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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编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北京市市政工程研究院 

本标准参编单位：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三检测所有限责任公司、北京交通发

展研究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孙壮志、杨广武、刘长革、刘军、贺美德、邢文耐、刘勇、牛晓凯、王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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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荣华、张跃龙、邓小勇、陈锋、赵智涛、蒋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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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北京市地方标准《穿越城市轨道交通设施检测评估及监测技术规范》（以下简称“本标准”）是根

据《关于印发2010年北京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京质监标发〔2010〕53号）、《北京市

交通委员会关于启动2010年北京市交通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的通知》（京交行函[2010]83号）、《北京

市交通委员会关于印发2010年交通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的通知》（京交行发[2010]13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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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路制法发[2008]64号）文件要求，由北

京市交通委员会路政局组织编写。 

本标准在前期编制过程中，编制组对北京市穿越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检测、评估、实施方案和监测

成果等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同时借鉴了国内其它城市穿越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相关经验和资料，总

结了穿越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工程的实践经验。主要以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北京市地方标准为依据，

积极采纳了穿越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工程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科研等相关单位的意见。对《北

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管理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第213号令)规定的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穿越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工前检测评价、安全评估、后评估的评估内容、程序、方法等方面进行了规范；对

穿越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专项设计、施工、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监测提出了技术要求，体现了地方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本标准的实施有利于加强对北京市穿越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安全监管，更好地配合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安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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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城市轨道交通设施检测评估及监测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穿越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工前检测评价、安全评估、设计、施工、监测、后评估等环

节的技术流程和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在城市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中穿越已运营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方案、施工方案、

检测方案、评估方案和监测方案的编制、论证、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026  工程测量规范    

GB/T 50344 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 

DB11/490   地铁工程监控量测技术规程 

DB11/T718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养护维修技术规范 

 

3 术语和符号 

3.1 术语 

3.1.1  

穿越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traversing urban rail transit engineering 

在轨道交通控制保护区内，以不同穿越方式穿越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并对其产生影响的新建、改

建、扩建工程等，简称“穿越城轨工程”。 

3.1.2  

穿越方式  traversing mode  

穿越城轨工程与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之间的相对空间位置关系，包括上穿、下穿、并行、上跨及

连接方式等。 

3.1.3  

工前检测评价 preceding detection evaluation 

穿越城轨工程施工前，通过调查、检测等手段，分析、评价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变形、劣化、损

伤等状况的工作。 



DB11/T 915—2012 

2 
 

3.1.4  

安全评估 safety evaluation  

根据穿越城轨工程的初步专项设计、施工图专项设计以及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工前检测评价情

况等，通过建模、计算、分析，评估穿越城轨工程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安全影响的工作。安全评估

工作宜分初设安全评估和施工图安全评估两阶段进行。 

3.1.5  

后评估  post evaluation 

穿越城轨工程施工结束后，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进行检测、分析和评估的工作。 

3.1.6  

双控要求  double control requirements  

在穿越城轨工程监测实施中，变形、受力等各监测项目的监测控制值采用累计量控制值和变化速率

控制值两个指标进行控制。 

3.1.7  

分步控制值 step control values 

将累计量控制值分解到每一个主要的施工工序中，所得到对应的控制值。 

3.1.8  

偏离系数  deviation of ratio 

穿越城轨工程监测从开始至后评估前，变形监测项目所监测到的最大值与其监测控制值的比值。 

3.2 符号 

M  ——弯矩设计值； 

N  ——轴向力设计值； 

T  ——扭矩设计值； 

V   ——剪力设计值； 

100mv  ——最后100天的变形速率； 

0U ——监测控制值； 

01U ——累计量控制值; 

02U ——变化速率控制值； 

δ  ——偏离系数； 

jgδ ——结构偏离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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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δ ——轨道偏离系数；  

M∆  ——附加弯矩值； 

N∆  ——附加轴向力值； 

T∆  ——附加扭矩值； 

V∆  ——附加剪力值； 

MΣ  ——总弯矩值； 

NΣ  ——总轴向力值； 

TΣ  ——总扭矩值； 

VΣ  ——总剪力值； 

[ ]M  ——允许弯矩值； 

[ ]N  ——允许轴向力值； 

[ ]T  ——允许扭矩值； 

[ ]V  ——允许剪力值。 

 

 

4 基本规定 

4.1 穿越城轨工程的检测评估及监测实施程序，应按图 1进行。 



DB11/T 915—2012 

4 
 

工前检测评价

初步专项设计方案

 通过

未通过

发生预警

 否

 是

是

   后评估

施工图专项设计

 通过

 未通过

 未通过

工程施工 监测实施

否

启动应急预案

编制工程方案（含施工方案、应急预案、

防护方案及监测方案等）

 通过

否

 是

初设安全评估

施工图安全评估
未通过

施工安全性评审

 通过

设计安全性评审

穿越完成

      变形稳定

且穿越完成大于一年 继续监测

      变形稳定

  或穿越完成两年
是 否

 

图 1 穿越城市轨道交通设施检测评估及监测实施程序框图 



DB11/T 915—2012 

5 

4.1.1 穿越城轨工程的初步专项设计方案应在对被穿越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工前检测评价的基础上进

行。 

4.1.2 穿越城轨工程的专家评审宜分设计安全性评审和施工安全性评审两个环节进行。设计安全性评

审内容包括穿越城轨工程的初步专项设计方案、工前检测评价报告、安全评估报告和施工图专项设计等，

施工安全性评审内容包括穿越城轨工程的施工方案、应急预案、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轨道防护方案、城市

轨道交通设施监测方案等。并经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及管理部门确认。 

4.2 穿越城轨工程应满足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两方面的安全要求。 

4.3 设计、施工、工前检测评价、安全评估、监测及后评估工作均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完成。 

 

 

5 工前检测评价 

5.1 一般规定 

5.1.1 工前检测评价应在穿越城轨工程初步专项设计方案前进行。 

5.1.2 工前检测评价应为穿越城轨工程的安全评估和专项设计方案的实施提供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

相关现状基础数据、资料和建议。 

5.2 检测评价程序 

工前检测评价程序，应按图2进行，包括资料调查、现场外观初步调查、评价等级确定、工前检测

方案编制、仪器设备确认、现场检测、检测结果分析和工前检测评价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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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工前检测评价程序框图 

5.3 资料调查 

资料调查应包含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设计、施工、竣工、大修和专项维修、被穿越记录等资料。 

5.4 现场外观初步调查 

现场外观初步调查包括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结构的破损、渗漏、裂缝、变形缝张开等情况进行

观察或测量。当发现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存有病害，应以影像记录或检测数据等方式对其发生部位及

当前状态进行详细描述。 

5.5 评价等级确定 

5.5.1 工前检测评价等级应在资料调查及现场外观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依据 DB11/T718确定。 

5.5.2 评价等级分为三级，一级为轻微病害，二级为一般病害，三级为较重病害。 

5.5.3 评价等级划分标准如下： 

5.5.3.1 达到下列条件之一，为三级： 

a) 渗漏水达到或超过 DB11/T718的隧道、车站等项目相应的分项状态评定标准的三级。 

b) 结构裂缝达到或超过 DB11/T718的隧道、桥梁等项目相应的分项状态评定标准的三级。 

c) 变形缝或伸缩缝达到或超过 DB11/T718的隧道、桥梁、车站等项目相应的分项状态评定标准的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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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道床与结构产生剥离。 

5.5.3.2 达到下列条件之一，为二级： 

a) 结构裂缝达到 DB11/T718的隧道、桥梁等项目相应的分项状态评定标准的二级。 

b) 变形缝达到 DB11/T718的隧道、桥梁、车站等项目的分项状态评定标准相应的二级。 

5.5.3.3 未达到二级和三级条件时，可定为一级。 

5.6 工前检测方案编制 

5.6.1 现场检测前应编制检测方案，方案应包括工程概况、检测范围、检测项目、检测依据、检测方

法、检测仪器设备、检测人员、检测计划等。 

5.6.2 检测范围应由穿越城轨工程的设计单位结合城市轨道交通原设计单位意见根据穿越城轨工程施

工主要影响区域确定，并经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确认。 

5.6.3 各评价等级选取的现场检测项目应按附录 A进行。 

5.6.4 人防门、电梯、屏蔽门、消防管道等重要设施的检测，应按照相关标准进行。 

5.7 仪器设备 

工前检测使用的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周期内，仪器设备的精度和量程满足检测需要。 

5.8 现场检测 

5.8.1 现场检测前应对仪器设备当前状态进行检查。 

5.8.2 现场检测应根据检测方案进行相关项目的检测。 

5.8.3 现场检测人员应遵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安全管理规定。 

5.8.4 现场检测应做好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保护。 

5.8.5 现场检测专业技术人员应满足 GB/T 50344的相关要求。 

5.9 检测结果分析 

应对检测结果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当发现现场检测数据不足或异常时，应补充检测。 

5.10 工前检测评价报告 

5.10.1 现场检测完成后应编制工前检测评价报告。 

5.10.2 工前检测评价报告应包括项目背景、检测评价范围、评价项目、依据、方法、仪器设备、人员、

现状初步调查、现场检测成果、结论及建议等内容。 

5.10.3 工前检测评价报告应对工前检测评价工作进行总结，综合评价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结构、轨

道等方面的技术状态，对穿越城轨工程的初步专项设计方案和安全评估提出建议。 

5.10.4 工前检测评价结论应在结构、限界、轨道、线路等检测结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 

5.10.4.1 应明确结构的变形和强度、建筑限界、轨道几何形位、线路平纵断面是否满足相关规范或行

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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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4.2 应对道床与结构是否存在剥离状况以及剥离程度有明确描述。 

5.10.4.3 初步评价存在的病害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安全的影响及影响程度。 

5.10.5 建议中应明确提出初步专项设计方案中应保护的重要设施和安全评估应评估的主要对象及内

容等。 

 

 

 

6 安全评估 

6.1 一般规定  

6.1.1 安全评估应在工前检测评价及初步专项设计方案完成后、穿越城轨工程设计安全性评审前进行。 

6.1.2 安全评估宜采用三维模型进行计算评估。 

6.1.3 初设安全评估应明确给出穿越城轨工程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安全影响的结论。当需要对既

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进行监测时，初设安全评估应明确给出监测对象、项目及控制值 0U 。 

6.1.4 施工图安全评估应对施工图专项设计能否满足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安全运营进行验算，并给

出结论。 

6.2 评估程序 

安全评估程序，应按图 3的框图进行，包括资料收集、评估对象确定、评估模型建立、评估参数设

定、初设安全评估、施工图安全评估、安全评估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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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安全评估程序框图 

 

6.3 基础资料 

安全评估所需的基础资料应包括穿越城轨工程的地勘资料、初步专项设计资料、工前检测评价报告、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设计资料、大修或专项维修资料等。 

6.4 评估范围及对象 

6.4.1 安全评估的范围应由评估单位依据工前检测评价报告、初步专项设计方案等，结合穿越城轨工

程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影响程度确定，并经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及产权单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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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安全评估的对象为评估范围内的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的隧道、桥梁、涵洞、路基主体结构，出入

口、风亭、通道等附属结构，道床、轨道，人防门、电梯、屏蔽门、消防管道等重要设施。 

6.5 评估模型建立及参数设定 

6.5.1 评估模型应包括评估范围内的主要地层、穿越城轨工程、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影响范围内

重要的既有建筑物及构筑物、既有管线等对象，并能够反映各对象的空间位置关系与结构尺寸。 

6.5.2 应对模型中各对象需要设定的物理力学参数、设定依据及其合理性进行说明。 

6.5.3 应对评估模型进行验证，并对验证过程及结果的合理性进行说明。 

6.6 评估计算与分析 

6.6.1 评估计算分析应对评估对象的受力及变形情况进行计算。 

6.6.2 评估计算模拟工序应与初步专项设计、施工图专项设计中工序一致。 

6.6.3 主体及附属结构的评估计算宜按附录 B进行变形分析、强度及承载力验算，给出主要评估对象

的主要工序的应力图、变形图，应力集中部位、最大变形部位、最大变形量及方向等。 

6.6.4 轨道、道床的评估计算应进行轨道几何形位，道床变形，道床与结构连接状况评估等，给出最

大变形部位、最大变形量及方向等。 

6.6.5 重要设施设备的评估计算应进行变形分析，给出最大变形部位、最大变形量及方向等。 

6.7 监测对象及控制值 

6.7.1 初设安全评估应结合既有城市轨道交通原设计与安全运营的要求，根据穿越城轨工程对评估对

象的影响程度提出监测范围、对象、项目、频率的要求及主要监测项目的控制值 0U 。 

6.7.2 初设安全评估应按双控要求给出累计量控制值 01U 和变化速率控制值 02U 。 

6.8 评估报告 

6.8.1 应对穿越城轨工程的工程概况、与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空间位置关系、设计单位、施工单

位等情况进行说明。 

6.8.2 应对评估依据、评估范围、评估对象、评估内容、评估方法、评估计算分析流程进行说明。 

6.8.3 应对穿越施工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安全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给出明确结论。 

6.8.4 应对以下内容提出建议： 

a）对穿越城轨工程专项设计及施工的建议； 

b）穿越施工期间是否应进行监测，以及监测范围、监测对象、监测项目和监测控制值； 

c）穿越施工期间是否需采取轨道防护以及相应的措施； 

d）穿越城轨工程应注意防范的安全风险及应对措施。 

6.8.5 安全评估报告格式可参考附录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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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专项设计技术要求 

7.1 初步专项设计 

7.1.1 穿越城轨工程初步专项设计所需的基础资料应包括穿越城轨工程的地勘资料、管线调查资料、

周边建筑物资料、工前检测评价报告、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设计及施工资料、大修或专项维修资料等。 

7.1.2 穿越城轨工程初步专项设计应考虑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主体及附属设施、道床、轨道及重要设

备等的影响，制定保障轨道交通安全的技术措施与应急要求等。 

7.1.3 穿越城轨工程初步专项设计内容应包括： 

7.1.3.1应对穿越方式、穿越位置、结构形式及尺寸进行现场核定。 

7.1.3.2应绘制相应的平面图、断面图，准确反映穿越城轨工程与既有城市轨道交通的空间位置关系。 

7.1.3.3穿越城轨工程初步专项设计应明确施工工法及技术要求。 

 

7.2 施工图专项设计 

7.2.1 施工图专项设计应在初设安全评估的基础上，对初步专项设计进行深化设计。 

7.2.2 遇到下列条件之一时，施工图专项设计范围可适当扩大： 

a) 复杂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b) 降水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影响较大； 

c) 穿越城轨工程结构复杂或采取新工法； 

d) 影响范围内包含部分曲线线路时，应延伸至整条曲线； 

e)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复杂或有重要设备。 

7.2.3 施工图专项设计应对降水、管线保护措施、施工工法及工艺、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加固或

拆改移、轨道防护、监测等技术要求，并提出配合穿越城轨工程的运营组织与管理要求。 

7.2.4 施工图专项设计应确定穿越城轨工程与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空间关系、施工工法及工艺、

参数，绘制相应的平面图、断面图、施工工序图、主要施工工艺图等，进行施工风险分析并提出应防范

的风险点和防范措施。 

7.2.5 对既有轨道交通设施或其周边地层进行加固时，应提出加固的范围、工艺、措施、主要技术指

标、预期效果等。 

7.2.6 降水设计应给出降水井位置、数量、降水参数及对轨道交通设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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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 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进行轨道防护时，防护设计的主要内容应包括轨道概况介绍、防护范围、

预防性措施、轨道几何状态调整措施、道床结构整治措施、防护周期、监测范围、监测内容及手段、测

点布设要求、监测频率、监测周期及控制指标。 

7.2.8 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周边管线进行改移时，施工图专项设计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管线改移前后

与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位置关系、新管线的施工方法及工序安排。  

7.2.9 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进行监测时，施工图专项设计应根据初设安全评估提出监测的范围、对象、

项目、方法、测点布置、精度、频率及周期、监测控制值 0U 及分步控制值等，经设计安全性评审通过

后确认。 

7.2.10 对于穿越城轨工程中的连接工程，应进行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防水专项设计。 

 

 

 

 

 

 

8 施工技术要求 

8.1 穿越城轨工程施工单位应根据施工图专项设计，结合工程所处地质条件、水文条件和周边环境状

况，及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状况，编制施工方案。 

8.2 施工方案应包括施工进度、人员、物资、设备等的安排，降水、管线改移、施工工法及工艺等的

具体施工措施，施工监测及巡视实施方案，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保护措施和安全应急预案。 

8.3 施工方案应满足安全评估、施工图专项设计的要求。 

8.4 施工方案应针对施工图专项设计提出的风险点和防范措施给出具体的施工措施及保障措施。 

8.5 施工前应对穿越城轨工程影响范围内的不良地质分布、管线分布及渗漏水情况进行探查，并对施

工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 

8.6 穿越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应根据施工监测及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监测反馈结果及时调整施工

方案，满足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施工图专项设计提出的监测控制值及分步控制值要求。 

8.7 对上跨、上穿、下穿的穿越城轨工程，宜在既有城市轨道交通停运期间穿越通过。 

8.8 对上跨、上穿、下穿的穿越城轨工程，应不间断穿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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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监测技术要求 

9.1 一般规定 

9.1.1 监测单位应根据施工图专项设计并结合工前检测报告、安全评估报告、施工方案等编制监测实

施方案。 

9.1.2 监测实施方案应包括工程概况、监测项目、依据、测点布置、监测方法、仪器设备、人员、频

率及周期、监测控制值、监测数据管理、日常巡视内容及要求、监测工作计划、质量安全保证措施等。 

9.1.3 应在穿越城轨工程施工前取 3次稳定观测数据的平均值作为初始值。 

9.1.4 监测初始值应在穿越城轨工程施工前反馈至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和穿越城轨工程建设单位。 

9.1.5 监测使用的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周期内，仪器设备精度应满足施工图专项设计的要求。 

9.2 监测项目 

9.2.1 监测项目应根据穿越城轨工程的安全评估报告、施工图专项设计及运营管理要求，综合施工安

全性专家评审意见确定。 

9.2.2 穿越城市轨道交通高架、地面和地下线路的监测项目，宜按但不限于表 1~3中所列项目。 

表1 城市轨道交通高架线路监测项目表 

序号 监测项目 

1 高架结构变形 

2 高架结构变形缝 

3 高架结构裂缝 

4 高架结构应力 

5 道床竖向变形和水平变形 

6 轨道几何形位变化 

7 桥区地表沉降 

8 自动扶梯等重要设备与结构连接状况 

 

 

表2 城市轨道交通地面线路监测项目表 

序号 监测项目 

1 路基及其附属构造物的变形 

2 道床竖向变形和水平变形 

3 轨道几何形位变化 

4 地表沉降 

5 深层土体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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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线路监测项目表 

序号 监测项目 

1 隧道结构的竖向变形和水平变形 

2 道床竖向变形和水平变形 

3 轨道几何形位变化 

4 隧道结构变形缝的变化 

5 隧道结构裂缝的变化 

6 人防门、自动扶梯、屏蔽门等重要设备与结构连接状况 

 

9.3 测点布置 

9.3.1 基准点布置应选在穿越城轨工程施工影响范围以外的区域，并满足长期监测的要求。基准点的

数量不得少于 3个。基准点的构造应按 GB50026执行。 

9.3.2 测点位置选择应具有代表性，应能反映监测对象的变化特征。 

9.3.3 测点应以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穿越段中心或影响较大位置为中线，按照近密远疏的原则进行布

置，测点间距宜取 2m～10m。穿越中心区域可适当加密。 

9.3.4 在监测范围内，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以下部位应布置监测点： 

a) 既有设施受穿越工程影响较大部位； 

b) 结构的变形缝两侧各 0.5m范围外； 

c) 工前检测、安全评估报告及其它建议进行监测的部位。 

9.4 监测方法、频率和时间 

9.4.1 监测方法、监测频率应按施工图专项设计确定。 

9.4.2 当采用人工监测方法时，监测频率可参照 DB11/490执行；当采用自动化系统监测时，数据采集

频率可采用 20～60分钟/次。 

9.4.3 当发生预警或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有要求时，监测频率可适当加密。 

9.4.4 监测时间宜持续至穿越施工完成 1年之后且结构变形稳定后。变形稳定标准为最后 100天的平

均速率 100mv 不大于 0.01mm/d。 

9.5 监测数据管理 

9.5.1 监测数据应真实、有效。 

9.5.2 监测数据应定时报送，当发生预警或出现塌方、管涌等突发事故时应实时报送。 

9.5.3 监测预警可划分为三个级别，即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监测预警分级及预警响应见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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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监测预警分级及预警响应表 

序号 预警状态 预警条件 预警响应 

1 黄色预警 

实测累计值达到累计量控制值 01U 的70%

且未达到80%时；或日变化速率达到变化速

率控制值 02U 的70%且未达到80%时。 

发送预警快报，加密监

测并协助分析原因。 

2 橙色预警 

实测累计值达到累计量控制值 01U 的80%

且未达到100%时；或日变化速率达到变化

速率控制值 02U 的80%且未达到100%时。 

发送预警快报，加密监

测、启动会商机制，并

采取调整开挖进度、优

化支护参数、完善工艺

方法等措施。 

3 红色预警 

实测累计值达到累计量控制值 01U 时；或日

变化速率达到变化速率控制值 02U 时；或日

变化速率出现急剧增长时。 

发送预警快报，加密监

测，启动会商机制和应

急预案，并立即采取必

要的补强或停止开挖等

措施。 

 

9.5.4 当监测数据达到预警条件时，应按相应的预警状态发出预警并启动相应的预警响应。预警快报

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发生预警的项目、状态、时间、测点编号、监测数据、建议等。 

9.5.5 应对已测数据根据日报、阶段报告要求及时进行整理，并结合施工进度对监测数据的变化趋势

及发生预警的可能性进行分析。 

9.5.6 当出现异常监测数据时，应对其原因及风险征兆进行及时分析和报告。 

 

9.6 监测报告编制 

9.6.1 应编制的监测报告主要包括日报、预警报告、阶段报告和总结报告。 

9.6.2 监测日报应在穿越城轨工程监测周期内逐日报送当日监测情况，主要内容应包括施工进度、测

点布置图、日常巡视情况、日最大变化量及发生位置、累计最大变化量及发生位置、是否发生预警等，

监测数据日报表可参照附录 D~I。 

9.6.3 阶段报告可根据穿越城轨工程进程、建设单位或运营单位要求的时间期限提交，统计分析阶段

监测数据、预判监测数据变化趋势、提出下步建议。主要内容除日报包含的内容外，还应包括预警分析、

监测数据阶段分析、监测结论、施工建议等。 

9.6.4 预警报告应在出现监测预警后提交，及时报告发生预警的项目及位置、预警情况、分析原因、

提出处置建议。主要内容应包括施工进度、测点布置图、当日巡视情况、超限情况、预警级别、发生预

警原因分析、处置建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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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 总结报告应在穿越城轨工程监测工作完成后提交，汇总整理监测资料、记录分析监测数据、总

结预警及处置情况、总结监测工作、给出监测结论。主要内容应包括工程概况，监测方案，施工进度，

监测实施情况，监测数据报表，数据分析图表，预警及处置情况，监测结论及建议。 

 

 

 

 

10 后评估 

10.1 一般规定  

10.1.1 在穿越城轨工程完工一年且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变形稳定后应进行后评估；当一年后变形仍

不稳定时，继续监测达到稳定，且穿越城轨工程完工不超过两年应进行后评估。 

10.1.2 后评估应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进行综合分析，并对结构、轨道及限界等使用及安全状态进行评

估。 

10.1.3 后评估应明确穿越城轨工程实施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变形程度、有无损伤及损伤状态的定

量描述，并提出是否需继续监测、是否需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进行处理及处理措施等建议。 

10.2 评估程序 

后评估程序，应按图 4的框图进行，包括资料调查、工后现场外观初步调查、评估等级选择、评估

范围及对象确定、工后检测方案编制、工后现场检测、检测结果对比分析、评估模型建立、评估参数设

定、后评估计算分析、后评估报告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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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后评估程序框图 

 

10.3 资料调查 

后评估所需的基础资料应包含工前检测评价报告、安全评估报告、穿越城轨工程施工图专项设计资

料及施工资料、监测成果、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设计及竣工资料、既有城市轨道交通大修和专项维修

资料等。 

10.4 现场外观初步调查 

10.4.1 应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结构的破损、渗漏、裂缝、变形缝张开等情况进行现场外观初步调查，

为评估等级确定提供依据。 

10.4.2 工后现场外观初步调查成果应与工前检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明确有无新增损伤和原有损伤的

变化情况。 

10.5 评估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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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评估等级应在资料调查及现场外观初步调查的基础上，依据 DB11/T718确定。 

10.5.2 评估等级分为三级，一级为轻微病害，二级为一般病害，三级为较重病害。 

10.5.3 偏离系数δ等级划分按附录 J进行。 

10.5.4 评估等级划分标准如下： 

10.5.4.1 达到下列条件之一，为三级： 

a) 偏离系数δ达到三级。 

b) 出现新的渗漏，或既有渗漏达到或超过 DB11/T718的隧道、车站等项目相应的分项状态评定标

准的三级。 

c) 出现新的结构裂缝。 

d) 既有裂缝达到或超过 DB11/T718的隧道、桥梁等项目相应的分项状态评定标准的三级。 

e) 道床与结构产生剥离。 

10.5.4.2 同时达到下列条件，为二级： 

a) 偏离系数δ达到二级。 

b) 既有渗漏达到 DB11/T718的隧道、桥梁、车站等项目相应的分项状态评定标准的二级。 

c) 既有裂缝达到 DB11/T718的隧道、桥梁、车站等项目相应的分项状态评定标准的二级。 

10.5.4.3 未达到二级和三级条件时，可定为一级。 

10.5.5 可分别按照结构、轨道计算相应的偏离系数： 

a) jgδ 、 gdδ ≥1.0时，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轨道、结构均进行一级评估； 

b) jgδ  ≥1.0， gdδ <1.0 时，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结构部分进行一级评估，轨道部分按照相应级别

评估； 

c) gdδ  ≥1.0， jgδ <1.0 时，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轨道部分进行一级评估，结构部分按照相应级别

评估。 

 

10.6 评估范围及对象 

10.6.1 后评估范围应按施工主要影响区域，结合工前与工后检测评价、安全评估报告、监测报告确定，

并经轨道交通运营单位确认。 

10.6.2 后评估对象应包括评估范围内受穿越城轨工程影响较大的主体结构、附属结构及重要设施等。 

10.7 工后检测方案编制 

10.7.1 工后检测实施前应编制工后检测方案，应包括工程概况、检测范围、检测项目、检测依据、检

测方法、检测仪器设备、检测人员、检测计划等。 

10.7.2 工后检测具体项目应按附录 K~L进行，应包含工前检测现场调查过的结构裂缝、变形缝等。 

10.7.3 人防门、电梯、屏蔽门、消防管道等重要设施的检测，应按照相关标准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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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仪器设备 

工后检测使用的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周期内，仪器设备的精度、量程应满足检测需要。 

10.9 工后现场检测 

10.9.1 现场检测前应对仪器设备当前状态进行检查。 

10.9.2 工后现场检测应根据检测方案进行相关项目的检测。 

10.9.3 现场检测人员应遵守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安全管理规定。 

10.9.4 现场检测应做好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保护。 

10.9.5 现场检测专业技术人员应满足 GB/T 50344的相关要求。 

10.10 检测结果分析 

10.10.1 应对工后检测结果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当发现现场检测数据不足或异常时，应补充检测。 

10.10.2 应与工前检测评价结果进行对比，明确变形程度、有无新增损伤及损伤程度、既有损伤的变

化情况，评估穿越城轨工程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影响程度。 

10.11 模型建立及参数设定 

10.11.1 评估模型应包括评估范围内的主要地层、穿越城轨工程、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影响范围内重

要的既有建筑物及构筑物、既有管线等对象，并能够反映各对象的空间位置关系与结构尺寸。 

10.11.2 应依据穿越城轨工程实施过程中揭示的实际地层及环境情况、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实际发生的

变形及变形过程，设定模型中所需的物理力学参数，验证评估模型的合理性，并对设定依据及其合理性

进行说明。 

10.12 评估计算分析 

10.12.1 评估计算分析应对受穿越城轨工程影响较大的评估对象的变形或受力情况进行检算。 

10.12.2 评估计算模拟工序应与穿越城轨工程实际采用的工序一致。 

10.12.3 主体及附属结构的评估计算宜按附录 M进行内力分析、强度及承载力检算，给出主要评估对

象的主要工序的应力图、应力集中部位、最大应力值及方向等。 

10.12.4 城市轨道交通重要设施设备的评估计算应结合其实际发生的变形，按照该设施设备的相应标

准进行评价。 

10.13 评估报告 

10.13.1 应对穿越城轨工程的工程概况、与城市轨道交通的空间位置关系、工前检测结论、安全评估

结论、主要施工过程、监测控制标准、监测结论等进行说明。 

10.13.2 应对评估依据、评估范围、工后检测对象及范围、工后检测项目及方法、工后检测结果、后

评估对象、后评估模型及参数设定、评估方法、评估计算分析流程进行说明。 

10.13.3 应对穿越城轨工程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影响范围、影响程度、损伤及其变化情况等进行定

量描述，并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后期使用安全状态给出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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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4 应对以下内容提出建议 

a）是否需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进行继续监测； 

b）是否应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进行处理，以及相应的处理措施建议。 

10.13.5 后评估报告形式可参考附录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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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工前检测评价检测项目表 

评价 

内容 

评价项目 评价等级 

项目 

分类 
项目名称 一级 二级 三级 

工前检

测评价 

结构 

渗漏量检测 ★ ★ ★ 

混凝土裂缝检测 ★ ★ ★ 

变形缝调查 ★ ★ ★ 

高架结构支座检测 ★ ★ ★ 

结构周边状况检测  ★ ★ 

混凝土强度检测  ★ ★ 

碳化深度  ★ ★ 

钢筋锈蚀检测   ★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检测   ★ 

钢筋位置检测   ★ 

限界 建筑限界 ★ ★ ★ 

轨道 

轨道几何形位调查 

（含静态轨距、静态水平） 
★ ★ ★ 

钢轨及零部件调查 ★ ★ ★ 

道床裂缝调查 ★ ★ ★ 

道床、结构剥离调查  ★ ★ 

线路 线路平纵断面调查 ★ ★ ★ 

注： 

1. 根据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具体情况，可对检测项目进行必要调整。 

    2. 二级、三级评价进行现状调查时，应使用仪器定量检测，必要时可钻芯取样。 

    3. 一级评价进行现状调查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量、定性相结合检测。 

 

 

 



DB11/T 915—2012 

22 
 

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不同结构形式的城市轨道设施安全评估内容表 

结构形式 

评估内容 

地下结构 地上结构 

车站 区间 附属结构 车站 区间 

安全 

评估 

横向承

载力 

梁 ★   ★ ★ 

板 ★     

柱 ★   ★ ★ 

墙 ★     

横断面  ★ ★   

纵向承

载力 

梁 ★ ★ ★ ★ ★ 

板 ★     

柱 ★   ★ ★ 

墙 ★     

挠度     ★ 

支座    ★ ★ 

整体式道床     ★ 

注： 

1. 同一结构形式的既有城市轨道交通，受修建时施工工艺、施工水平或某些突发事件影响，可能存

在不同的受力重点部位或某些受力薄弱部位，必要时，可通过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修建时的设计资料、

施工资料的详细了解，找出这些特殊部位，并进行单独验算，如下： 

   ① 盾构法施工的结构，管片拼装处为受力重点部位。 

②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修建时，若某部位发生过坍塌或过大变形并经过后期处理，则该部位可能为受

力薄弱部位。 

2. 地上结构中的“柱”指车站或区间结构下部的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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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安全评估报告格式 

1 项目概况 

2 评估依据 

3 评估范围及对象 

4 评估内容及方法 

5 评估模型及参数设定 

6 评估计算与分析 

7 评估结论 

8 评估建议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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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结构变形监测日报表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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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附录）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应变监测日报表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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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G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裂缝监测日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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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H  

附 录 G 

（资料性附录）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轨道高低监测日报表 

 



DB11/T 915—2012 

28 
 

F  I  

附 录 H 

（资料性附录）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轨道水平监测日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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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J  

附 录 I 

（资料性附录） 

城市轨道交通设施轨距监测日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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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K  

附 录 J 

（规范性附录） 

偏离系数δ等级划分 

序号 偏离系数等级 数值范围 结构可能出现的状态 

1 一级 δ <0.8 结构安全性能损伤轻微 

2 二级 0.8≤δ <1.0 结构安全性能产生一定损伤 

3 三级 δ≥1.0 结构安全性能损伤严重或较大 

注：等级划分依据是在对工程实例统计的基础上，结合《既有线路控制保护区作业配

合管理办法（暂行）》（QB（G）/BDYJS005-2006）相关内容确定而成的。偏离系

数计算公式如下： 

jgδ =
 监测最大值 

结构控制值偏离系数
 监测控制值 

 

gdδ =
 监测最大值 

轨道控制值偏离系数
 监测控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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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L  

附 录 K 

（规范性附录） 

后评估各评估等级评估项目表 

评估内容 
评估项目 评估等级 

项目分类 项目名称 一级 二级 三级 

工后现 

状检测 

结构 

渗漏量检测 ★ ★ ★ 

混凝土裂缝检测 ★ ★ ★ 

变形缝调查 ★ ★ ★ 

高架结构支座检测 ★ ★ ★ 

结构周边状况检测  ★ ★ 

混凝土强度检测   ★ 

碳化深度   ★ 

钢筋锈蚀检测   ★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检测   ★ 

限界 建筑限界   ★ 

轨道 

轨道几何形位调查 

（含静态轨距、静态水平） 
★ ★ ★ 

钢轨及零部件调查 ★ ★ ★ 

道床裂缝调查 ★ ★ ★ 

道床、结构剥离调查   ★ 

线路 线路平、纵断面调查 ★ ★ ★ 

安全性 

评估 

阶段检算 
工中主要阶段，结构、轨道等

状态分析及内力计算 
  ★ 

总体检算 
施工完成后，结构、轨道等状

态分析及内力计算 
 ★ ★ 

注： 

    1．根据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具体情况，可对检测项目进行必要调整； 

    2．二级、三级评估进行现状调查时，须使用仪器定量检测，必要时可钻芯取样； 

    3．一级评估进行现状调查时，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量、定性相结合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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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M  

附 录 L 

（资料性附录） 

后不同结构形式的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后评估内容表 

结构形式 

评估内容 

地下结构 地上结构 

车站 区间 附属结构 车站 区间 

工后现状检测 

结构 ★ ★ ★ ★ ★ 

限界  ★    

轨道 ★ ★  ★ ★ 

线路 ★ ★  ★ ★ 

安全性评估 

横向承载力 

梁 ★   ★ ★ 

板 ★   ★  

柱 ★   ★ ★ 

墙 ★   ★  

横断面  ★ ★   

纵向承载力 

梁 ★ ★ ★ ★ ★ 

板 ★   ★  

柱 ★   ★ ★ 

墙 ★   ★  

挠度     ★ 

支座    ★ ★ 

整体式道床     ★ 

注： 

1. 同一结构形式的轨道交通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受修建时施工工艺、施工水平或某些突发事件影

响，可能存在不同的受力重点部位或某些受力薄弱部位，必要时，可通过对既有城市轨道交通设施修建时

的设计资料、施工资料的详细了解，寻找出这些特殊部位，并进行单独检算，如下： 

  ① 盾构法施工的结构，管片拼装处为受力重点部位。 

② 既有城市轨道交通修建时，若某部位发生过坍塌或过大变形并经过后期处理，则该部位可能为受

力薄弱部位。 

2. 地上结构中的“柱”指车站或区间结构下部的墩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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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N  

附 录 M 

（资料性附录） 

后评估安全性检算方法 

M.1 横向承载力检算 

进行既有结构横向承载力检算，基本计算步骤如下： 

1）按照既有结构修建时采用的设计及施工规范，根据既有结构实际材料、结构尺寸及配筋，对结

构横向承载力分别以裂缝控制、强度控制两种工况进行检算，算出这两种工况下结构的允许承载力[M] 、

[N]、[T]、[V]； 

2）按照既有结构修建时的设计外荷载、特殊荷载，算出结构内力M、N、T、V； 

3）把实际施工产生的变形施加在既有结构上，算出变形引起的既有结构附加内力ΔM、ΔN、ΔT、ΔV； 
4）将所得附加内力ΔM、ΔN、ΔT、ΔV和设计结构内力M、N、T、V对应相加，即得到目前既有结构

总内力ΣM、ΣN、ΣT、ΣV； 

5）将结构总内力ΣM、ΣN、ΣN、ΣN与允许内力[M]、[N]、[T]、[V]比较，若ΣM<[M]、ΣN<[N]、ΣT<[T]
且ΣV<[V]，则结构安全，反之则存在危险。 

6）求出目前结构安全系数 1η 、 2η 、 3η 、 4η 如下，将目前安全系数与结构修建时设计安全系数比

较，可得结构目前状态下的安全损失。 

η
∑１

［Ｍ］
＝
Ｍ       

η
∑２

［Ｎ］
＝
Ｎ      

η
∑3

［T］
＝

T      
η

∑4

［V］
＝

V  

注：① 穿越方式为“上穿”或“下穿”时，结构横向一般仅检算弯矩、剪力、轴力即可，若有较大不
均匀沉降出现，结构横向则会承受较大扭矩，需要加以检算； 

    ② 穿越方式为“侧穿”或“邻近施工”时，结构在横向上易产生扭转变形，此时须对结构弯矩、
剪力、轴力、扭矩均进行检算。 

    ③ 车站结构进行横向承载力检算时，需要对其横断面上的梁、板、柱、墙分别进行检算； 

④ 区间结构、附属结构进行横向承载力检算时，由于其横断面结构简单，故对整个横截面进

行检算即可。 

M.2 纵向承载力检算 

1）车站结构纵向承载力检算计算步骤同横向承载力检算。 

2）区间结构、附属结构纵向承载力检算时，可将结构简化为弹性地基梁，并把穿越施工产生的变

形作为荷载直接施加在结构上，计算出变形引起的结构附加内力，然后将该附加内力与设计内力进行比

较，判断结构纵向安全性。 

M.3 显著开裂或贯通（环向）开裂部位检算 

既有结构显著裂缝或贯通（环向）开裂部位进行安全性检算时，既有结构可根据隧道设计时的断面

形状、构件厚度及构件的设计标准强度等建模，将结构简化为弹性梁，开裂处设定为铰，将地层简化为

地层弹簧（法向地层弹簧与切向地层弹簧）。此外，若衬砌背后存在空洞，则将该处地层弹簧去除，建

模完成后，利用计算软件对该部位安全性进行检算。 

M.4 挠度检算 

按照正常使用阶段进行受弯构件挠度检算，计算方法可依据《地铁设计规范》（GB50157）和《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相关条文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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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  

附 录 N 

（资料性附录） 

后评估报告格式 

1  项目概况 

2  评估依据 

3  评估等级 

4  评估范围及对象 

5  工后检测结果 

7  评估内容及方法 

8  评估模型及参数设定 

9  评估计算与分析 

10  评估结论 

11  评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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