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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依据

1、沈阳地铁九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第二十一合同段工程土建施工招标文

件及施工图；

2、沈阳地铁九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第二十一合同段工程土建施工承包合

同；

3、沈阳地铁九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第二十一合同段工程土建有关管理文

件及有关的技术规范和要求；

4、沈阳地铁九号线一期工程土建施工第二十一合同段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

5、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测量规范（GB-50308-2008）；

6、建筑变形测量规程（JGJ/T8—2007）；

7、工程测量规范（GB50026-2007）；

8、盾构法隧道施工与验收规范（GB50446-2008)；

9、既有建筑地基基础加固技术规范（JGJ123-2012)；

10、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12）；

1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1）；

12、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监测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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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概况

1、北一路站

沈阳地铁九号线二十一标包含一站一区间。北一路站位于兴华北街与北一东

路交叉路口南侧的重型文化广场内,周边以居民区为主，路东有高压线走廊。

北一路站（明挖）起点里程为右 DK3+705.0499，终点里程为右 DK3+884.4503，

车站有效站台中心里程为右 DK3+774.825。车站为明挖岛式站台车站，有效站台

宽度 12m，采用双层三跨的箱形框架结构，车站主体总长度为 179.4m ，标准段

宽度 20.5m 。顶板覆土厚度约为 3.0m，底板埋深约 16.4m，基坑采用钻孔灌注桩

加坑内钢支撑的支护形式。车站两端设盾构始发接收井，始发接收井净长

14.5m，两侧相对车站标准段加宽 1.9m，底板相对标准段加深 1.6m。

2、皇姑屯站～北一路站区间

皇姑屯站～北一路站（盾构）区间线路沿淮河街向南下穿兴华街地道桥后沿

兴华北街至北一路站。本区间起点设计里程为 CK2+898.000，终点设计里程为右

CK3+705.050，区间全长右 807.05延长米。区间隧道为单洞单线圆形断面，区间

线路线间距最大为 15.09m，最小为 14m。本区间设 1 个联络通道，里程为

CK3+150.000，结合泵站设置。联络通道采用冻结法施工。

施工顺序安排：盾构从北一路站始发，利用皇姑屯站调头。

具体站位及走向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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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一路站地下管线保护专项方案

3.1 需要改迁或临时拆除的地下管线项目

车站所处场地范围内地势北高南低，车站范围内主要管线呈南北走向分布于

车站主体及附属结构上。根据设计及现场调查的资料显示,本工程地下管线需保

护和改移的有：给排水系统、供电设施、临时和永久交通信号、临时和永久街灯

等，详见北一路站地下管线图。北一路站地下管线调查及处理方法见表 3-1。

表 3-1  北一路站地下管线调查及处理方法

序号 名称 材质 规格 埋深（m） 改移方式 改移长度 备注

1 路灯 铜 DN50 0.77 临时拆除 60m

2 排水 砼 DN300 1.22 临时拆除 21m

3 电信 200*100 1.3 临时拆除 13m

4 排水 砼 DN200 2.21 临时拆除 27m

5 排水 砼 DN1200 4.2 临时拆除 123m

6 给水 铸铁 DN200 2.2 临时拆除 87m

3.2 北一路站需要改迁或临时拆除的地下管线专项保护措施

3.2.1 开工前准备

（1）严格执行上级部门对市政工程建设在文明施工方面所颁发的条例、制

度和规定。

（2）组织召开公用管线配合会议，我方将进一步收集管线资料，开挖管线

探沟，并请管线单位监护人员到场，核对每根管线确切的标高、走向、规格、数

量、完好程度等，做好记录，并交与有关单位签认。

（3）对于影响施工的给排水系统、供电设施、临时和永久交通信号、临时

和永久街灯等，与相关部门联系，密切配合，在不影响其性能的前提下进行合理

的迁移。

3.2.2 管线施工过程中的安全质量保护措施

（1）开工前，施工负责人认真向班组长和每一位操作工人进行管线技术交

底，明确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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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置专职人员负责管线保护工作，在管线产权单位的监督下做好保护

措施，同时做好标识和警示，经常检查保护措施的可靠性及现场条件变化，措施

失效时应及时采取补救办法，要敦促操作人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制止违章操作，

违章指挥和违章施工。

（3）管线探挖及挖掘移除

管线挖掘采取人工配合机械的开挖方式。本工程进场后根据围挡分期分阶段

施工，安排专人进行人工探挖工作，挖掘机配合将表层（约 50cm）土挖除，以

下部分全部采用人工探挖。人工探坑沿着北一路站基坑四周进行（包括出入口及

风道），形成封闭一周，将基坑范围内全部地下管线的数量及规格探测清楚，根

据已探明的地下管线在基坑内的行进线路落图，指导土方开挖和管线改移。地下

管线探明并落图后及时与产权单位沟通确认，确认无误后上报监理和业主。

开挖过程中需要分层开挖，每层开挖深度控制在 20-30cm，一旦遇到异常情

况，必须仔细而缓慢挖掘，进行探索性开挖，探明情况并采取相应措施后再继续

开挖，开挖后暴露出的管线，现场技术人员负责标识，并设置临时支撑保护，防

止管线断裂。

在可能有管线的地方要采用人工开挖，避免大型机械开挖时造成的管线破坏。

对已探明的管线，能改移的尽快改移，对不能改移的管线要作好保护措施。

在围挡施工时，围挡基础砌筑前需对现场进行勘查，如遇有市政井盖，无法

避让需于井盖上方设置过梁，梁底高于井盖 30cm，以免应急维修无法打开井盖。

在基坑的围护桩施工时，要避开管线，先挖槽暴露出管线的准确位置，下钢

护筒伸到管线下，再开始钻孔作业。钻孔作业过程中，加强管线保护，避免施工

机具对管线的碰撞。

（4）开挖作业区设置醒目警示隔离装置，防止人员及车辆误入，确保施工

安全可靠。

（5）机械在操作的回转半径内，对各种建筑物、高压电线及各种架空电线、

管道应采取切实的安全保护措施，确保操作安全。

（6）施工中发现管线现状与交底或图纸内容、探沟资料不符或出现直接危

及管线安全等异常情况时，应及时通知管线产权单位到场研究，商议补救措施，

在未做出统一结论前，施工人员和操作人员不得过早擅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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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一旦发现管线损坏事故，必须及时上报告主管部门和业主，不得隐瞒，

并按“三不放过”的原则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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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给排水管等管线加强监测，防止其突然爆裂等情况带来的意外风险。

（9）施工时进行实时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调整施工参数和加固措施。

（10）结构完成后，根据产权单位的要求及时恢复管线的位置。

3.2.3 车站主体及附属结构暗挖段下穿地下管线

（1）车站主体及附属结构暗挖段与市政管线关系为二级风险源，施工前详

细调查管线状况、位置及管线与暗挖通道的相互关系。

（2）采取提高车站支护结构自身刚度来控制管线变形。

（3）土体开挖应分段、分块、分步、进行，及时架设支撑。

（4）施工期间加强对地下管线监控测量，必要时增加临时支撑、采取地面

注浆加固、或悬吊保护等措施。

（5）施工中加强对管线的监控量测工作，严格依据数据指导现场施工，发

现异常情况及渗漏水立即停止施工。

（6）针对风险源制定专项应急预案及风险管理办法，现场具备足够抢险物

资。

四、北一路站周边建（构）筑物调查与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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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周边建（构）筑物概况

车站主体周边建（构）筑物主要有广场雕塑（距离 3号出入口基坑边缘

5.7m）、1905文化创意园（距离基坑边缘 44.5m）及鑫丰雍景豪城 6号住宅楼

（距离基坑边缘 31.7m）。1号出入口周围建（构）筑物主要有霁虹街道办事处，

距离基坑边缘 6.9m。2号出入口周围建（构）筑物主要有明珠城 28号（4层）、

北一东路 83号（27层），距离基坑边缘 15.41m。详见北一路站总测图。

距离基坑边缘开挖深度 3倍（约 49.2米）范围内的建（构）筑物，需要进

行监测保护。根据基坑开挖深度及基坑边缘与周边建（构）筑物距离，需要进行

监测保护的建（构）筑物有：广场雕塑、1905文化创意园、鑫丰雍景豪城 6号

住宅楼、霁虹街道办事处、明珠城 28号（4层）、北一东路 83号（27层）。

4.2 施工过程中的安全质量保护措施

建筑物沉降监测应以仪器观测为主，仪器观测和目测调查相结合。施工中应

加强监测，施工中建（构）筑物监测出现异常情况应立即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主要采取加大围护结构的刚度，必要时辅以地面注浆加固，确保周边建（构）筑

物安全，确保周边建（构）筑物的沉降、倾斜、裂缝宽度等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

当位移值接近该建筑物变化允许值时，应立即停止基坑开挖，并会同有关单

位共同制定防止位移发展的有关措施，如加大基坑支护刚度，辅以地基跟踪注浆

等措施，以控制建筑物的变形，具体措施为：

（1）提高基坑围护结构刚度。在施工中，我们将提高基坑围护结构刚度，

加强施工过程中的控制，严格控制土方开挖及支撑架设的时间，将基坑变形控制

在最小，从而减小基坑开挖对基坑外围土体的扰动。

（2）注浆控制变形。在基坑周边建（构）筑物变形超过预警值时，我方将

进行以控制周边建（构）筑物变形为目的的补偿跟踪注浆。根据砂土地质条件下

深基坑工程施工经验，开挖深度范围内，第三层钢支撑以下开挖后引起的围护结

构变形较大，因此相应部位土体开挖前，随着土方分层开挖推进，在距围护桩外

侧对于需要控制变形的重点部位，打设注浆孔，进行注浆，限制土体变形速度；

施工中控制好补偿跟踪注浆压力。同时，切实做好跟踪监测工作，如钢支撑轴力、

围护结构变形等，当发现钢支撑轴力及围护结构变形有明显增加时，必须立即停

止外侧补偿注浆。本工程拟用注浆方法为旋喷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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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防止施工过程中降水对建筑物产生的沉降、倾斜，基坑开挖阶段井

点降水曲线必须封闭在基坑内，同时在建筑物周边设置一定数量的回灌井点，必

要时对其进行回灌水保护。

（4）按设计精心实施地基加固，增加被动土体强度，减小基坑位移；基坑

开挖采用时空效应原理，快挖快撑以减少基坑位移，合理设置支撑，保证每根支

撑安装完毕立即可以发挥作用。

（5）结构回筑阶段精心安排施工程序，防止回筑时围护变形。

（6）从监测上予以加强，以监测结果指导施工，发现变形或沉降过大，及

时分析原因，调整施工参数。如周边临近的建筑物及公共设施的位移和沉降量超

过规定的报警值时，应立即采取有效的加固措施，避免临近建筑物发生沉降、开

裂和倒塌。

（7）调查当地的气象情况，记录雨水、气温等情况，并检查自然环境条件

对建筑物沉降的影响程度。

（8）了解基坑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情况、基坑周边的建（构）筑物、重要地

下设施的布置情况和现状，密切检查基坑周边水管渗漏情况、基坑周边道路及地

表开裂情况和建（构）筑物的开裂变位情况，并作好资料的记录与整理工作。

（9）检查支护结构的开裂变位情况，特别应重点检查支护桩体、主要支撑、

连接点等关键部位的开裂变位情况及支护结构漏水的情况。

（10）边坡土体顶部和支护结构顶部的水平位移和垂直位移观测点应沿基

坑周边布置，一般在每边的中部和端部均应布置观测点，且观测点间距不宜大于

20m。

（11）对于与基坑周边距离不超过 3H（H为基坑开挖深度）的建（构）筑物

，应观测其变位。必要时尚应补测与基坑周边距离超过３H的建（构）筑物的变

位。

（12）围护结构、支撑及锚杆的应力、应变观测点和轴力观测点应布置在受

力较大且有代表性的部位，观测点数量视具体情况而定。

（13）基坑周围地表沉降、地下水位、围护结构外侧土体深层位移、围护结

构外侧的土压力和孔隙水压力的观测点宜设在基坑纵横轴线或其它有代表性的部

位，观测点数量视具体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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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皇～北盾构区间管线及建（构）筑物保护

5.1 保护范围及保护标准

保护范围：不小于隧道结构外边线两侧各 30米（或 3Hi、3D，取最大值），

其中：Hi—隧道设计底板埋深，D—盾构隧道设计外径。

保护标准：盾构施工时一般应将地面沉降控制在+1cm 和-3cm 范围内。盾构

在穿越密集建筑群或重要工程控制点时，应满足《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及相

关的业主要求，且应运用优化盾构施工参数的方法，进一步控制地面沉降曲线的

特性指标，满足环境保护要求。

5.2 皇～北盾构区间地下管线保护

5.2.1 皇～北盾构区间地下管线调查

本区间沿线地面场地较平坦，地面高程在 42.78m～44.35m 之间，区间线路

纵断面采用 V 字坡，线路最大纵坡为 21.3‰，最小纵坡为 2‰，区间隧道结构底

最大埋深 25.96m（覆土厚度 19.96m），最小埋深 15.71m（覆土厚度 9.71m）。

兴华立交桥基底高程为 34.9m，桥基底距隧道顶最小埋深 6.9m。该区间市政管线

沿淮河街,兴华北街分布，主要管线均位于主路下方，由于区间埋深较大，管线

对区间线路影响不大。经调查，本区间沿线主要管线有：给排水系统、供电设施、

临时和永久交通信号、临时和永久街灯等，与盾构均为平行关系。皇～北盾构区

间地下管线调查及处理方法见表 5-1。

表 5-1 皇～北盾构区间地下管线调查及处理方法

序号 名称 材质 规格 埋深（m） 保护方式 备注

1 路灯 铜 DN50 0.5 无

2 排水 砼 DN1000 3.1 监测保护

3 电信 200*100 0.3 无

4 给水 铸铁 DN800 2.3 监测保护 隧道右线穿越

5 雨水 砼 DN300 0.5 无

6 供热 铸铁 DN500 2.2 监测保护

5.2.2 皇～北盾构区间地下管线保护措施

皇～北盾构区间地下管线需要进行监测保护的有 DN800 给水管、DN1000 排

水管、DN500供热管。DN800给水管在盾构右线上方，最小垂直距离为 9.18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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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施工对其具有一定影响，采取加密监测控制点及加大监测频率进行控制。

DN1000排水管在盾构上方，沿盾构轴线深入 40m为排水管终点，DN500供热管道

端头距离区间起始点 6.8m,DN1000 排水管与 DN500 供热管道均在施工保护范围

内，但其影响不大，我方仍采取监测保护措施。

如盾构施工过程中管线发生横向位移或垂直位移，采取如下保护措施：

①推进过程中做好推力、推进速率、出土量等推进参数的控制，控制好隧道

轴线，尽量减少蛇形挖掘和超挖。

②加强施工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调整盾构掘进参数，加强同步注浆和二次

注浆，确保掘进过程中掌子面和土体稳定。

③加强监控测量，加强对地下管线的横向位移和垂直位移监测，当监控测量

值达到警戒值时，对管线周边土层采取地面注浆加固或悬吊保护措施。

④制定详尽周密且针对性强的应急预案，现场备有充足应急物资。

5.3 周边建（构）筑物保护措施

5.3.1 沿线主要建（构）筑物概况

盾构右线周边建筑物主要有：人防工程、皇姑区政务服务中心（24 层住宅

楼）、安逸馨不动产（24 层住宅楼）及淮河南街 2 甲（24 层住宅楼）。其中盾

构右线中心轴线距离人防工程围护桩最近距离约为 1m，距皇姑区政务服务中心

25.7m，距安逸馨不动产 19.4m，距淮河南街 2甲 14.7m。

盾构左线周边建筑物主要有：品牌家电（21层住宅楼）、淮河南街 9号（25

层住宅楼）淮河南街 7 号（7 层住宅楼）、淮河南街 5 号（7 层住宅楼）、淮河

南街 3 号（7 层住宅楼）、淮河南街 1 号（7 层住宅楼）。其中盾构左线中心轴

线距离品牌家电 15.7m，距淮河南街 9号、淮河南街 7号、淮河南街 5号、淮河

南街 3号、淮河南街 1号大约均为 16.2m。

5.3.2 主要保护措施

（1）施工保护措施

①施工前对周边建筑物现状进行调查并做好记录，做好专项评估，确定合理

的变形控制指标。

②推进过程中做好推力、推进速率、出土量等推进参数的控制，控制好隧道

轴线，尽量减少蛇形挖掘和超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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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加强施工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调整盾构掘进参数，加强同步注浆和二次

注浆，确保掘进过程中掌子面和土体稳定。

④加强监控测量，加强对周边建筑物的沉降及倾斜监测，当监控测量值达到

警戒值时，对周边土层采取地面注浆加固；加强对周边建筑物沉降、倾斜、裂缝

宽度监测。

⑤制定详尽周密且针对性强的应急预案，现场备有充足应急物资。

（2）盾构技术控制措施

①严格控制盾构正面平衡压力

盾构穿越期间必须严格控制切口平衡土压力，根据前面模拟段施工经验确定

土层侧压力系数，施工过程中正面土压力设定值应稍微大于理论值，使盾构切口

处的地层有微小的隆起量来平衡盾构背土时的地层沉降量，根据盾构穿越土质情

况及地面构筑物形式，盾构穿越期间正面土压力设定值初定在 0.18～0.25 之间

（穿越地面房屋应考虑房屋自重）。 

②严格控制盾构的推进速度

盾构穿越施工时，盾构掘进尽量做到均衡施工，掘进速度控制在 3cm/min左

右（穿越铁路正线控制在 2cm/min左右），减少对周围土体的扰动，避免在途中

有较长时间耽搁。

③控制隧道轴线

为减少盾构掘进对地面构筑物沉降变形影响，要尽量减少对土体的扰动，确

保盾构以良好姿态进行推进，在盾构穿越施工期间采用盾构机自带测量系统辅以

人工复核方式控制盾构推进轴线，确保区间盾构掘进轴线偏差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尽量减少附近土体扰动。

④严格控制盾构纠偏量

确保盾构均衡匀速施工，盾构姿态变化不可过大、过频。每隔 5环检查管片

的超前量，隧道轴线和盾构轴线折角变化不能超过 0.4％。避免盾构与管片间夹

角过大造成土体损失，推进时不急纠、不猛纠，多注意观察管片与盾壳的间隙，

相对区域油压的变化量随出土箱数和千斤顶行程逐渐变化。采用稳坡法、缓坡法

推进，以减少盾构施工对地面的影响。

⑤控制拼装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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