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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li 青

    北京市地方标准 《穿越既有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技术要求》(以下简称 “技术要求，’) 根据 《关于印

发 2007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2007192号)、《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关于印发2007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交行发「20071 220号)文件要求，由北

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组织编制的。

    在编写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总结北京穿越既有交通基础设施工程实践经验，征求了

道路与桥梁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设计、建设、运营及科研等相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同时参考了交通部、

铁道部、北京市和相关行业现行的有关规范和标准。本技术要求结合北京市穿越既有交通基础设施工程

的工作特点，规范了穿越既有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技术工作的程序、内容和方法。

    本技术要求共分两大部分，道路交通设施和轨道交通设施。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一般规

定、市政道路与公路、道路桥梁、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城市轨道交通桥梁、城市轨道交通路基及城市轨

道交通线路。

    为了使本技术要求不断完善，请各单位在执行过程中，注意积累资料、总结经验，如发现需要修

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见和有关资料反馈至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北京市宣武区广内大街317号，邮政

编码100053)，以供今后修改参考。

    在北京市交通委行业监督处的领导下，由北京市交通委路政局牵头组成技术要求编写组。本标准

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组织实施。

    编写单位: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北京城建勘察设计院

北京市政工程研究院

主要起草人:周正宇

王 健

  姜 帆

倪永军

杨广武

王锐英

李荣均

谷爱军

梁青槐  郑凤霞  王佳妮  杨运节 成前锋

龙佩恒  奚  静  安小芬 冉红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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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0.1 为规范北京市新建工程穿越既有交通基础设施工作，保证在穿越工程施工影响下既有交通基础

设施结构的安全和正常运营，制定本技术要求。

1.0.2 本技术要求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的穿越工程。

1.0.3 穿越工程一般应按照前评估、前加固、第三方监测、后评估、后加固等内容开展工作。

1.0.4 新建工程不宜穿越城市轨道交通地下车站。受条件所限必须穿越时，应进行专题技术论证。

1.0.5 新建工程穿越既有交通基础设施时，宜采用正交形式。

1.0.6 穿越工程除满足本技术要求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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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术语

2.0.1 穿越工程 traversing engineering

    以不同穿越方式穿越既有交通基础设施并对其产生影响的新建工程。

2.0.2 穿越方式 traversing way

    穿越工程与既有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相对空间位置关系，一般可分为:上穿、下穿、邻近、连接及

上跨。

    本技术要求中，上穿和下穿是指新建工程和既有交通基础设施均在地面以下，新建工程从既有交通

基础设施上方或下方穿过。上跨是指既有交通基础设施在地面上或地面下，新建工程在地面以上从既有

交通基础设施上方跨过。

2.0.3 前评估preceding evaluation

    穿越工程施工前，通过调查、检测等手段，分析、评估既有交通基础设施结构状况，预测其对既有

交通基础设施产生的影响的工作。

2.0.4 前加固 preceding reinforcement

    穿越工程施工前，对既有交通基础设施结构预先采取的防护和增加加固措施。

2.0.5 第三方监测the third party monitoring

    独立于穿越工程建设单位和既有交通基础设施管理单位的第三方，在穿越工程施工过程中，对既有

交通基础设施结构的位移、沉降、倾斜、裂缝等进行的监测活动。

2.0.6 后评估 post evaluation

穿越工程施工结束后，对由于穿越工程施工对既有交通基础设施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评估的工

2.0.7 后加固 post reinforcement

穿越工程竣工后，根据需要对既有交通基础设施结构进行的功能恢复和补强措施。

2.0.8 应急预案 emergency response plan

为保证既有交通基础设施运营安全，对穿越工程施工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置方

案

2.0.9 控制值 control value

由于穿越工程施工造成的既有交通基础设施结构附加变形安全控制指标。

2.0. 10 预警值 warning value

    为保证既有交通基础设施的结构安全和正常运营，当穿越工程施工造成的其附加变形值达到该值

时，应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2.0. 11 警戒值 alarm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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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既有交通基础设施的结构安全和正常运营，当穿越工程施工造成的其附加变形的达到该值

应立即停止穿越工程施工。

12 既有交通基础设施 existing traffic infrastructure

已经建设完成或正在建设中的，与交通类相关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统称为既有交通基础设施。主要包

 
 

，

0

时

2

括:市政道路与公路、道路桥梁、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城市轨道交通桥梁、城市轨道交通路基及城市轨

道交通线路等相关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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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规定

3.0.1 穿越工程技术工作流程如图3.0.1所示。

前评估

前加固

I 卜 I

专项设计

审核备案

工程监管第三方监测 穿越施工

竣工验收

被穿越部位监测
.

后评估

后加固

                                图3.0.1穿越工程技术工作流程

3.0.2 穿越工程影响范围的划分的一般为:既有交通设施外Om-30m为严格监控区;30m-50m为一

般监控区 (其中30m, 50m均为既有交通基础设施距穿越工程施工边线平面位置最近点的距离，详见

本技术要求具体条款规定)。

3.0.3 穿越工程应针对保证既有交通设施正常、安全运营进行专项设计，专项设计内容应包括:设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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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和规范、设计原则、设计方案、保障既有交通基础设施安全正常运营的技术方案及应急预案等内容。

3.0.4 穿越工程在监测过程中，若监测数值超过警戒值时，应立即通知施工单位停工。并报告上级有

关部门。

3.0.5 穿越工程在监测过程中，若连续监测60天均不影响运营安全，则可停止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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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市政道路与公路

4.1一般规定

4.1 .1穿越角度、部位及要求

I 穿越角度 (见图4.1.1)

穿越角度指穿越工程中心线与被穿越的既有道路工程中心线所夹锐角Cl。

正交 (a=90,)

斜交 (900

平行 (a

、
，
产

、
l
j

、
、
少

1
1 

2
 

Q
d

市

> cl>15,)

廷 15*)

  穿越 角度W /多赓鲤

斜交下穿平面示意图

既有道路纵断面 既有道路纵断面

纵断面示意图 横断面示意图 纵断面示意图 横断面示意图

平行侧穿平面示意图

既有{e路纵断面

一 K;K"*KT*i尸叫.

  仁)曰
纵断面示意图 横断面示意 图

                                图4.1. 1穿越角度

2 穿越部位

一般情况下，以穿越工程在穿越部位的平均埋深、最小覆土深度和净空高度确定。

  I )埋深:在穿越工程中线与既有道路工程中线相交处，新建地下工程开挖顶板与路面的最小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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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最小埋深:穿越范围内，穿越工程结构顶板顶面与路面 (边缘线)的最小距离。

3) 平均埋深:穿越范围内，穿越工程结构顶板顶面与路面 (边缘线)的平均距离。

    3穿越要求

      1 ) 当原油管道、天然气输送管道穿越公路时，应该采用正交方式穿越;如受条件限制不能采取

正交穿越而必须采用斜交穿越时，则交角不应小于60".

      2) 当地下工程穿越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时，按照规定，应设置地下通道;当地下工程穿越二级

及二级以下公路时，应埋置套管。通道与套管应按相应公路等级和汽车荷载等级进行设计验算。

      3)地下工程穿越过程中，应根据相关技术规范，确保各管线之间的安全距离，防止管线发生破

坏，对道路造成影响。

4.1.2对既有道路的影响范围

    I竖向区域

      1)路基工作区域

    宜按行车荷载在土基中产生的附加应力为土基自重应力的1/10范围，计算确定路基的工作区深度

Za(图4.1.2)，或根据道路路基工程设计确定。

    在缺少数据和设计资料的情况下，建议参考采用表4. 1.2数值:

                              表4. 1.2路基的工作区深度Za (m)

伙
城市快速路，高速

公路、一级公路，

公路国道和公路

二级 (含)二级以

    上的省道

城市主干路、次干

路，二级公路与公

    路三级省道

其它道路

柔性路面结构 5 4 3

刚性路面结构 4 3 2

2) 路面结构区域。可分为基层和面层两个层次，见道路路面结构设计。(如图4.1.2)

面层

基层

路基工作区

图4. 1.2 路基工作区及路面结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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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影响范围

      1) 严格监控区 (直接影响范围):

    城市道路规划红线外侧，公路用地界外侧，均为30米范围内。

    沿道路路线方向，新建地下工程的结构外缘线外侧以45'+-} /2 ( (D为土体平均内摩擦角)向上

至路面的交会线范围内。或根据新建地下工程埋深情况，按照假定开槽施工及土质情况确定的放坡线内

侧范围。

    竖向为路基工作区及以上范围。(如图4.1.3)

旬.红线或公路用

                  既有道路tM ij

仁事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不乌

纵断面示意图 横断面示意图

图4. 1.3 影响范围

      2) 一般监控区 (间接影响范围):

    从既有道路角度考虑:道路路肩外侧 (如有边坡为坡脚外侧)30m到50M范围内。

      从新建地下工程角度考虑:可根据已有工程经验、具体工程、地质和环境情况，以及特殊要求等

评判其安全性范围，一般由有关方面协商确定。

      确定重要影响和一般影响范围时，应考虑到超出上述范围地下降水的影响，并根据降水情况适当

扩大影响范围。

4.2既有道路结构类型、保护等级与保护要求

4.2.1既有道路结构类型

I甲类:柔性路面结构的道路。

2乙类:刚性路面结构的道路。

4.2.2既有道路保护等级

I A级:重点保护等级，包括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公路国道及二级 (含)以上省道、快速路、主

干路，广场、商业繁华街道，国家级文物保护区、重要的生产区、外事活动区和旅游区内的道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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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B级:一般保护等级，包括二级公路、公路三级省道、次干路、商业街道、步行街、联络线道路，

地方文物保护区、重点地区或重点企事业内部的道路。

4.2.3新建工程规模与既有道路保护要求

    新建地下管线口径在700mm及以内的顶管工程，当管线位于路基工作区之下时，除特别注意按施工

规范要求做好顶管基坑施工对道路的保护外，一般情况下可不予考虑对既有道路的下述全面检测、评估

和监测保护要求。但是当穿越高速公路等具有高路堤的公路路段时，宜按要求对既有道路进行全面检测、

评估和监测保护。

    上跨既有道路的新建小型桥梁、人行天桥、管线工程，在满足相关设计规范和施工规范、做好基础

和下部工程施工对道路的保护外，一般情况下可不予考虑对既有道路的下述全面检测、评估和监测保护

要求。

4.2.4道路变形控制指标

    1控制值

      I ) 控制值为最大允许变形量，应根据相关技术规范和技术要求，由评估报告确定。

      2)一般情况下，甲类道路的控制值指标为高程〔HI，乙类道路为高程「H」和相邻板高差「△]，挡

土墙为顶面高程「HI、竖直度「il和沉降缝错缝差〔△〕，变形量监测精度为0. lmm.

      3) 对于高速公路，针对其特殊性，由相关部门根据相关技术规范给出具体控制值。

    2预警值应由评估报告确定，一般情况下宜按允许最大变形控制值的60%确定。

    3警戒值应由评估报告确定，一般情况下宜按允许最大变形控制值的80%确定。

    4应根据施工方法、施工步序并考虑相关影响因素对道路各项控制指标进行分解，实施分步、分段

和分项控制。

4.3前评估与前加固

4.3.1路况调查、检测与评价

    I A级道路

    施工前必须对重要影响范围内的现状道路技术状况进行全面检测，对既有道路进行安全性影响前评

估，视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要前加固，并给出既有道路的最大允许变形量。

    如施工过程出现超出预警值情况，必须对道路进行后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要后加固。

    2 B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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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前宜协商确定对重要影响范围内的现状道路进行安全性影响前评估，并给出既有道路的最大允

许变形量。

    如施工过程出现超出警戒值情况，必须对道路进行后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要后加固。

    3路况调查与评价的指标、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均应按照 《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 36-

2006第4章、《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JTJ 073.2-2001第4章、《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

规范》JTJ 073.1-2001第5章中的经常性巡查有关规定进行。

    4调查中应特别注意工程地质、地下水、土质和地下管线情况的调查，对与勘察设计不一致情况必

须给予说明和提出处理报告。

    5对同一道路的路况调查、检测与评估的单元应与施工监测单元保持相对固定。

4.3.2前评估内容与评估报告

    1对穿越工程设计方案、既有道路设施保护方案、道路结构的使用状态和安全性评估。

    2 按照前评估内容撰写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I ) 项目情况，对既有道路的穿越方式和影响范围;

      2) 既有道路的保护类型、等级、设计寿命和使用年限;

      3) 既有道路工程地质、地下管线、路基和路面结构的现状;

      4)对既有道路设施的影响程度、潜在危险进行评估;

      5) 对既有道路设施保护方案和安全防护措施的评估;

      6) 监测原则与技术标准、分阶段监测任务与控制指标、专项监测技术要求;

      7) 评估结论。包括:对道路结构总体的安全性评价;道路设施沉降、位移等变化的初始值;道

路设施最大允许变形控制值、预警值与警戒值。评估建议:是否进行前加固(应明确加固部位、内容与

要求);对施工工法的建议。

4.3.3前加固

    1 前加固对象为既有道路路基路面结构、地基、地下管线，以及对道路安全有不利影响的周围地

层。

    2 对于加固设计中关键技术措施，应先进行加固试验，掌握和完善技术要求与检测方法后方可采

用。

必须进行前加固的结构设计，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

道路加固不应损伤原结构，防止加固中造成新的结构损伤或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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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前加固，应保证既有道路在新建工程施工期间，能够维持正常运营条件下的承载力水平，

保证变形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4.4第三方监测

4.4.1一般规定

对各级道路均必须进行工程施工监测，并按照规定要求进行第三方监测。

2监测单位必须有相应的资质。

3监测单位须制定详细的监测方案，监测方案应以前评估报告和上述技术规范为依据。

施工过程中，在施工监测的基础上，要严格进行第三方监测。

历次监测单元，并与前评估调查、检测和评价单元应保持相对固定。

4.4.2监测项目

    I监测项目:裂缝、路面标高、挡土墙标高、地下水位;

    2观察项目:路面沉陷、坑洞、拱胀、波浪、翘曲、错台;路基沉陷、变形、空洞;挡土墙沉降、

倾斜、裂缝和破损;地下管线破裂、渗漏等;

    3检测项目:道路路表回弹弯沉值 (含刚性路面板下部脱空情况)、含水量;

4.4.3道路测点布置原则

    I基准点的布局除应该考虑到基准点的安全性、稳定性、长期性和监测方便的需要外，还必须选定

在穿越工程施工影响区域之外的地方。

    2监测点的布局必须考虑穿越工程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规律，同时考虑既有道路设施的结构特点进

行布设。

    3路面测点布置

      1) A级道路:

    沿道路中心线和左、右路面边缘线，应每间隔5m-10m，在固定且不受车辆荷载影响位置设一高程

  (竖向变形)监测点，对于重点区域应适当加密。其它监测项目的测点布置按照4.4.1.3相应规范进行。

    除在重要影响范围内，还应沿道路纵向延伸至外侧30m-50m，每间隔lom设一高程 (竖向变形)

监测点。

      2) B级道路:宜只做高程监测，裂缝和沉降变形观察。

    4路基测点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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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发生特殊情况时，或在路面沉降变形量超过预警值情况下，宜根据需要路基进行必要的基

础塌陷和空洞探测。

      2)对重要的、关键的工程部位和必须监控的地下水情况，应根据需要埋设地下监测装置，进行

全面持续的监测。

    5 附属设施测点布置

      1) 挡土墙:一般情况下，宜沿长度方向以最大间隔不超过 6m(并且在沉降缝两侧)各布置 I

个沉降和纵、横向倾斜观测点。对于特殊结构的挡土墙，如锚锭式、加筋土式等，应特别注意其墙面突

起、墙背填土结构裂缝和整体失稳现象，应制定专项监测方案，确定测点布置。

      2) 其它附属设施:视具体结构情况，应制定专项监测方案，确定测点布置。一般情况下，对于

单体结构的不同部位应至少布置4个以上有代表性的沉降 (或倾斜变形)观测点。

4.4.4监测时间与频率

    I监测时间由监测方案确定，一般开工前一周至后评估后应不少于I年内，为持续监测时间。

    2监测频率由前评估报告和监测方案按施工进程确定，道路结构和附属设施的沉降变形监测频率，

一般施工状态平均宜为每2小时至6小时一次，施工关键期应不少于每30分钟一次。

    3其它增设的监测项目，监测频率参照北京市地方标准 《地铁工程监控量测技术规程)))}

  (DBII/490-2007)规定执行。

4.4.5监测基本方法与基本要求

    I 监测。对重要影响范围内的各级道路均应进行定点定期监测。一般影响范围内的道路沉降变形

达到预警值时或在特殊情况下，对一般影响范围之内的道路均应进行定点定期监测。重点部位应24小

时监测。

    2 观察。以目测为主，辅以简要的测量、照相记录，应按规定做好详细文字记录，定期汇总报告。

对一般影响范围内的各级道路均应进行观察。A级道路每日不少于三次，B级道路每日不少于二次。

    3 检测。根据相关技术规范采取相应的检测方法，具体内容和时间由监测方案确定。道路沉降变

形达到警戒值，或出现意外的塌方、冒水事故，或引发了周围地上地下管线、建筑物出现异常情况的特

殊情况下，以及在异常事故处理前后，对监测结果及影响需要深入分析时，应对埋深范围内的路基路面

结构等进行必要的物理技术指标检测。

    4 对道路的观察、监测与检测，应与同范围内的桥梁、地下设施和新建地下穿越工程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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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6监测报告

    I第三方监测数据经整理分析后，应提交以下成果:

      1)监测日报，每日递交一次当日的监测报告及分析;

      2) 监测周报，每监测一周递交一次周监测报告及分析;

      3) 监测月报，每监测一月递交一次月监测报告及分析;

      4) 监测总结，第三方监测结束时递交第三方监测总结及分析报告。

    2监测日报内容应包括:当日监测数值、日变形量、累积变形量、变形是否超限等。

    3监测周报内容应包括:周变形量、累积变形量、周变形规律曲线、周平均变形速率、周最大变形

速率、变形是否超限、对下周穿越工程开展的建议等。

    4监测月报内容应包括:月变形量、累积变形量、月变形规律曲线、月平均变形速率、月最大变形

速率、变形是否超限、对下月穿越工程开展的建议等。

    5监测总结内容应包括:累积变形量、总变形规律曲线、平均变形速率、最大变形速率、变形是否

超限、是否需要后加固的建议等。

4.4.7监测管理

    I对道路沉降变形应建立每日通报和检查制度。

    2当道路沉降变形量达到预警值时，应及时发出预警，并加强持续监测。

    3当道路沉降变形量达到警戒值时，或出现意外的塌方、冒水事故，或引发了周围地上地下管线、

建筑物出现异常的特殊情况下，应及时发出警报，及时报送运营单位建设单位，加强持续监测。

4.5后评估与后加固

4.5.1条件

    I A级道路

    如施工过程出现超出预警值情况，必须对道路进行后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要后加固。

    2 B级道路

    如施工过程出现超出警戒值情况，必须对道路进行后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要后加固。

    3在穿越工程竣工一年或变形稳定后，应对既有道路现状、因施工造成的损失和潜在安全隐患等进

行检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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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内容

    1既有道路及附属结构物外观可识别变化和破坏情况。

    2探察和评估施工中发生围岩坍塌和地下空洞的坍塌部位的土体密实程度，对道路结构使用可能发

生的潜在安全隐患进行评估。

    3评估道路整体及附属结构物的承载力、抗震能力，安全储备及耐久性。

    4对可能修复和永久缺陷的损坏提出具体处理意见。

    5评估中应特别关注地下管线在施工期间的异动和破损情况，及对道路的潜在影响。

4.5.3后评估依据和标准

    I既有道路工程的设计和维护、养护文件，工程竣工验收资料。

    2施工过程中的全部监测资料与监测报告。

    3自然环境变化记录，以及对既有道路工程结构现状使用状态的影响资料。

    4既有道路工程结构的正常使用寿命与设计年限。

4.5.4后评估报告

    后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项目概况与评估目的;

    2评估标准与依据;

    3评估范围、项目和内容 (对既有道路工程结构安全性、正常使用状态和潜在风险的评估);

    4评估结论。如果评估结论为既有道路结构存在安全隐患，评估报告应提出隐患存在原因、隐患发

展趋势;

    5后加固处理意见，包括:是否需要对既有道路结构、地下管线和埋深范围内土体采取后加固措施

的意见。

4.5.5后加固

    I后加固对象为既有道路路基路面结构、地基、地下管线，以及对道路安全有不利影响的周围地层。

    2对于加固设计中关键技术措施，应先进行加固试验，掌握和完善技术要求与检测方法后方可采用。

    3必须进行后加固的结构设计，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

    4道路加固不应损伤原结构，防止加固中造成新的结构损伤或病害。

    5通过后加固，应保证既有道路在新建工程竣工后，能够维持正常运营条件下的承载力水平，保证

变形控制在允许范围内。

14



DB11/T 716一2010

5道路桥梁

5.1一般规定

5.1. 1穿越位置

I穿越相对位置，宜采用正交穿越方式 (图5.1.1-a).

击
穿越角度90' 桥梁 中线 越角度皿

/2曰令一
，/二二 3}

口/
a)正交下穿 b〕斜交下穿

穿越工程中线             桥梁中线 伸缩缝

                                        c)平行侧下穿

                          图5.1.1穿越位置示意图

  2穿越位置基本要求

    除人行过街天桥外，应尽量避免采取从既有交通设施基础下方穿越。从基础侧方和侧下方穿越时应

尽可能保持与既有交通设施的安全和运营有较小影响的距离和位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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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对桥梁结构保护类型、保护等级及保护要求

6.2.1桥梁结构保护类型

表5.2. 1桥梁结构保护类型

结构保护要求

全预应力构件:不允

A类构件:不允许出

现超过 《规范》允许

不允许出现超过 《规

范》允许的裂缝宽度

保护类型 结构类型 结构保护要

重点
超静定结构的全预应

力构件和A类构件。

全预应力构件:

许出现拉应力。

A类构件:不fi

现超过 《规范》

的拉应力。

一般

不允许出现超il-

范》允许的裂缝‘

不允许出现超j J,

范》允许的结4}

值。

求 沉降保护要求

不允

1许出

允许

L《规

宽度。

二《规

I变形

刘

杜

注:A类构件:不允许出现超过规范允许的拉应力 (不允许出现裂缝)。

    B类构件:不允许出现超过规范规定的裂缝宽度 (控制裂缝宽度)。

    《规范》:为《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一计规范》JTG D60-2004

5.2.2桥梁结构保护等级

表5.2.2桥梁结构保护等级

保护类型

重点

一般

重点

一般

保护等级 影响范围

    I A级:重点保护等级，包括高速公路桥梁、一级公路桥梁及二级 (含)以上省道桥梁、快速路及

主干路桥梁，国家级文物保护区、重要的生产区、外事活动区和旅游区内的桥梁。

    2B级:一般保护等级，包括二级公路桥梁、三级省道桥梁、次干路桥梁、商业街道及步行街天桥，

地方文物保护区、重点地区或重点企事业内部的桥梁。

5.2.3对桥梁结构保护要求

    A级— 必须对既有桥梁结构及其使用状态进行全面检测，对既有桥梁结构进行安全性影响前评

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前加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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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过程中，在施工监测的基础上，必须进行第三方监测。

    施工结束后，必须对既有桥梁结构进行后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要后加固。

    B级— 应对既有桥梁结构使用状态及结构重点部位进行检测，应对既有桥梁结构进行安全性影响

前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要进行前加固。

    施工过程中，在施工监测的基础上，应进行第三方监测。

    如施工过程出现超过预警值情况，应对既有桥梁结构进行后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要后加

固。

    如施工过程出现超过警戒值情况，必须对既有桥梁结构进行后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需要后

加固。

5.2.4桥梁结构变形控制指标

    I预警值和警戒值应符合表5.2.4的规定

                        表5.2.4预警和警戒控制指标 (预警值和警戒值)

预警值 警戒值

混凝土拉应

    力

全预应力构件

    保 持一定压应

力，根据前评估结果

确定

  保持较少压应

力，根据前评估结果

确定

预应力混凝土A类构件，

<,60%控制值 1<80%控制值

混凝土裂缝

    宽度

预应力混凝土B类构件

钢筋混凝土构件

墩台、基础沉

  降位移

基础均匀总沉降值

墩台顶的水平位移

相邻墩台、基础均匀总沉降差值

2结构的变形控制

应根据施工方法、施工步序及相关影响因素对桥梁和结构各项变形控制指标进行分解，实施分步、

分段和分项控制。

5.3前评估

5.3.1对既有桥梁结构的技术要求

穿越工程施工期间，既有结构的工作状态、正常使用性能、安全性、周围地质环境条件及施工安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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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应符合以下要求。

      I桥梁结构必须满足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JTG D60-2004的要求，包

括:强度要求;刚度要求;稳定性要求;耐久性要求;正常使用要求。

    2桥跨结构的技术要求

      1 ) 结构承载力一应力状态。

      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不允许出现拉应力;A类构件不超过规范规定的拉应力。

      2) 结构刚度一裂缝、挠度。

      预应力混凝土B类构件和钢筋混凝土构件不允许出现超过相关规范规定的裂缝宽度。桥跨跨中不

允许出现超过规范规定的挠曲变形。

      3)墩台的承载力一应力状态。

        全预应力混凝土构件不允许出现拉应力;A类构件不超过规范规定的拉应力。钢筋混凝土构件

不允许出现超过相关规范规定的裂缝宽度。

      4)墩台、基础的沉降一均匀总沉降值。

      5)墩台的倾斜 (不均匀沉降)一墩顶的水平位移。

      6)相邻墩台、基础沉降差一均匀总沉降差值。

5.3.2既有桥梁调查

    I既有桥梁现状调查。包括:桥梁的名称、位置、建造时间、水文、地质、气象和环境情况;桥

梁运营现状，交通量、超载等情况和资料。

    2技术资料调查。包括:设计图纸、设计变更、施工、监理及竣工验收资料等;日常检查，定期

检测、专项检查资料。有关桥梁结构损伤、维护维修与改造、耐久性等情况和技术资料。

5.3.3既有桥梁检测

      I必须对A级既有桥梁结构及其使用状态进行全面检测。

    2应对B级既有桥梁结构及使用状态即:结构重点部位的应力、变形和沉降现状进行检测。

    3对桥梁现状的检测要符合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HI-2004和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

CJJ99-2003的要求。

    4经事故处理过的桥梁，应根据事故影响范围、程度，确定是否扩大对桥梁检测范围、内容和项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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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评估内容

    结合桥梁建造时期的桥梁设计规范与现行使用的桥梁设计规范的技术标准，对既有桥梁结构进行现

状评估。其评估内容包括:桥梁结构的承载能力;桥梁结构的抗变形能力;桥梁的抗震性能;桥梁的耐

久性。

5.3.5评估报告

1项目背景，评估目的。

2桥梁结构的保护类型和保护等级，评估项目和内容、。

3评估依据。

4既有桥梁结构的调查与鉴定。

  I )既有桥梁结构的安全工作状态。

  2)既有桥梁结构的抗震性能。

  3)既有桥梁结构的安全性储备与耐久性能。

5安全性评估。

      1)在检测结果、工程类比和分析计算基础上，对目前既有桥梁结构正常使用状况、抗震性能、

耐久性和其它潜在风险的安全性评估。

2)确定保证桥梁结构的安全性和正常使用状态的各项控制指标:控制值、预警值、警戒值。

6评估结论及建议

1)对桥梁结构总体的安全性评价。

2) 建议应包括:是否对既有交通设施进行前加固。如需加固，加固项目和措施;施工工法及措

施;对土体的加固措施;其它。

5.4前加固

5.4.1条件

I依据前评估报告的前加固建议，相关部门组织专家论证会确定是否进行前加固。

2依据前评估报告提出的前加固项目建议，相关部门组织专家论证会确定加固项目。

5.4.2要求

    1必须确定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进行加固设计。

    2应根据桥梁的现有技术状况，存在的病害，车辆通行的需要，以及将来交通发展的趋势，对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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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出分析判断。然后对各种加固改造方法的技术经济效益进行比较，选择合理的

加固方案。

    3对于加固设计中关键技术措施，应经过试验和鉴定。应掌握质量技术要求和检测方法。应以现行

桥梁理论为基础，依照既有相关《公路桥梁加固设计规范》JTG/T J22-2008和《公路桥梁加固施工技术

规范》JTG/T J23-2008进行桥梁加固设计。

    4桥梁加固应尽可能不损伤原结构，避免不必要的拆除及更换，防止加固中造成新的结构损伤或病

害。

5.5第三方监测

5.5.I一般规定

    I根据对桥梁结构的保护要求，对既有桥梁结构进行第三方监测。

    2监测单位必须有相应的监测资质。

    3桥梁的监测应按照 《地铁工程监控量测技术规程》(DB11/ 490-2007)要求执行，并符合 《城市

桥梁养护技术规范》(CJJ99-2003)和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JTG Hli-2004)等规范的要求。

5.5.2监测方案内容

    1监测对象、监测项目及部位;

    2穿越监测实施方案与技术保障措施;

    3监测点布置;

    4各监测阶段的任务及控制指标;

    5特殊和关键部位监测技术指标;

    6仪器设备精度与监测方法;

    7监测时间和频率;

    8对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和突发情况采取的监测措施和处置预案;

    9监测与检测数据资料的采集、处理、统计、报送、审定程序与方法。

5.5.3监测项目

I沉降变形监测。包括:地面沉降监测;地层土体沉降监测。

2桥跨结构监测。包括:变形及变形形态监测;应力状态监测。

3桥梁墩台结构监测。包括:墩台顶面标高的监测;墩台的倾斜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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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桥梁基础的监测。包括:基础的位移 (竖向和水平)监测;基础的不均匀沉降监测;基础的倾斜

监测;相邻基础沉降差的监测。

    5桥梁地基工程地质与水文条件的监测。地下水位的监测;含水量的监测;涌水量的监测。

5.5.4桥梁测点布置原则

    I基准点必须选在穿越工程施工影响区域以外。基准点的布置还必须考虑基准点的稳定性、长期性

和使用方便。

    2监测点的布置必须考虑穿越工程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规律，同时考虑既有桥梁设施的结构特点，

应力及变形关键部位，本着突出重点，掌握关键，把握全局，指导施工的原则进行布设。

    3在监测范围内，具体监测点布置部位要求如下:

      I )变形量较大、挠度较大的部位;

      2)应力较大的部位;

      3)变形曲线可能出现最大曲率和反弯部位;

      4)对变形敏感及应力集中的部位。

5.5.5监测时间和频率

    1一般监测时间应早于开工时间，结束时间应在施工结束后经认定土体和结构变形稳定或不少于十

二个月。如情况特殊，可适当延长监测时间。

    2对于重要影响范围内桥梁设施的沉降、倾斜、稳定性及结构关键影响部位的监测，应采用实时监

测方法。穿越施工期间，数据采集频率应不少于每20分钟一次。

    3其他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的监测项目，监测频率可参照 《地铁工程监控量测技术规程》

  (DB 11/490-2007)规定执行。

5.5.6监测报告

    I第三方监测数据经整理分析后，应提交以下成果:

      I )监测日报，每日递交一次当日的监测报告及分析;

      2)监测周报，每监测一周递交一次周监测报告及分析;

      3)监测月报，每监测一月递交一次月监测报告及分析;

      4)监测总结，第三方监测结束时递交第三方监测总结及分析报告。

    2监测日报内容应包括:当日监测数值、日变形量、累积变形量、变形是否超限等。

    3监测周报内容应包括:周变形量、累积变形量、周变形规律曲线、周平均变形速率、周最大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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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率、变形是否超限、对下周穿越工程开展的建议等。

    4监测月报内容应包括:月变形量、累积变形量、月变形规律曲线、月平均变形速率、月最大变形

速率、变形是否超限、对下月穿越工程开展的建议等。

    5监测总结内容应包括:累积变形量、ol,变形规律曲线、平均变形速率、最大变形速率、变形是否

超限、是否需要后加固的建议等。

5 57监测管理

                              表557 第三方监测分级管理表

管理责任

正常施工

发出预警并及时报告、继续加强监测、

发出警报、立即通知施工单位停止施工、并及时报

      送运营单位建设单位，加强监测、

管理等级 控制指标

III
U<预警值 (06Un)

11

U)预警值(06uo)

I
u }_>警戒值(08uo)

注:其中u为实测值，为Uo控制值。

5 6后评估

5 6 1后评估条件

    I在穿越工程竣工一年或变形稳定后，应根据桥梁结构保护要求和检测、监测结果认定是否进行后

评估。

    2在穿越工程对既有桥梁造成较大影响的情况下，应在既有监测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必要地补充检

测。

5 6 2后评估内容

I引起既有桥梁外观可识别变化和破坏情况。

2桥梁结构混凝土外观及附属结构混凝土发生的明显开裂情况。

3桥梁结构缝、变形缝、防水材料的功能变化情况。

4桥梁支座使用状况发生变化情况。

5分析以上问题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趋势。

6评估桥梁整体及桥梁结构的承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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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评估桥梁的抗震能力，安全储备及耐久性

5.6.3后评估依据和标准

    1既有桥梁工程结构的设计和维护养护文件，工程竣工验收资料。

    2相关桥梁设计、养护规范和 《新建地下工程穿越地铁既有设施安全后评估方法》。

    3一切检测、监测、加固资料和前评估报告。

    4自然环境的改变对既有交通设施工程结构现状使用状态影响的调查报告。

5.6.4后评估报告

后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I项目背景。

    2评估目的及意义。

    3评估依据

    4评估等级

    5评估范围

    6现状调查成果

    7评估项目和内容

      1)既有桥梁在穿越施工过程中的变形及损伤情况;

      2)既有桥梁的承载力和安全性评估;

      3)既有桥梁的抗震性评估;

      4)既有桥梁的耐久性评估;

      5)如果评估结论为既有桥梁存在安全隐患，评估报告应提出隐患存在原因和发展趋势。

8评估结论

对既有桥梁正常使用状态的安全性、抗震性、耐久性和潜在风险的评估结论。

9建议

1)是否需要对既有桥梁结构进行后加固，提出措施及建议;

2)是否需要对土体的进行后加固，提出措施及建议;

3)针对隐患发展趋势的加固处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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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后加固

5.7.1条件与对象

    I依据后评估报告的后加固建议，由相关部门组织专家论证会确定是否进行后加固。

    2依据后评估报告对既有结构后加固项目的建议，由相关部门组织专家论证会确定后加固项目。

    3后加固对象为既有桥梁结构、附属谈施以及对桥梁安全造成影响的周围地基地层范围。

5.7.2要求

  ，必须确定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洲行后加固设计。
    2应根据桥梁的现有技术状况、存在的I fol题、车辆通行的需要以及将来交通发展的趋势，对加固改

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出分析判断。然后对各种加固改造方法的技术经济效益进行比较，选择合理的后

加固方案。

    3通过后加固，必须保证既有交通设施在穿越工程竣工后的安全和正常使用。必须保证既有桥梁恢

复正常运营条件下的承载力水平和变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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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城市轨道交通隧道

6.飞一般规定

6.1.1穿越工程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区间隧道的影响主要考虑:对隧道结构的安全性、稳定性与耐久性

的影响;隧道断面的限界要求以及隧道内轨道结构平顺性、承载力以及耐久性的影响;对隧道内附属设

施使用功能的影响。

6.1.2不同影响范围的特征及应采取的相应措施见表6.1.2.

                                表6. 1.2影响范围特征及相应措施

影响范围分区 特征 应采取的措施

严格监控区 影响较大或会产生危害。

(1)从施工工法上采取措施

(2)加强第三方监测

(3)必要时采取前加固措施

一般监控区 影响较弱，但需注意。
(1)从施工工法上采取措施

(2)加强第三方监测

6.2前评估

6.2. 1调查

    既有区间隧道现状评估应调查以下资料:

    I 建造年代。

    2 隧道位置、埋深及周围的水文、地质、气象和地震等资料。

    3 主要工程材料。

    4 设计标准。隧道功能、隧道设计限界，隧道内线路技术等级，设计列车车速，隧道设计荷载等

级，抗震设防水平，基本风速，温度与湿度环境等。

    5 隧道内通过的列车类型，列车运行间隔。

    6 区间隧道技术资料。既有城市轨道交通区间隧道技术档案主要包括建造、大修和加固的设计文

    件，施工记录，设计变更及隐蔽工程检验，施工总结，监理总结，竣工资料，预制构件的出场合格

    证书，材料试验及抽检资料，日常养护维修资料，定期检测及有关资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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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检测

    应采取必要的检测方法对区间隧道结构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应包括:

    I 车辆限界、设备限界和建筑限界:

    2 隧道衬砌结构、盾构连接方式与连接构件以及变形缝等;

    3 各部位防水措施及防水等级;

    4 混凝土剥落、裂缝及碎裂情况;

    5 隧道结构漏水情况;

    6 混凝土强度、衬砌厚度以及混凝土保护层厚度的检测。

6.2.3评估

    I依据调查和检测结果，确定不影响列车正常运行时变形缝允许的差异沉降量;

    2依据对混凝土外观及裂缝的调查和&A测，判断破坏成因，评估隧道洞体变形可能对裂缝产生的影

响;

    3依据检测，评估隧道结构当前混凝土强度等级;

    4依据检测结果，判断衬砌厚度、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评估既有区间隧道结构的

实际应力状态、隧道周围(岩)土体稳定性及抗变形能力。

    5依据检测和计算结果，评估穿越工程对既有区间隧道抗震性能的影响。

    6结合计算分析，综合确定既有区间隧道变形控制值。

6.2.4报告

    按照前评估内容撰写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I 评估单位情况;

    2 既有轨道交通区间隧道概况及评估目的;

    3 现状评价或鉴定。对既有区间隧道结构现状进行总体评价，分析存在的问题及穿越施工可能引

发的变化趋势;

    4 评估既有隧道结构的承载安全度，预测穿越工程施工过程中隧道结构的变形，并根据允许变化

值，确定隧道结构的允许变形及差异沉降;

    5 对是否需要前加固以及加固的可行性给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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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前加固

6.3.1条件

    依据前评估报告结论，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进行相应的前加固与防护。

6.3.2要求

    I根据既有区间隧道结构的变形裂缝、漏水情况及承载能力等进行隧道结构加固。

    2前加固对象为既有城市轨道交通区间隧道、隧道内设施以及周围地层。

    3根据加固对象，宜选用相应适用规范中的加固技术或经论证可行的加固技术进行加固。

6.4第三方监测

6.4.1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应包括:隧道结构上浮或沉降以及变形缝差异沉降。依据实际情况，可选择增加其他监测

项目。

6.4.2测点布置

    I基准点的布置除需要考虑基准点的稳定性、长期性、使用方便的特点外，还应选在穿越工程施工

影响范围以外的区域。

    2测点应以穿越既有隧道结构的中心位置为中心由密到疏布置，测点间距一般可取 5m-10m。穿

越中心区域以及变形缝部位应适当加密。

    3测点选择应具有代表性，能反映隧道结构的变形特征。

    4在监测范围内，既有区间隧道结构的以下部位必须布置监测点:

      I )既有隧道距离新建工程边线最近的顶部、底部或侧部等部位;

      2)隧道结构变形缝两侧;

      3)前评估报告中给出的变形量、挠度、弯矩较大的部位;

      4)前评估报告中给出的既有隧道结构变形敏感及应力集中的部位。

6.4.3监测方法、频率和时间

    1隧道结构的上浮或沉降变形以及变形缝差异沉降等的监测，可采用实时监测方法，穿越施工期间，

数据采集频率应不少于20分钟。

    2其他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的监测项目，监测频率参照 《地铁工程监控量测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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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11/490-2007)规定执行。

  3监测时间宜持续到结构变形达到稳定或穿越施工完工一年之后。

6.4.4监测报告

I第三方监测应按下列要求提交监测报告:

1)监测日报，每日递交当日的监测报告;

2)监测周报，每周递交一周监测分析报告;

      3)监测月报，每月递交一月监测3Y,析报告;

      4)监测总结，第三方监测结束时递交监测总结分析报告。

    2监测日报内容应包括:当日监测数值、日变形量、累积变形量、最大变形点位置、变形是否超限

等。

    3监测周报内容应包括:周变形量、累积变形量、周变形规律曲线、周平均变形速率、周最大变形

速率、变形是否超限、对下周穿越工程施土的建议等。

    4监测月报内容应包括:月变形量、累积变形量、月变形规律曲线、月平均变形速率、月最大变形

速率、变形是否超限、对下月穿越工程施丰的建议等。

    5监测总结内容应包括:累积变形量、总变形规律曲线、平均变形速率、最大变形速率、变形是否

超限、是否需要后加固的建议等。

6.4.5预警值与警戒值

    I本技术要求采用既有区间隧道上浮或沉降变形控制值作为是否影响既有区间隧道结构正常运营

的控制指标，变形控制值uo由穿越工程前评估单位确定。

    2预警值和警戒值分别采用0.6 Uo和6.8 Uo.

    3当变形值达到预警值时，应发出预警并加强监测;采取相应技术措施之后，未能有效控制变形的

发展而达到警戒值时，必须立即停工，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变形的发展，当沉降变形稳定后，方可继续

施工;当变形超过警戒值后，应重新评估穿越施工方案的可行性，经专家论证确定合理应对措施。

6.5后评估

6.5.1条件

在穿越工程竣工一年或变形稳定后，应对既有区间隧道进行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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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要求

    对施工过程中及施工结束后区间隧道的变形缝、裂缝及渗漏情况、隧道限界等进行评估;对既有区

间隧道承载能力及变形能力进行评估;对其他结合实际情况选择的项目进行评估。

6.5.3报告

    按照后评估内容撰写评估报告，后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I 后评估单位基本情况。

    2 根据施工过程中的监测数据以及工后既有区间隧道结构的调查，分析既有区间隧道在穿越工程

施工影响下的变形及破坏情况，对其是否满足正常使用和耐久性要求，以及轨道交通运营的安全性等给

出结论;

    3 如果评估结论表明既有区间隧道存在安全隐患，还应分析既有隧道结构存在问题及动态变化趋

势、损坏原因及维修处理意见。

6.6后加固

6.6. 1条件

    1依据后评估报告结论，对既有区间隧道进行后加固与恢复。

6.6.2要求

    I后加固对象包括既有区间隧道及周围地层。具体加固项目根据后评估报告确定。

    2重点针对既有区间隧道的变形裂缝、漏水及结构变形进行加固。

    3既有区间隧道结构沉降量超过既定限度，产生安全影响，导致地铁无法正常运营时，应对既有隧

道结构进行加固修复。

    4既有区间隧道结构处于安全状态，仅产生限制范围内的裂缝和渗漏，应对裂缝和渗漏进行处理。

    5宜采用相关规范中的加固技术或经论证可行的加固技术进行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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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城市轨道交通桥梁

7. 1一般规定

7.1.1针对不同的影响范围应按照表7.1.1娜定的对策制定穿越方案和施工及其监测措施。

                              表7.1.1影响程度分区及相应对策

分区 特征 对策

严格监控区 影响较强或会产生危害。

(1)从施工工法上采取措施

(2)加强第三方监测

(3)必要时采取前加固措施

一般监控区 影响较弱，但需注意。
(1)从施工工法上采取措施

(2)加强第三方监测

7.1.2本章的桥梁结构控制指标仅是从结构自身的安全与稳定性方面给出，运营安全指标由轨道结构控

制。

7.2前评估

7.2. 1调查

I桥梁概况调查:

  I )建造年代。

      2)桥位及自然条件。该桥所在的线路名称，桥位处的水文、地质、气象和地震等情况。以及桥

全长、桥型及跨径组成，孔数。

      3)主要工程材料

      4)设计标准。桥梁功能，桥上线路技术等级，桥上设计列车车速，桥面净宽，桥梁设计荷载等

级，抗震设防烈度，基本风速，环境温度变化等。

      5)桥上通过的列车类型，列车运行间隔及其变化。

    2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桥梁技术档案主要包括建造、大修和加固的设计文件，施工记录，设计变更及

隐蔽工程检验，施工总结，监理总结，竣工资料，预制构件的出场合格证书，材料试验及抽检资料，日

常养护维修资料，定期检测及有关资料等等。

7.2.2检测

    按规范要求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桥梁进行检测，检测的项目、指标及方法参见表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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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2城市轨道交通桥梁检测项目、指标及方法

检测方法

桥梁 结

构外观

状态

结构表面裂缝 长度、宽度、位置 测缝计

混凝土剥落 是否剥落 目测

结构表面锈迹 是否有锈迹 目测

桥梁结

构钢筋

混凝土

状态

混凝土强度 抗压强度
可采用(超声)回弹法或
钻孔取芯法

混凝土保护层 厚度

可采用钢筋扫描仪进行
量测，同时辅以少量小

破损 (凿除)的方法，
用游标卡尺量测

混凝土碳化 深度 可采用试剂法测量

钢筋锈蚀 是否锈蚀

可采用钢筋锈蚀仪进行

电化学无损检测，对怀
疑锈蚀的部位进行小破

损试验，用电化学实验
结果和小破损实验结果

综合判断混凝土内钢筋
锈蚀状况

特殊辅

助检 测

项目

高架桥梁结构

损伤检测

在外观检测的基础上对结构进行

振动分析及测试，通过分析结构模

态频率和阻尼比来判定结构刚度

的退化情况，进而识别结构的损伤

超声脉冲法、脉冲回波
法、雷达扫描法、红外

热谱法、声发射法、

桥梁结构损伤识别技术
等

静载试验检测

测出变形、挠度、应变、裂缝等，
从而分析得出结构的强度、刚度及

抗裂性能，据此判断桥梁的承载能
力

静载试验检测法

动载试验检测

①测定桥跨结构在车辆荷载下的
强迫振动特性(冲击系数、强迫振

动频率、动位移和动应力等)
②测定桥跨结构的自振特性(自振

频率、振型和阻尼特性等)

动载试验检测法

附属设

施

结构排水设施
工作状况

是否完好 目测

支座检测

①锚螺栓有无剪断，螺母有无松
动、锈蚀:②钢件是否锈蚀、有无

裂纹、有无脱焊;③支承垫石是否

裂损;④横向限位是否失效;⑤与
梁体、墩台连接是否密贴，是否存

在 “脱空”现象;⑥板式橡胶支座
有无裂纹、不均匀鼓凸变形、钢板

外露;位移、剪切角是否超限;⑦
盆式橡胶支座聚四氟乙烯板的外

露高度，位移和转角是否超限

目测、测缝计

梁端横向限位 是否失效 目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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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评估

依据桥梁建设年代的规范与现行规范，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桥梁进行现状评估，包括承载能力及变

形能力评估，评估内容如下: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桥梁的承载能力: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桥梁的抗变形能力;

3.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桥梁的允许水平位移、沉降和差异沉降;

4.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桥梁的允许净空变化量;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断面的允许净空变化量;

穿越工程施工前后其既有桥梁抗震性能的变化。

7.2.4报告

    I应分别以裂缝控制和强度控制两种工况进行验算，估算出结构的实际承载能力极限值;考虑一定

的安全储备系数后，提出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结构承载能力控制值。

    2应根据对结构承载能力的分析，评估结构抵抗变形的能力，考虑一定的安全储备系数后，提出既

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结构变形能力控制值。对于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结构变形能力除了受结构的承

载能力控制外，还要受线路控制，即结构的变形不能影响安全运营。根据以上两种控制条件，以取小为

原则确定既有结构的变形能力控制值。

    3应根据列车安全运营对线路平曲率、纵坡、纵曲率的要求，依据轨道、道床、桥梁结构共同作用

的机理，确定结构允许水平变形及差异沉降;考虑一定的安全储备系数后，提出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桥梁

设施结构的允许水平位移、沉降和差异沉降的控制值。

    4应依据调查结果，按照列车安全运营的要求，考虑一定的安全储备系数后，提出线路的轨道几何

形位偏差值。

    5应依据调查结果，按照建筑和车辆限界的要求，考虑一定的安全储备系数后，提出既有城市轨道

交通桥梁设施断面的允许净空变化量控制值。

7.3前加固

7.3. 1条件

依据前评估报告，对既有城市轨道桥梁进行相应的前加固与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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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要求

    I进行桥梁加固前，应进行详细设计。

    2桥梁加固不宜损伤原结构，避免不必要的拆除及更换，防止加固中造成新的结构损伤或病害。

    3桥梁加固改造方案的确定，应首先要根据桥梁的现有技术状况，存在的病害，列车通行的需要，

以及将来交通发展的趋势，对加固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出分析判断。然后对各种加固改造方法的技

术经济效益进行比较，选择合理的加固方案。

    4宜采用相关规范提供的加固技术或经论证可行的加固技术进行桥梁的加固。

7.4第三方监测

7.4.1监测项目

    1桥跨结构

      I )对于超静定结构，应重点监测桥梁各跨支点、跨中和 1/4跨截面的竖向变形;重点监测:桥

梁各跨跨中截面下缘和支点截面上缘的应力。

      2)对于静定结构，应重点监测桥跨支点、跨中截面的竖向变形;重点监测桥梁跨中截面下缘的

应力。

    2墩台结构

      I )门式桥墩 (超静定结构)。变形监测:各墩柱上下测点的竖向和水平变形;应力监测:墩柱与

盖梁上下测点的应力。

      2)独柱式桥墩 (静定结构)。变形监测:墩柱上下测点的竖向和水平变形;应力监测:墩柱下测

点应力。

      3)桥台。重点监测桥台上下测点的竖向和水平变形以及台背填土的变形。

7.4.2测点布置

    I基准点的布置除需要考虑到基准点的稳定性、长期性、使用方便的特点外，还应选在穿越工程施

工影响范围以外的区域。

    2监测点的布置应考虑穿越工程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规律，同时考虑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结构

特点，本着突出重点，兼顾全局，正确指导施工的原则进行布设。

    3在监测范围内，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结构上必须布置监测点的部位如下;

      1)距离新建工程中心线最近的桥梁基础或承台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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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结构变形缝两侧:

      3)前评估报告给出的桥梁变形量较大、挠度较大、弯矩较大的部位;

      4)前评估报告给出的对变形敏感及应力集中的桥梁结构部位。

7.4.3监测频率与时间

    参照 《地铁工程监控量测技术规程》(DB 11/490-2007)规定执行。

7.4.4监测报告

I参照6.4.4的要求执行。

2监测报告中对于变形是否超限，可将观测数值与预警值、警戒值相比较加以判断。宜采用三级管

理制度，具体分级参照表7.4.4.

表7.4.4第三方监测分级管理表

管理等级 管理位移 施工状态

III U<0.6 UO 正常施工

11 0.6 UO < U< 0.8 UO 加强监测、发出预警并及时报告

I U},>0.8 UO 加强监测、停止施工并发出警报

注:其中u为实测值，u。为变形控制值。

7.4.5预警值与警戒值

I简支梁桥

    对于简支梁桥，预警值与警戒值的控制需要同时满足表7.4.5中的4项指标。且墩台均匀总沉降及

相邻墩台差异沉降每日调整量需小于3mm.



DB11/T 716一2010

表7.4.5 简支梁预警值与警戒值

项目 墩台均匀总沉降 相邻墩台差异沉降 梁端绝对转角 梁端相对转角

预

警

值

碎石

道床
18mm 9mm 1.2 X   10-3   rad 2.4 X   10-3   rad

整体

道床
12mm 3mm 0.6 X I 0-'rad 1.2 X I 0-'rad

警

戒

值

碎石

道床
24mm 12mm 1.6 X   10-3   rad 3.2 X 10-3rad

整体

道床
16mm 4mm 0.8 X 10-3   rad 1.6 X   10-3   rad

    2连续梁桥

    连续梁桥结构的墩台沉降预警值与警戒值除满足上表的要求之外，还应该满足应力要求，结构应力

控制值uo由穿越工程前评估单位和既有桥梁原设计单位给出，预警值和警戒值分别取0.6Uo和UUO}

    3当变形值达到预警值时，应发出预警并加强监测;采取相应技术措施之后，未能有效控制变形的

发展而达到警戒值时，必须立即停工，进一步采取措施控制变形的发展，当沉降变形稳定后，方可继续

施工;当变形超过警戒值后，应重新评估穿越施工方案的可行性，经专家论证确定合理应对措施。

7.5后评估

7.5.1条件

    在穿越工程竣工一年或变形稳定后，应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桥梁进行后评估。

7.5.2要求

    后评估应分别从结构承载能力和线路安全运营要求两个方面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进行评估。

7.5.3报告

    I按照前评估内容撰写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I )评估单位情况;

      2)既有线概况及评估的目的;

      3)现状评价或鉴定;

      4)评估内容;

      5)给出相应指标值，提出是否需要后加固以及加固的可行性的结论。

    2依据后评估结论，指导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桥梁进行后加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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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后加固

7.6. 1条件

依据后评估报告，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桥梁进行相应的后加固与恢复。

7.6.2要求

I重点针对前评估时己经存在的桥梁结构缺陷和穿越施工完成后新产生的安全隐患进行加固。

2进行桥梁加固前，应进行详细设计。对于关键技术措施，应先进行室内试验，掌握技术要求和检

测方法。

3桥梁加固应尽可能不损伤原结构，避免不必要的拆除及更换，防止加固中造成新的结构损伤或病

4根据加固对象，宜采用相关规范提供的加固技术或经论证可行的加固技术进行桥梁的加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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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城市轨道交通路基

8.1一般规定

8.1.1根据不同的影响范围，采取措施见表8.1.1.

                                表8.1.1影响程度分区及对策

分区 特征 对策

严格监控区 影响较强，或会产生危害。

(1)从施工工法上采取措施

(2)加强第三方监测

(3)必要时采取前加固措施

一般监控区 影响较弱，但需注意。
(1)从施工工法上采取措施

(2)加强第三方监测

8.1.2本章的路基控制指标仅是从路基自身的安全与稳定性方面给出，运营安全指标由轨道结构控制。

8.2前评估

8.2.1调查

    穿越工程前评估工作应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路基概况及相关技术资料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

线路的路基概况调查、线路技术资料调查以及线路使用状况调查。

    I.线路概况调查包括线路位置、路基填筑形式以及线路周围的水文、地质等情况。

    2.线路技术资料调查包括线路功能、路基埋深、断面尺寸，设计行车速度，线路设计

    3.荷载等级，平、纵断面情况，抗震设防水平，温度与湿度环境等。

    4.线路使用状况调查包括运营中的路基排水、路基沉降、加固维修情况及建设年代等。

8.2.2检测

    I穿越施工前，应采取必要的检测方法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路基结构进行检测。

    2路基检测内容包括:

      I )路基结构分层;基床、砂垫层及路堤填土的各层厚度;

      2)路基结构的横断面和纵断面状况。

      3)路基结构横断面变形(包括竖向变形和横向变形)和纵向变形。

      4)基床土的性质与状况，包括基床土的物理力学性质、颗粒组成、含水量、强度等。

      5)路基病害的类型、发育程度和分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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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评估

I根据调查资料和检测资料评估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路基结构的承载能力和结构变形状况。

2评估路基结构的变形是否会影响路基结构的承载力和线路的安全运营，并提出路基结构变形能力

控制值。

    3评估路基结构的允许横向和纵向水平位移、路肩沉降和差异沉降。

8.2.4报告

    I按照前评估内容撰写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1)评估单位情况;

      2)既有线路基结构概况及评估的目的;

      3)既有线路基结构现状评价或鉴定;

      4)评估结论;

      5) 穿越工程是否需要采取前加固措施;

    2前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论包括:

      1)路基结构的承载能力和变形预测值与控制值;

      2)路基结构的允许横向和纵向水平位移、路肩沉降和差异沉降的预测值与控制值;

8.3前加固

8.3.1条件与要求

依据前评估报告及专项设计报告，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路基结构进行相应的前加固与防护。

8.4第三方监测

8.4.1监测项目

    I监测项目包括:路基变形、工程地质及水文条件。

    2路基变形监测指标包括:路基横断面变形、纵断面变形及路肩沉降。

    3工程地质及水文条件监测指标包括:土应力、地下水位、空隙水压力。

8.4.2测点布置

    1基准点应在工程地表周边稳定处埋设至少三个，且均匀分布在测区的周边。高程宜采用独立高程

系统。在路基上根据路基面的宽度、结构特点等具体情况布设沉降观测点。

    2除穿越工程施工影响区域内，穿越工程施工影响区域外也应按照具体工程情况布置监测点。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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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监测点从穿越工程开挖断面向外布置，间距逐渐加宽。测点间距在施工影响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

取值。

    4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路基结构必须布置监测点的部位如下:

      1)穿越中心线位置等变形的关键部位;

      2)变形量较大、沉降较大、受力较大的部位;

      3)变形敏感或应力集中的部位。

    5路基横向和纵向变形观测点、沉降观测点宜布置在线路中心线和路肩位置。

8.4.3监测频率和时间

    1第三方监测时间为:从穿越工程开工前开始，直至施工结束后，最后连续3个观测周期的观测值

之差小于观测精度为止。

    2线路横向沉降监测断面、监测频率在穿越施工区域内正常情况下至少每3小时测量 I次，以后根

据测量结果适当延长到6小时、12小时、24小时。施工区域30m-100m以远的已完成区段至少每周

一次。沉降区域稳定后监测频率至少为每月一次。应根据工程实际的沉降量及沉降速率及时调整监测频

率。

    3穿越工程施工断面周边深层土体进行土压力、空隙水压力、分层沉降等监测断面的监测频率不少

于每天一次。在变形值超限时要适当增加监测频率。

    4监测频率根据监测断面距穿越工程开挖面的距离和沉降速度而定。当出现特殊情况时应增加监测

频率。

    5除必要的长期监测外，第三方监测一般在穿越施工完成变形稳定后结束。

8.4.4监测报告

I参照6.4.4的要求执行。

2监测报告中应将观测数值与预警值、警戒值相比较加以判断，给出路基变形是否超限的结论。

8.4.5预警值与警戒值

1施工监测的沉降变形预警值应根据沉降变形曲线和稳定沉降值确定。一旦达到预警值，施工方必

须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控制沉降变形的继续发展。

2当沉降量达到预警值，在采取相应技术措施之后，未能有效控制沉降变形的发展而达到警戒值时，

必须立即停工，进一步采取技术措施，控制沉降变形的发展。

3路基面的预警值与警戒值应由前评估单位确定，在前评估单位无法确定预警值与警戒值的情况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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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可参照表8.4.5.确定。

表8.4.5路基面的预警值与警戒值

项目
平整度

路基顶面高程
纵向不均匀沉降 横向不均匀沉降

预警值 4.8mm 1.8mm 士15mm

警戒值 6.4mrn 2.4mm +20mm

B.5后评估

8.5.1条件

    在穿越工程施工完成一年或变形稳定后，均应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路基进行后评估。

8.5.2要求

    应分别从路基排水状况、承载能力和变形三个方面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路基结构进行后评估。

8.5.3报告

    后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I. 既有线在穿越施工过程中的变形及破坏情况;

    2. 既有线是否满足运营安全和耐久性要求;

    3. 如果评估结论为既有线路基结构存在安全隐患，评估报告应提出隐患存在原因、发展趋势以及

        维修处理意见。

8.6后加固

8.6.1条件

    依据后评估报告，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路基结构进行相应的后加固与恢复。

8.6.2要求

    I后加固对象为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路基结构以及周围地层。

    2通过对既有线的后加固，达到既有路基结构正常运营条件下的承载力和变形要求。

    3对路基进行后加固宜采取的措施有地层注浆加固和在路基两侧布置护坡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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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9.1一般规定

9.1 .1穿越工程施工时，应保证区间轨道结构的平顺性、安全性、稳定性及耐久性。

9.1.2穿越工程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区间轨道的影响应考虑:对轨道结构几何形位的影响、对碎石道床

稳定性的影响以及对轨道结构及部件状态的影响。

9.2前评估

9.2.1调查

    穿越工程前评估工作应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轨道结构的概况及相关技术资料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

括轨道结构概况调查、轨道结构技术资料调查。

    1轨道结构概况

      1)轨道结构和部件类型及状态:包括轨道结构类型 (有柞轨道，整体道床轨道等);‘轨道部件类

型 (钢轨，轨枕，扣件，道床，道岔，轨道加强设备状况，整体道床状态)。

      2)轨道平纵断面情况:包括轨道结构所处的平面位置 (直线，曲线);坡度等。

      3)轨道结构的基础:包括路基、桥梁和隧道等。

      4)无缝线路相关资料:包括无缝线路的锁定轨温，长轨节布置，钢轨焊接状况，防爬设备及观

测桩，有无伸缩调节器，穿越工程实施时的轨温资料。

      5)轨道维修状况:包括大中修状况，轨道部件更换状况。

      6)运营条件:包括行车速度、列车轴重、行车密度。

    2轨道结构技术资料

    既有轨道结构技术档案主要包括建造、大修和加固的设计文件，施工记录，设计变更，施工总结，

监理总结，竣工资料，预制构件的出场合格证书，材料试验及抽检资料，日常养护维修资料，定期检测

及有关资料等。

9.2.2检测

    I穿越施工前，应采取必要的检测方法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轨道结构进行检测。，

    2轨道结构检测内容包括:

      1)轨道几何形位。包括轨距，高低，水平，轨向，三角坑，道岔几何形位等。

      2)轨道结构及部件的状态、轨道结构的变形和应力状态、整体道床裂缝及其与基础的连接状态。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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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评估

在轨道结构下部基础评估的基础上，结合现有轨道结构情况，对轨道结构的变形、受力以及伤损等

情况进行评估。

9.2.4报告

按照前评估内容撰写评估报告，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I. 评估单位情况;

既有线轨道结构概况及评估的目的;

轨道现状评价或鉴定;

  轨道结构变形预测值与控制值;

  是否需要对轨道结构进行前加强和处理。

9.3前加固

9.3. 1条件与要求

依据前评估报告及专项设计报告，对轨道结构进行相应的前加固。

9.4第三方监测

9.4.1监测项目

    监测项目应包括:几何形位 (轨距、水平、方向、高低、曲线正矢和超高)、扣件状态 (松动、损

坏)、轨枕状态 (歪斜、裂纹)、道床状态 (断面尺寸变化、密实度)，走行钢轨、道岔、接触轨等设备

状态;钢轨探伤情况，若为整体道床，道床状态则应检测整体道床裂缝及其与基础的连接状态。无缝线

路应力与爬行状况，可依据实际情况选择增加其他监测项目。

9.4.3测点布置

    1测点布置应根据距离轨道结构变形敏感部位和应力集中部位由近及远，由密到疏布置。应在轨道

结构变形敏感部位与应力集中部位加强监测，测点布置应适当加密。

    2测点布置应具有良好的代表性，能反映轨道结构变形的主要特征。

    3穿越曲线和道岔区，应按《城市轨道聋通设施养护维修技术规范》要求的检测项目加强监测力度。

9.4.4监测频率和时间

    I第三方监测时间应为:从穿越工程开工前开始，直至施工结束后，最后连续3个观测周期的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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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之差小于观测精度为止。

2监测频率根据监测断面距开挖面的距离和沉降速度而定。出现特殊情况时应增加监测频率。。

3施工中，应至少每2小时监测一次轨道几何形位变化。

9.4.5监测报告

I参照6.4.4的要求执行

2监测报告中应将观测数值与预警值、警戒值相比较加以判断，给出轨道变形是否超限的结论。

9.4.6预警值与警戒值

穿越工程施工时，轨道结构几何尺寸的预警值与警戒值应由前评估单位确定，在前评估单位无法确

定预警值与警戒值的情况下，可参照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养护维修技术规范》要求标准确定。

9.5后评估

9.5.1条件

    在穿越工程施工完成一年或变形稳定后，应对既有轨道交通的轨道结构及部件、几何形位和无缝线

路的应力与爬行状态进行后评估。

9.5.2要求

    应分别从轨道的几何形位、轨道结构及部件状态、道床状态等方面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轨道结构进

行后评估。

9.5.3报告

    按照后评估内容撰写评估报告，后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I评估单位情况;

    2轨道结构在穿越过程中的变形及破坏情况;

    3轨道结构是否满足运营安全和耐久性要求;

    4是否需要后加固及相应的加固措施。

9.6后加固

9.6.1条件

依据后评估报告，对轨道结构进行相应的后加固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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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要求

    I后加固对象为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轨道结构。

    2通过对既有轨道结构的后加固，达到正常运营条件下的承载力和变形要求。

    3对轨道结构进行后加固宜采用相关规范提供的加固技术或经论证可行的加固技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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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技术要求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技术要求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I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反面词采用 “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反面词采用 “不应”或 “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反面词采用 “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 “可”。

2. 在本技术要求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技术要求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 “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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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建设部2005年140号令

北京市2005年156号令

京路法制发【2008]64号令

京路轨建发[20041481号
北京市2004年第 147号

JTJ073.2-2001

JTJ073.1-2001

CJJ36-2006

JTG F80/1-2004

JTJ059-95

JTG F 10-2006

JTG D60-2004

CJJ99-2003

JTG/TJ22-2008

JTG/TJ23-2008

JTGH 11-2004

CECS25-90

JTGD63- 2007

DB I 1/ 490-2007

CB 50204-2002

GB 50026-2007

GB 50157-2003

TB/T 2820 1-2820 8

GB/T 50438-2007

DBII/T 311 1-2005

TB 10001-2005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办法》

《北京市城市道路管理办法》

《北京市路政局关于印发地下工程穿越交通设施安全监管暂

行办法的通知》
《关于加强穿越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工程管理的通知》

《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
《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范》

《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

《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第一册:土建工程)

《公路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

《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

《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城市桥梁养护技术规范》

《公路桥梁加固设计规范》

《公路桥梁加固施工技术规范》

《公路桥涵养护规范》

《混凝土结构加固技术规范》

《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

《地铁工程监控量测技术规程》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工程测量规范》

《地铁设计规范》

《铁路桥隧建筑物劣化评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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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4市政道路与桥梁

4.1一般规定

4.川 穿越方式和部位

    对于横过道路的穿越，不管其角度大小，均造成对道路全断面的影响，故归为一类。未横过道路的

穿越往往易导致较长区间的道路横向不均匀沉降，发生纵向裂缝，故归为一类。

    相对道路的细长体量特点和穿越工程的微小纵坡，一般不考虑竖向角度变化。

4. 1.2对既有道路的影响范围

    按路基工作区确定影响范围是一种简化的方法。从道路结构角度考虑，而不是从穿越工程角度考

虑，保证道路本身的完整。同时，给出了确定直接与间接影响分界的简化方法。

    路基的工作区深度Za(自路面中线位置向下算起):将车轮荷载引起的附加应力占路基土自重应力

的比例大于 10%---20% 以上深度范围，作为路基工作区的深度。路基工作区深度有两种情况:Za大

于路基填土高度;Za小于路基填土高度。考虑到道路性质、等级和地下工程的影响方式，可以根据道

路保护等级、路基路面结构和通行重载车辆情况计算确定路基工作区深度，或根据路基路面工程设计确

定。

    在缺少数据和设计资料情况下，表4-1中建议采用的数值为北京市道路一般情况，并考虑到通行重

车的影响。

    沿道路路线方向，新建地下工程的结构外缘线外侧，以45”角向上至路面的交会线范围内确定重

要影响范围 (直接影响范围)，是一个结合北京地区工程地质多为沉积沙性土的简化方法。当具备工程

地质资料情况下，应根据新建地下工程埋深情况，按照假定开槽施工及土质情况确定的放坡线确定。

4.2既有道路结构类型、保护等级与保护要求

4.2.1既有道路结构类型

    因为半刚性路面结构的破坏现象及对交通的影响更接近柔性路面，所以按照道路结构的材料和力学

特性、破坏特点，分为柔性路面和刚性路面两种结构类型，既简化工作，并与道路结构类型的划分基本

保持一致。

4.2.2既有道路保护等级

    虽然道路设计寿命在十几年到几十年，但因为交通的迅速增长，道路翻修加固周期往往很短，根据



道路性质将道路保护等级分为重点、一般和非保护三级，符合投入产出的技术经济需求和保证重点、照

顾一般的原则。

4.2.4道路变形控制指标

    为达到上述保护要求，考虑现有穿越工程实际变形控制情况，本技术要求按允许变形程度，根据道

路养护技术规范和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提出以最大允许变形量，即技术指标的极限值为沉降变

形控制极限指标。除有特殊规定外，一般情况下，甲类道路极限值指标为平整度「。」、[h」和高程〔HI;

乙类道路极限值指标为平整度〔a]、[h] ,高程〔HI和相邻板高差「A〕;挡土墙为顶面高程〔HI、竖直度

[i」和沉降缝错缝差〔△〕。

    对最大允许变形量的控制，实际要控制变形幅度和变形速率，是在保证既有道路技术要求情况下，

所允许发生的可控制、不允许超过的最大沉降变形幅度，故提出预警值和警戒值作为控制值，且应由前

评估报告和穿越施工方案确定。

    道路变形控制指标只取平整度和高程，不做道路整体的行驶质量和路况评价，不采用相应规范的综

合指标，其中任一指标达到控制值，均认为工程总体沉降达到相应控制值。这是因为，因穿越工程可能

引发的道路沉降变形绝大多数为局部路段的沉降变形，即使对于较长的平行下穿工程，通常也是从局部

的沉降变形开始并应该及时予以控制的。

4.3前评估与前加固

4.3.1路况调查、检测与评估

    为保证调查数据的科学规范和前后一致，路况调查、检测与评估的指标、内容、方法和技术要求，

除有特别规定外，均应按照 《城镇道路养护技术规范》(CJJ36-2006)第4章、《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

规范》OTJ 073 -2-2001 )第4章、《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范》UTJ 073.1-2001)第5章中的经

常性巡查有关规定进行。具体指标的选取应在前评估中规定。

    为求得各项监测数据的一致性和相互比照印证，对同一道路的路况调查、检测与评估的单元应与施

工监测单元保持相对固定。

4.4第三方监测

4.4.2监测项目

    根据因地下工程导致的道路沉降变形规律，道路的监测项目依据道路养护技术规范，选择了裂缝、

沉降变形、平整度、高程值等少数几项关键、代表性指标;明确了观察、检测和监测三种方式，以适应

沉降变形的持续发生发展、从微小变形到明显剧烈变形的变化规律，使用中应注意持续观测，根据持续



观测数据，分辨和判断因道路自身还是因穿越工程引起的沉降变形。

4.4.3路面测点布局

    在重要影响范围内并延伸至外侧30-50米，沿道路中心线和左、右路面边缘线，每间隔10米设一

高程 (竖向变形)监测点。向影响范围外侧延伸监测的目的，是为了与影响范围内可能发生的沉降变形

进行对比分析，以便于在宏观上把握住道路整体或局部沉降情况。

    测点的选择应具有良好的控制性和代表性，包括注意适当部位的代表性，还应注意选取稳定的、不

受路上交通和周围环境的影响的点位。

4.4.5监测基本方法与基本要求

    监测基本方法、频度和具体技术要求，均以相关道路养护技术规范和路基路面现场测试规程等为依

据，针对具体道路情况可通过监测方案加以细化，并加大监测力度。



5.道路桥梁

5.1一般规定

5.1 .1穿越方式和部位

    新建地下穿越工程与被穿越桥梁基础的空间相对位置和近接程度对被穿越桥梁基础的承载力和位

移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是在充分考虑新建地下工程影响既有桥梁结构的应力分布、大小、程度及范

围的基础上，确定两者的近接程度划分标准和影响范围。

    桩基础 二4/ a的位置上下是判断桩身在地面处的水平位移及转角与该位置的边界条件是否有关的

理论标准。

5.2对桥梁结构保护类型、保护等级友要求

5.2. 1桥梁结构的保护类型

    对不同桥梁构件对于裂缝的出现与否及程度的要求，将桥梁结构的保护类型分为重点保护、一般

保护和无需特殊保护三个等级。

      由于超静定结构对基础沉降变形非常敏感，因此，将超静定结构 (特别是预应力混凝土结构)作

为重点保护对象。

5.2.2桥梁结构保护等级

    根据影响范围(相互位置、及远近)、保护类型 (结构类型)将既有桥梁结构分为A, B, C类三

个保护等级，在保证既有桥梁结构的安全和正常使用状态的前提下，各保护等级桥梁结构必须满足其相

应的技术要求。

5.2.3对桥梁结构的保护要求

    在保证既有桥梁结构的安全和正常使用状态的前提下，对各保护等级桥梁结构提出相应的技术要

求。

5.2.4桥梁结构的变形控制指标

    由于桥梁结构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不同桥梁结构对变形的适应性不同，无法用桥梁基础的沉降

  (或隆起)变形控制指标直接判定桥梁结构的安全性，但桥梁结构构件自身的强度与刚度控制指标具有

唯一性。因此，本技术要求采用桥梁结构构件的强度与刚度指标及墩台位移作为判定桥梁结构安全与否

的主要控制指标，进而确定预警值和警戒值。

    桥梁结构变形控制指标是在保证桥梁结构安全和正常使用的前提下确定的，沉降变形导致桥梁结构



应力状态重新分布，可能使桥梁局部应力状态出现不满足规范规定的情况。可通过工程类比，结构计算、

数值计算并结合相关资料综合分析论证，提出相关施工沉降控制指标。

    桥梁变形和承载力极限值、预警值与警戒值应由前评估报告给出，考虑地下工程施工对桥梁结构的

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即考虑桥梁基础的沉降 (或隆起)变形和桥墩倾斜以及相邻基础的沉降差对桥梁

结构构件的承载能力产生间接性影响综合给出。其中预警值、警戒值表格仅供参考。

5.3前评估

5.3.1对既有桥梁结构的技术要求

  包括满足相关规范规定的桥梁结构强度要求、 刚度要求、稳定性要求、耐久性要求和桥梁墩台的位

移要求;满足桥梁附属结构的正常工作的要求;不发生不良工程地质与水文问题和确保施工安全的相关

要求。

5.5第三方监测

    新建地下工程穿越既有桥梁结构的应力与变形监测是为了保证被穿越桥梁结构的安全。测点布置仅

满足桥梁整体承载力及变形控制的要求，对于有特殊要求的桥梁监测，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监测内容和

测点布置。



6.城市轨道交通隧道

6.1一般规定

6.1.1新建地下工程穿越既有区间隧道，导致沿新建线路前进方向上的地层扰动和土体的损失，这必然

会对地表周围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地表的变形和围岩的物理性质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围岩类别的降

低，围岩的强度和自承能力降低，围岩松动圈向外扩展，土体间的压密变形增大，从而影响既有隧道结

构的安全性、稳定性与耐久性，甚至影响到隧道内轨道结构的稳定性和平顺性。新建地下工程施工，导

致围岩变形、沉降，波及既有区间隧道，使既有区间隧道结构发生剪切、拉伸和扭转变形，严重时导致

既有隧道结构破坏，无法正常运营，甚至发生安全事故。

6.5后加固

6.5. 1条件

    在新线穿越施工过程中，最理想的情况是能采取有效措施对既有区间隧道结构的沉降和位移控制在

不影响地铁正常运营的范围内。如果既有区间隧道结构受新建地铁施工的影响产生的裂缝、渗漏和沉降

超过正常运营的既定控制标准，则应该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进行相应的后加固与恢复。

6.5.2要求

    既有区间隧道的沉降超过正常运营的既定控制标准，会产生两种情况:一是对地铁区间隧道结构的

安全性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地铁无法正常运营，这种情况下，既需要对既有地铁区间隧道进行加固修复，

同时需要对沉降损失进行恢复;二是隧道结构处于安全状态，仅产生一定的裂缝和渗漏，但由于沉降超

限，使轨道结构几何形位发生较大变化，进而影响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营，针对这种情况需要对裂缝和渗

漏进行处理，同时对沉降损失进行恢复。

    既有区间隧道结构沉降量超过既定限度，可以采用抬升技术对既有区间隧道结构进行抬升，按照作

用对象的不同，对于隧道结构的抬升措施可分为直接措施和间接措施两类。

直接措施的基本原理就是采用钢筋混凝土桩、柱、梁等结构进行组合，在既有隧道下方施作，以代替新

建隧道承受上方构筑物的重量，实现对既有隧道结构的受力托换，在此过程中设置若干支承点，通过对

这些支承点的顶升设备 (如千斤顶等)的启动，从而使既有隧道沿某一平面向上抬升，减小既有隧道沉

降。常用方法有抬梁顶升法和静力压入桩法等。

      间接措施的目的就是通过处理土体自身变形来达到恢复沉降的目的，常用措施有注浆等。在土体

中注浆就是通过材料的膨胀产生压力从而达到对既有地铁结构的沉降进行恢复的目的。注浆可以分两



种，一种是在既有隧道内向下方注浆，一种在新建隧道内向上方注浆。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合适的加固

技术。

对区间隧道结构产生的裂缝，根据后评估结果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对于一般的结构裂缝可采用注环氧

树脂填充的措施进行处理;对于对结构耐久性和强度影响较大的裂缝除可采用注环氧树脂填充外，根据

需要采取措施对结构进行补强处理。



7.城市轨道交通桥梁

7.1一般规定

    穿越工程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高架桥的作用源于穿越工程施工所引起的地层位移，包括垂直和水平

两个分量;桥梁桩基础的承载力由桩侧摩阻力和桩端摩阻力构成，桩是通过与地层的侧摩阻力和桩端阻

力把上部荷载传递给地层的。而穿越工程邻近施工，必将影响到桩侧摩阻力和桩端阻力。

    如果桩基较靠近穿越工程的开挖面，那么垂直方向的分量将会在桩基础上施加不利的负摩阻力，引

起桩基的沉降并降低桩基的承载力。穿越工程水平轴下方的垂直方向的土体位移方向向上，会导致桩基

有上抬的趋势，而水平的土体位移分量将向着穿越工程的轴线移动，会在桩基中引起侧向的变形和弯矩，

桩基邻近穿越工程这一基本问题的示意图如图6.1.1.2所示。实际工程中单桩的情形较少，桥梁桩基几

乎都以群桩的形式出现，在桩端顶部有承台。穿越工程施工对邻近群桩的影响较之对单桩的作用更为复

杂。

                                                              桩
                                                                                了

                                                                                /

同州卜一‘
穿越工程 tv

一谈花

图7.1穿越工程施工对邻近桩基施的影响示意



8.城市轨道交通路基

8. 1一般规定

    穿越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地面线的影响是通过施工产生地层变形来传递的，改变了既有地层的初始

应力状态与地下水状态，造成土层变形、地层损失以及和地层排水，使既有线路结构的外力条件和支撑

状态发生变化而产生变形，导致基床和其上轨道结构的承载力、稳定性和耐久性下降，影响结构的功能

和安全，进而影响到列车运营的舒适性与安全性。

8.2前评估

8.2.1调查

    通过调查既有线路原设计图、竣工图、历次加固和改造设计图、事故处理报告、竣工验收文件及检

查观测记录等文件资料，确定路基断面尺寸、路基高度、限界情况、路基设计荷载、抗震设防水平、湿

度与温度环境等线路情况。

    确定线路建成年代及日后变迁改造情况，主要工程材料、运营的列车车辆型号、荷载等级以及列车

运行间隔等运营情况。

8.2.3评估

    1前评估需要评估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结构承载能力。应按照强度控制进行验算，估算出结构的

实际承载能力极限值;考虑一定的安全储备系数后，提出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路基结构承载能力控制值。

    2前评估需要评估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路基结构变形能力。应根据对结构承载能力的分析，评估

结构抵抗变形的能力，考虑一定的安全储备系数后，提出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结构变形能力控制值。

对于既有城市轨道交通地面线，结构变形能力除了受路基的承载能力控制外，还要受线路控制，即结构

的变形不能影响安全运营。在同时受二者控制情况下，以取小为原则确定既有结构的变形能力控制值。

    3前评估需要评估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结构的允许水平位移、沉降和差异沉降。应根据列车安全

运营对线路平曲率、纵坡、纵曲率的要求，依据轨道、道床、路基共同作用的机理，确定路基结构允许

水平变形及差异沉降;考虑一定的安全储备系数后，提出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路基结构的允许水平位

移、沉降和差异沉降的控制值。



8.4第三方监测

8.4.3监测频率和时间

    长期积累并季节性显现出来的影响是指:己受到扰动的路基及隧道工程本身，随着气温、降水等环

境因素的季节变化，隧道和地面线结构及其周围土体的稳定性的变化周期性地显现出来，并导致路基结

构出现沉降变形。这是工程竣工后持续监测的内容。通常应按月进行，并持续一年以上 (或一个四季轮

回)，且在雨季应加强监测。如果工程情况特殊，竣工后隐患较大，监测时间应不少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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