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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上综合管廊的发展进程

地下综合管廊是指埋设于地下敷设电力、供水、燃气、通

信、广播电视等公共管线的隧道或者沟道。在城镇化进程逐渐

加快的背景下，为了满足城市规划与建设的需要，提高城市居民

的生活质量。近年来，中国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发展地如火如荼。

19 世纪初期，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已经开始出现。早在

1833 年法国首都巴黎就已经出现了这一构造物，将给水管

线、电力输送管线等内容涵盖在一起；英国伦敦在 1861 年建

设并投入使用了地下综合管廊；在 1893 年，德国汉堡也出现

了地下综合管廊，将通讯管线、燃气管线、热力管线同时纳入

到综合管廊体系当中[1]。与欧洲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地下

综合管廊的起步是比较晚的，1958 年北京市修建了全国第一

条城市地下综合管廊，长 1076m；1991 年，中国台湾地区开始

兴建这一项目；1994 年上海市修建了中国大陆地区规模最大

的综合管廊项目，全长约 11.13km，将给水管线、电力管线、通

讯管线、燃气管线 4 类市政管线纳入其中；2009 年，珠海横琴

区为了推动城市规划与建设，颁布实施了《横琴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对该城区地下综合管廊的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这是

中国大陆地区第一个现代化的综合管廊体系，服务面积开始

扩大，综合管廊长度为 33.4km，总投资近 20 亿元，服务面积

为 106.46km2[2]。

2 工程概况

本标段为中国北京新机场高速公路地下综合管廊（南四环耀
新机场）1 期土建工程 GLS04 标段，起止里程为 A 线 K0+
000~K7+808，长约 7.81km。综合管廊标准断面采用矩形断面，

根据入廊管线种类确定为东侧电力舱、水信舱和西侧电力舱

三舱断面。考虑电力舱室布置要求，管廊高度规划为 3m 净

高，管廊长度为 K0+000~K2+660 段 2.66km、K3+050~K3+530
段 0.48km、K3+930~K7+808 段 3.88km，管廊内径宽 9m，高

3m。其中，东侧电力舱宽 2.6m、水信舱宽 3.9m、西侧电力舱宽

2m。本标段 K0+132~K7+625 段（后查路耀庞安路段，长约

7.49km）为轨道交通新机场线、新机场高速公路的共构段，其

中 ，K2+660~K3 +050 段 （0.39km） 和 K3+530 ~K3+930 段

（0.4km）东侧电力舱与西侧电力舱、水信舱分离，单独设置于

桥梁范围以外，距离桥梁结构净距不小于 3.5m。管廊断面形

式为西侧电力舱与水信舱结合布置，内径宽 6.75m，其中，西

侧电力舱内径宽 2.6m，水信舱内径宽 3.9m，东侧电力舱宽 2m
单独布置。此段范围内，水信舱除明确安排了 36 孔信息管道

外，还按照 DN800mm 的管径规模预留了给水和再生水管道

的空间，此预留空间在后续市政管线实施中可考虑多种利用

形式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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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综合管廊总体设计

3.1 横断面设计

综合管廊的断面形式根据容纳的管线种类、数量、施工方

法综合确定。根据国内外相关工程经验，综合管廊通常采用矩

形断面，其优点在于施工方便，管廊的内部空间能够得以充分

利用。本项目综合管廊入廊管线种类较少、规模和数量不多，

且大多数路段设计深度不深，但距离高速桥梁结构较近，综合

分析以上特点，主干管廊采用明挖现浇施工有较大优势，因

此，断面多采用矩形断面形式。局部需暗挖下穿段，管廊上部

断面采用拱形断面形式。

3.2 纵断面设计

本项目新机场高速综合管廊一般覆土为 2.5~3.5m，最小

坡度不小于 0.2%，一般坡度不超过 10%，局部下穿河道、重要

现况道路、重要现况燃气等局部纵坡不超过 30%。

淤魏永路节点。管廊暗挖下穿现况魏永路及现况电力沟、

现况燃气管线，现况魏永路路面高程为 33.47m，电力沟 W伊
H=2100伊2000mm，沟内底高程约 28.87m，管内底高程约为

29.27m，设计管廊内底高程为 18.01~18.56m。设计双舱（电舱、

水信舱）结构顶距路面 6~8m，单舱距路面 6.7~10.6m，二舱结

构顶与单舱管内底净距约 5.3m，单舱结构顶与管内底净距约

6.6m，结构顶与电力沟沟底净距约 6m。

于小龙河节点。管廊穿越河道处规划小龙河河底高程为

28.36m，设计管廊内底高程为 24.01~24.07m，结构外顶位于规

划河底高程 2.6m 以下，同时，管廊结构采取了抗浮结构设计。

4 综合管廊施工关键技术

4.1 注浆施工

淤注浆施工图。因原有设计 2+1 舱变更为 3 舱段设置于

共构桥下，为保证管廊基坑开挖共构桥梁的安全，需对基底一

定范围的土体进行注浆，桥桩段基坑底以下土体注浆加固范

围为矩形断面。此注浆范围为宽 7.5m，长 15.5m，深 7m 的矩

形注浆体。因共构结构上盖梁施工采用贝雷梁加钢管柱，承台

两侧浇筑了条形基础，条形基础尺寸为长 6m、宽 2m、高 1m，

无法在共构桥墩外侧进行注浆施工，故选择注浆施工方案一

进行承台处基坑底注浆。

于布控范围。基坑底预留 2m 注浆示意图（见图 1）。

根据纵断计算布孔位置，根据 1.25m 梅花形布置注浆管

位置，计算并控制各轴钻孔角度，注浆管抽拔距离按照 0.5m
考虑，与桩基冲突段根据管廊埋深适当调整注浆管长度，首次

打入长度距离桩基不小于 0.4m。注浆顺序由承台内侧向外侧

进行，两承台注浆孔交错进行布置。因本次注浆高度较大，注

浆采用分部进行方法，优先进行底部 3.5m 范围内注浆，间隔

时间不小于 8h，与桩基冲突区域注浆管端头与桩基结构距离

不少于 0.7m。

4.2 桥梁监测

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共构桥墩只能采用附着式应力检测

设备，而此类设备受温度影响较大，应变片不满足使用要求。

为满足现场实际情况，现场采用传感器进行监测。根据设计要

求桥台墩柱两侧上下共需安装 4 个传感器，一共需安装 8 个。

上部传感器安设于中横梁腋角下 20cm 处，下部传感器安设

于承台上 30cm 处，如图 2 所示。

图 2 桥墩监测点立面布置图

5 结语

该管廊项目位于中国北京市南部，是北京市城市综合管

廊规划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线三舱段管廊结构布置在新机

场轨道线桥梁之间，布置位置较为特殊，影响结构基坑的开挖

作业。综合考虑共构结构物的影响，开挖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

的安全措施，如注浆、实时监测等，保证了基坑开挖的安全性。

本工程管廊特殊位置布置为今后更为复杂的布置形式提供了

宝贵的施工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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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注浆施工孔位布置立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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