患的,经查实后,

对参建单位的问题可酌情减轻处理。 

4．涉嫌可能存在利益输送、以权谋私等违反党纪的,移交纪检部门处

理；涉嫌违法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本规定自 201８年 1月 1日起施行。 

第二部分 红线解读 

 

一、工程实体方面的红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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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隧道初支、衬砌厚度和混凝土强度不足。 

1.1.《铁路隧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TＢ１047-２003 中 6．2.8

条 喷射混凝土的厚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①平均厚度大于设计厚度； 

②检查点数的 60％及以上大于设计厚度; 

③最小厚度不得小于设计厚度的 1/2，且不小于３cｍ。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每一作业循环检查一个断面,每个断面应从拱顶

起，每间隔2ｍ布设一个检查点检查喷射混凝土的厚度，监理单位按施工单

位抽检次数的 10%进行见证检验，但至少一次。 

检验方法:施工单位、监理单位检查控制喷层厚度标志或凿孔测量厚

度。 

6．2.７条 喷射混凝土的强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每一作业循环检验一次，每个循环至少在拱部和

边墙各留置一组检查试件；监理单位检查试验报告。 

检验方法:施工单位进行混凝土强度试验;监理单位检查混凝土强度试

验报告并进行见证取样检测或平行检验。 

7．4．10 条 隧道衬砌的厚度必须符合设计要求。 

７.4.9 条 混凝土强度等级必须符合设计要求,隧道衬砌尚应采用同

条件养护试件检测实体强度。混凝土强度试件应在混凝土的浇筑地点随机

抽样制作。 

１.２.结构实体混凝土回弹－取芯法强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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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GＢ50204－2015《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附录 D进

行检测验收: 

D.0.7 对同一强度等级的混凝土，当符合下列规定时，结构实体混凝

土强度可判为合格: 

回弹不合格的二衬取三个芯样为一组,当符合下列规定时,结构实体混

凝土强度可判定为合格： 

①三个芯样的抗压强度算术平均值不小于设计要求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值的８8%； 

②三个芯样的抗压强度的最小值不小于设计要求的混凝土强度等级值

的 8０%。 

2.隧道不按规定的方法和安全步距开挖。 

2.1.必须符合(铁建设［2010］1２０号）《关于进一步明确软弱围岩及

不良地质铁路隧道设计施工有关技术规定的通知》(后附)中第三项隧道开

挖第 8条、第六项二次衬砌第１８条规定: 

第三项  隧道开挖 

第 8条 软弱围岩隧道Ⅳ、Ⅴ、Ⅵ级地段采用台阶法施工时,应符合以

下规定: 

(1)上台阶每循环开挖支护进尺Ⅴ、Ⅵ级围岩不应大于 １ 榀钢架间距,

Ⅳ级围岩不得大于 ２ 榀钢架间距。 

（2)边墙每循环开挖支护进尺不得大于２榀。 

(3)仰拱开挖前必须完成钢架锁脚锚杆，每循环开挖进尺不得大于 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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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隧道开挖后初期支护应及时施作并封闭成环，Ⅳ、Ⅴ、Ⅵ级围岩

封闭位置距离掌子面不得大于 ３5m。 

第六项  二次衬砌 

第 18 条 软弱围岩及不良地质铁路隧道的二次衬砌应及时施作，二次

衬砌距掌子面的距离:Ⅳ级围岩不得大于 90m,Ⅴ、Ⅵ级围岩不得大于 70m。 

２．2．必须符合《隧道施工安全九条规定》(后附）第二条、第三条

规定: 

第二条 必须按照标准规范和设计要求编制专项施工方案，确保按方案

组织实施，严禁擅自改变施工方法。 

第三条 必须强化施工工序和现场管理,确保支(护)到位,严禁支护滞

后和安全步距超标。 

3.隧道施工不按规定开展围岩监控量测和超前地质预报,有毒有害气

体逸出的隧道不按专项方案开展监测。 

3.1．监控量测要符合《客货共线铁路隧道工程施工技术规程》１3．１

规定: 

13.1.1 监控量测应作为施工组织设计的重要内容，并纳入施工工序管

理,其各项工作应符合现行《铁路隧道监控量测技术规程》Q／CR9２18 的有

关规定。 

１3.1.2 现场应组建隧道监控量测小组，监理监控量测等级管理、信

息反馈和报告制度,确保监控量测工作顺利、有效开展,指导设计和施工。 

1３．1．3 隧道监控量测应根据地质情况、设计要求、断面形式、开

挖方法、施工环境等因素合理选择必测项目和选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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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必测项目有:洞内、外观察；拱顶下沉、拱脚下沉；净空变化。 

2 选测项目有:围岩压力;钢架内力；喷射混凝土内力；二次衬砌内力;

初期支护与二次衬砌间接触压力；锚杆轴力;隧底隆起；围岩内部位移；爆

破振动;孔隙水压力;渗漏水量；地表沉降(隧道浅埋段);高陡边坡稳定性监

测。 

１３.1.4 隧道下穿公路、重要建(构)筑物时，应加强监测，适时报警。 

3.2.必须符合（铁建设［2010]1２0 号）《关于进一步明确软弱围岩及

不良地质铁路隧道设计施工有关技术规定的通知》(后附)中第二项超前地

质预报第 4～6条、第五项监控量测第 7~8 条规定: 

第二项 超前地质预报 

第 4条 施工图阶段经评估为高风险和极高风险的软弱围岩及不良地质

隧道，超前地质预报的责任主体单位为设计单位，其超前地质预报工作由

设计单位负责组织实施。其他隧道超前地质预报的责任主体单位为施工单

位,超前地质预报工作由施工单位负责组织实施。 

第 5 条 岩溶及富水破碎断层隧道，超前地质预报应采用以水平钻探

为主的综合方法。 

第６条 软弱围岩及不良地质隧道应由设计单位进行专项超前地质预

报设计，及时收集分析预报资料，完善设计方案并指导施工。 

第五项  监控量测 

第 12条 隧道监控量测应按现行《铁路隧道监控量测技术规程》（TB101

２１-2007)的规定建立等级管理、信息反馈和报告制度。 

第 1３条 隧道监控量测应作为关键工序纳入现场施工组织。监控量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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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设置专职人员并经培训后上岗。对周边建筑物可能产生严重影响的城

市铁路隧道，应实施第三方监测。 

第 14 条 隧道拱顶下沉和净空变化的量测断面间距：Ⅳ级围岩不得大

于 10m、Ⅴ级围岩不得大于 5ｍ. 

第 15 条 隧道浅埋、下穿建筑物地段,地表必须设置监测网点并实施监

测。 

第 16 条 当拱顶下沉、水平收敛速率达 5mm/d 或位移累计达 100mｍ时，

应暂停掘进，并及时分析原因,采取处理措施。 

第 17 条 当采用接触量测时,测点挂钩应做成闭合三角形，保证牢固不

变形。 

３．3．按照指挥部《新建铁路大理至临沧线隧道施工监控量测管理实

施办法》第十九条进行预警信息处理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九条  

(1)测点位移速率≥5mm/d 或累计变形量达到预警二级(黄色)下限值,

监控量测管理人员收到黄色预警信息时，施工单位应签发预警通知单并组

织分析变形原因，必要时采取相应措施; 

（2)当速率连续 2天大于 10ｍm／d或累计变形量达到预警二级（黄色）

上限值,监控量测管理人员收到黄色预警信息时，施工单位应于１小时内签

发预警通知单,同时暂停施工,由项目部组织分析变形原因，及时采取相应

措施，并将书面变形分析报告报监理; 

（3)当速率连续2天大于1５mｍ/ｄ或累计变形量达到预警一级(红色)

上限值，监控量测管理人员收到红色预警信息时,施工单位于３0 分钟内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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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预警通知单,同时暂停施工，相关量测资料和分析结果于１小时内上报项

目负责人,由项目负责人组织现场原因分析和制定处理措施,形成书面分析

报告报总监理工程师及建指。 

３.４.有毒有害气体溢出的隧道要严格按照经审批后的专项方案开

展监测,配备足够的检测设备并经有资质的部门检定合格，测试人员应持证

上岗，监测频率应符合要求。 

3.4．１．必须符合《隧道施工安全九条规定》(后附)第五条规定: 

第五条 必须对有毒有害气体进行监测监控,加强通风管理,严禁浓度

超标施工作业。 

4.路基填料不符合设计要求,CFG 桩等地基处理检测不合格,

边坡防护预应力锚索不按设计要求施工。 

4．1. 路基填料要求 

路基填料种类、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填筑前应对取土场填料进行取

样检验；填筑时应对运至现场的填料进行抽样检验。当填料土质发生变化

或更换填取土场时应重新进行检验。 

4.2.ＣＦＧ桩等地基处理要求 

①水泥粉煤灰碎石桩(ＣFＧ桩)施工前应进行成桩工艺性试验（不少于

3 根),确定各项施工工艺参数后,进行单桩或复合地基承载力试验,确认设

计参数。监理单位、勘察设计单位应参加工艺性试桩,并确认试验结论后,

方可进行施工。 

②CFG 桩的桩身完整性应满足设计要求。检验数量:检测机构按总桩数

的１0% 抽样检验，且不少手 3根。监理单位全部见证检验。检验方法，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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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检测。有疑问时,采用钻孔取蕊检验。 

③其他地基处理应符合《铁路路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第 4 章地

基处理规定。 

4.３.边坡防护预应力锚索施工要求 

应符合《铁路路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第 17章预应力锚索规定： 

17.1 锚索孔 

                       一般规定 

1７.1.１钻孔时应记录地层变化情况，核实地层分界面、滑动面高程

及设计长度,置于稳定岩层中的锚固段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主控项目 

１７．１.2 锚索孔的布置形式及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全部检查;监理单位见证检验２0%。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 

                       一般项目 

17．1.3 锚索孔位置、孔径、倾角、深度允许偏差及检验标准应符合表 

１7．1.3 的规定。 

表１7.１.3 锚索孔位置、孔径、倾角、深度允许偏差及检验标准 

 

序号 项目 允许偏差 施工单位检查数量 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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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位置 ±1０0ｍm 1 处 经纬仪量测、尺量 

2 孔径 +1０0ｍm 2 处 尺量 

3 倾角 1％ 1 处 导杆法量 

4 深度 ＋1000mm １处 尺量钻杆长 

17．２锚索编制 

一般规定 

17.2.１预应力钢绞线锚索编制工艺应符合设计要求。 

１7.２.2 编索前应按设计要求对预应力钢绞线进行除锈、调直等处理。 

                           主控项目 

17．2.3 编制锚索的预应力钢绞线的品种、规格、质量应符合设计要求。 

１7．２.4 每束锚索的规格、组合形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全部检查;监理单位按施工单位检查数量的２0%见

证检验。 

检验方法:查出厂技术证明书、观察、尺量。 

1７.2.5 钢绞线按设计要求编成错索后,应按设计做好防锈处理。 

检验数量:施工单位全部检查;监理单位按施工单位检查数量的 20%见

证检验。 

检验方法:观察。 

1７.２.6 锚具、锚塞（夹片)、垫板的品种、规格、质量应符合设计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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