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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1世纪初是我国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大力发展的时期,伴随着地铁线

路的批量开通，大量的地铁车站被建设而成，有效缓解了城市拥堵，

改善城市环境，缓解资源压力，促进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目前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单位除了关注地铁车站的安全质量外，对

地铁车站建设过程中的施工进度、噪声粉尘污染、建筑材料浪费也逐

渐重视。装配式地铁车站是一种施工速度快、风险低、工程质量易保

证、工程造价低的施工方式，可用于明挖地铁车站建设中。我国现有

国家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用预制部品通用技术条件》（GB/T

40399-2021）对装配式混凝土的基本材料、施工要求进行了规定，明确

了制作装配式地铁车站预制构件的水泥宜采用不低于 42.5级硅酸盐水

泥、普通硅酸盐水泥，但由于装配式地铁车站预制构件的设计种类、

分块形式繁多，因此对不同地层及荷载条件下的适用性、关键施工工

艺以及性能评价指标均有所区别。现行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

地下车站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标准》（DB22/T 5058-2021）未涉及吊

装过程中构件的测量与监测。

中电建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联合开发了装

配式地铁车站施工技术，采用 C50混凝土进行预制构件的制作，通过

有效的材料和施工质量控制，预制构件的质量能够得到保障。采用智

能龙门吊使得大车行走定位精度达到±1cm，小车快速电机定位精度



±1cm，慢速电机微调定位点动精度≤3mm，平衡梁液压驱动精度可达到

1mm，从而完成装配式地铁车站的拼装。该技术已在深圳的地铁车站

建设中得到了应用，经过长期监测应用效果良好。

本规程在充分调研国内外既有装配式地铁车站施工技术的基础上，

针对装配式地铁车站的预制构件制作、车站结构拼装、结构固定、质

量验收等方面，提出标准、详实、可行的技术要求，对现行规范形成

有效支撑，全面指导装配式地铁车站施工，保障工程质量和耐久性。

本标准中国交通运输协会牵头组织编制，中电建铁路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为副主编单位，邀请中

国电建集团南方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编制工作，计划完成时间

为 2024年 10月。

 本准负责起草单位：中电建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电建南

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北

京交通大学、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兰州交通大学、西

南交通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山东大学、深圳市地铁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地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深圳铁路投资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

水电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水电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



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

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中电建成都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中电建铁路建设投资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中电建武汉建

设管理有限公司、中电建（青岛）建设有限公司、中电建（西

安）轨道交通建设有限公司、中电建南方建筑科技有限公司。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我国现行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地下车站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

术标准》（DB22/T 5058-2021）中对小分块模式的装配式地铁车站的设

计、施工、验收要点进行了规定。但对于不同分块模式下装配式地铁

车站预制构件的养护与运输、基坑结构支撑体系的转换、结构固定中

的监测与测量未进行专门规定。本规程重点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大分块

模式装配式地铁车站场景，通过规范大分块模式下装配式地铁车站的

预制构件制作、结构拼装、结构固定、质量验收等环节的技术内容，

解决装配式地铁车站施工效果差的难题，保证装配式地铁车站施工质

量和耐久性。规程的编制具有及时性和必要性。

3、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工作阶段：

根据要求，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于 2022年下半年开始着手成立标准

编制工作起草小组，组织标准编制的相关工作。作为主要起草单位，



中电建铁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积极收集有关本标准的各类信息，

并组织相关的调研和试验验证工作，联络合作单位，最终明确了标准

起草工作组的成员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

随后，标准起草工作组开始了标准编制立项申请、计划大纲编写，

明确任务分工及各阶段进度时间，工作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结合标准制定工作程序的各个环节，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标准起草工作组经过技术调研、咨询，收集、消化有关资料，并

结合设计、材料、施工工艺和应用技术发展趋势，在充分总结国内外

技术研究与应用基础上，于 2022年 12月编写完成了团体标准《装配

式地铁车站施工技术标准》的立项申请材料。2023 年 2月 11日，协

会组织行业专家在北京召开立项审查会议，对标准立项报告进行审核，

通过了标准项目的编制申请。

立项申请获批后，起草小组加快标准编制工作节奏，着手编制标

准工作大纲和编制意见草稿的相关工作。编制工作大纲草案稿通过微

信、邮件等方式提交给参编单位和协会专家分别审核，综合了多方意

见，确定了标准起草编制的总体计划内容，形成了正式的标准工作大

纲文件。

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立项审查会议内容，结合编制工作大纲进行

认真分析理解和总结，迅速开展标准的征求意见草稿的编制以及试验

项目的实施工作，于 2023年 8月底完成了国内外调研和试验验证工作，

11月上旬编写完成了团体标准《装配式地铁车站施工技术标准》的工



作大纲征求意见初稿。

 征求意见阶段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2月：根据项目分工，完成标准各章节条

文的编写，汇总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4年 7月~2024年 8月：发送有关单位和专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征求意见。

 技术审查阶段

2024年 8月~2024年 9月：送审稿阶段

2024年 8月，编写组逐条归纳整理收集到的意见，根据专家意见

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

2024年 9月，编写组编制形成标准的送审稿，组织召开送审稿审

查会议，形成意见汇总处理表和会议纪要。

2024年 10月：报批稿阶段

编写组根据送审稿审查意见和会议纪要对标准稿进行修改，形成

标准的报批稿提交标准报批稿，待发布。

二、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

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1、编写原则

 编写规则：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标准内容：就装配式地铁车站预制构件制作、结构拼装、结构

固定、质量验收进行规定。

2、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三、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

述

1、主要内容

标准的主要章节如下所示，详细内容参见标准草稿。

1.范围

介绍本规程的编制目的，总体要求、技术要点以及适用范围等。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

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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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术语和定义

介绍本标准使用的通用或专用术语及符号。

4、预制构件制作

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预制构件的生产准备要求；规定装配式地铁



车站预制构件的生产要求；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预制构件的养护工程

要求。

4.1 一般规定

4.2 生产准备

4.3 模板工程

4.4 钢筋工程

4.5 预埋工程

4.6 混凝土工程

4.7 脱模与吊装

4.8 构件养护

4.9 存放与运输

5. 结构拼装

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施工准备要求；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吊装过

程中施工要求；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构件要求。

5.1 一般规定

5.2 施工准备

5.3 构件吊装

5.4 构件拼装

5.5 构件拼装

5.6 支撑体系转换

6. 结构固定

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构件防水要求；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回填要



求。

6.1 构件防水

6.2 连接部位与基底注浆

6.3 回填施工

7. 质量控制

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预制构件质量控制；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预

制构件结构拼装质量控制；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整体化质量控制及结

构定位质量控制。

7.1 一般规定

7.2 预制构件质量控制

7.3 结构拼装质量控制

7.4 结构整体化质量控制

7.5 结构定位质量控制

8.附录

规定本规程涉及的专用验收记录表格。主要内容如下:

附录 A：地下车站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划分表

附录 B：地下车站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筋验收表格

附录 C：预制构件质量验收记录表

2、主要内容的解释和说明

 标准名称：地铁车站装配式主体结构施工指南

 应用范围：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装配式地铁车站预制构



件制作、结构拼装、结构固定、质量验收。

 术语和定义：对“预制构件”、“支撑体系转换”等进行定义和

解释。

 预制构件制作：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预制构件的生产准备、钢

筋工程、预埋工程、混凝土工程、脱模与吊装、构件养护、存

放与运输 。

 结构拼装：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施工准备要求；规定装配式地

铁车站吊装过程中施工要求；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构件要求。

 结构固定：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接头处理要求；规定装配式地

铁车站回填要求。

 质量验收：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预制构件的验收要求；规定装

配式地铁车站预制构件接头处验收要求；规定装配式地铁车站

子分部工程验收要求。

 附录：规定本规程涉及的专用验收记录表格。主要内容如下:

附录 A：地下车站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子分部工程划分表

附录 B：地下车站装配式混凝土结构钢筋验收表格

附录 C：预制构件质量验收记录表

3、主要试验（或验证）综述

按照条款要求，组织实施相关重要的试验项目进行验证，实施的

试验项目有：（1）力学性能试验、（2）长期性能试验、（3）现场使用

性能试验。主要试验验证结论如下：



（1）力学性能试验

考虑可能面临的运营条件，针对装配式地铁车站在使用过程中可

能发生的结构性破坏开展研究，分析装配式地铁车站预制构件的力学

性能。

1 预制构件的抗压性能分析，采用预制构件所用水泥按试验规程

进行抗压强度试验分析，抗压强度试验结果均大于 50Mpa，满

足使用要求。

2 预制构件抗折性能分析，同理对预制构件进行抗折强度分析，

均满足使用要求。

3 在连续加载状态下的变形分析，通过模型试验对单环车站结构

进行连续加载，试验结果表明在连续加载状态下车站结构受力

情况良好。

（2）长期性能试验

考虑可能面临的高负荷运营条件，针对装配式地铁车站在长期使

用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结构性裂缝、保护层开裂等病害开展研究，分析

装配式地铁车站预制构件在长期使用过程中的使用功能与耐久性能。

1 预制构件抗水渗透试验，通过模型试验对单环车站结构进行抗

水渗透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装配式地铁车站结构的抗水渗透性

能良好。

2 混凝土抗冻性能试验，通过模型试验对单环车站结构进行冻融

循环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装配式地铁车站结构的抗冻性能良好。

3 混凝土抗侵蚀性能，通过模型试验对单环车站结构进行抗侵蚀



性能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装配式地铁车站结构的抗侵蚀性能良

好。

（3）现场使用性能试验

依托深圳市地铁四期调整工程中市中医院站、沙浦站、华夏站 3

座装配式地铁车站工程等实体项目，开展长期装配式地铁车站技术状

况调研与跟踪观测。并对预制构件的力学性能进行现场测试总结实体

工程长期使用过程中的受力情况，根据实测数据可得装配式地铁预制

构件在制作、运输、拼装、固定环节中受力情况均无突变，受力情况

良好。

经过以上试验全面验证标准编写条款的适用性和可行性，验证结

果来看，满足标准编写要求。

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与国际、国内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用预制部品通用技术条件》GB/T 40399-202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 51231-2016中未涉及城市轨道交

通中预制构件的拼装问题。针对目前国内外所采用的装配式地铁车站

技术开展调研，充分归纳、总结各种技术的关键材料性能指标和标准。



检索近十年国内外的装配式地铁车站的主要科研技术文献，了解、掌

握最新研究和工程技术动态，在分析或验证的基础上，在本规程的 编

制过程中予以借鉴和吸收。适用于我国装配式地铁车站的建设。

本标准的总体技术水平属于国内领先水平。

六、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团体标准《地铁车站装配式主体结构施工指南》作为推荐性

标准颁布实施。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在批准发布 3个月后实施。

本标准发布后，应向应用装配式地铁车站的技术管理、设计、施

工等相关单位进行宣传、贯彻，向相关单位和个人推荐执行本标准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3年 11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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