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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区北部东西向快速客运通道

服务北部重点地区的中长距离到发交通

服务对象中小型客车

 北横通道工程西起北虹路，东至内江路，贯穿上海中心城区北部区域

 全线经长宁路~光复西路~苏州河~余姚路~新会路~天目西路~天目中路~海宁路

~周家嘴路，向西接北翟快速路，向东接周家嘴路越江隧道，全长约19.1km

1、功能定位 一、总体方案



2、扩容形式

根据交通发展趋势，北横通道建设分为立体扩容和平面扩容两种形式

 立体扩容，采用地道或高架形式——虹口港以西段

– 适合道路容量严重不足路段

 平面扩容，即优化断面布置，提高节点通行能力——虹口港以东段

– 适合具备断面优化条件的路段，通过节点改善提升整体通行效率

– 道路规模能满足远期交通增长需求

一、总体方案



3、建设规模

 立体扩容

– 北横通道建设规模：主线双向6车道

• 进口～出口之间： 连续4车道 + 两侧集散车道

• 出口～进口之间： 连续4车道 + 两侧停车带

– 地面道路维持现状双向6~8车道

 平面扩容

– 双向8车道断面优化

– 重要节点设双向4车道下立交

一、总体方案



4、建设标准

 设计车速：

– 北横通道：60km/h

– 北横地面道路：50km/h

– 立交匝道：35~40km/h

 净空高度：

– 地下道路及出入口匝道：3.2m（限高3.0m）;

– 高架：3.5m（限高3.0m）;

– 地面道路机动车道（含公交专用道及下立交）：4.5m，非机动车道、人行道：2.5m；

 车道宽度：

– 地下道路（不含下立交）及其出入口匝道段：3.0m/车道;

– 高架段：3.25m/车道（最小值3.0m）;

– 停车带：一般值：2.5m，极限值：1.5m，匝道均设置停车带，主线敞开段地面断面紧张处可不设停车带

– 地面道路及下立交：小客车车道：3.25m/车道，大客车（含公交专用道）及混行车道：3.5m/车道；

– 地面道路交叉口进口道：一般值：3.25m/车道，局部路口极限值：3.0m/车道；

一、总体方案



 荷载标准：北横主线通道与高架桥梁：城－B级；南北高架辅桥及地面桥梁：城-A级

 隧道分级：西段隧道长约7.8km，属超长隧道，为一级隧道

东段隧道长约2.45km，属长隧道，为二级隧道

 设计使用年限：地下道路100年，管理中心及地面建筑50年

 防水等级：主体隧道：二级，管理中心建筑：二级，局部地下设备集中区域：一级

 防火等级：地下道路与地下附属建筑、地面风井出入口：一级

管理中心等其他地面建筑：二级

 暴雨重现期：地面道路：3~5年，高架道路：5年，隧道敞开部分：30年

 抗震设防烈度：7度，属重点设防类

 人防等级：按核6级常6级兼顾设防。防化级别为丁级。

4、建设标准 一、总体方案



5、线位方案

 线位沿用工可方案，西接中环（北虹路），沿长宁路~光复西路~苏州河~余姚路~新会路~天目

西路~天目中路~海宁路~周家嘴路，东至内江路，全长19.1km。

 为避让轨道交通2号线及13号线车站，长宁路-天目西路段局部进行改线，改线段总长8.2km

– 双流路～江苏路段（4.8km），改线光复路、苏州河，穿越中山公园，避开2号线中山公园站及其地下空间。

– 江苏路～恒丰路段（3.4km），改线余姚路、新会路，避开13号线长寿路段武宁路、常德路和江宁路3处车站

一、总体方案

13号线江宁路站

2号线中山公园站

13号线长寿路站

13号线武宁路站



 中环~虹口港段：采用连续流通道形式扩容，全长12.8km，设置5对匝道，与中环（北虹路）
立交和南北高架（天目路）立交都采用全互通连接

• 北虹路立交和天目路立交段采用高架形式，分别长约922m和1651m

• 中江路~筛网厂，采用盾构形式穿越，单管双层布置，地下道路长7789m（盾构段长约6416m）

• 晋元路~虹口港，采用明挖地道形式，长约2454m

 虹口港～内江路段：采用地面断面优化+关键节点下立交，长约 6176m

• 在工可三组下立交方案的基础上，增设江浦路下立交，满足远期节点交通增长需求

6、总体布置 一、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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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出入口布置

 全线遵循服务重点区域，衔接骨干路网的原则，全线共布置5对匝道，平均间距为2.6km

，并与中环北虹路、南北高架形成两处全互通立交

一、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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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长宁中山公园商圈
, 联系内环西段1、 2  北虹路匝道

3、 4  泸定路匝道 服务普陀长风商务区

5、 6  江苏路匝道 服务长宁中山公园商圈

7、 8    恒丰路匝道 服务普陀长寿商圈和静
安区

9、 10  河南路匝道 服务苏河湾地区



8、配套服务及管理设施

 管理中心选址优化

– 管理中心从中江路移到筛网厂

– 取消共和新路分控中心

– 泸定路桥下独立设置1处应急救援点，

吴淞路应急救援点维持工可方案

 风塔优化

– 风塔数量、高度维持不变

– 经与环评单位沟通，根据北横通道交

通流量的特点，取消了吴淞路分散式

排放低风塔

– 福建路风塔位置将结合苏河湾城市设

计最新成果进行细化

 增加一处设备用房

– 增加晋元路设备用房，总数增至6处

工可阶段附属设施布置

初步设计阶段附属设施布置

管理中心
占地4408m2

建面3700m2
分控中心
占地1269m2

建面508m2

一、总体方案

应急救援点
占地185m2

建面50m2

风塔高度：中江路49m，筛网厂102m，福建路90m

管理中心
占地2947m2

建面11388m2

应急救援点
占地895m2

建面140m2

应急救援点
占地525m2

建面733m2



1、线路设计

 纵断面布置

– 主线最大纵坡为5.5%，最小纵坡为0.3%

• 盾构段最大纵坡为4.5%（靠近洞口），坡长702m

• 明挖段最大纵坡5.5%

– 高架落地匝道最大纵坡为6.8%

– 地下道路接地匝道纵坡均不大于6%

控制物名称 目前情况 与北横通道的上下关系 控制物标高 控制间距
苏州河驳岸桩基 已运营 北横盾构下穿 桩底标高-13~-16m >3m

地铁15号线 规划 北横盾构下穿 盾构底标高-20.0m >5m

地铁3、4号线 已运营 北横盾构下穿 - ~
上海君城建筑桩基 已运营 北横盾构下穿 桩底标高-28.5m >3.3m

地铁11号线 已运营 北横盾构下穿 盾构底标高-23.8m >7.8m
地铁14号线 未施工 北横盾构下穿 盾构底标高-13.4m >8.2m

静安恬园 已建成 北横盾构下穿 桩底标高-23.5m >2.92m
龙进地块 正在施工 北横盾构下穿 - 平面错开

玉佛城地下车库 已建成 北横盾构下穿 车库底标高-2.1m >10m
地铁7号线 已运营 北横盾构下穿 盾构底标高-20.0m >6m

地铁13号线 在建 北横明挖上跨 最浅处盾构顶标高-14.44m >6.1m

地铁8号线 已运营 北横明挖上跨 盾构顶标高-12.1m >6.07m
地铁10号线 已运营 北横明挖上跨 盾构顶标高-10.0m >5m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西段隧道横断面布置

辅
道

辅
道

盾构段D1=15.0m
• 单层3车道
• 车道3.0m宽，3.2m高

• 上层顶部设置排烟道
• 排烟道>面积8㎡

车道
标准

排烟

• 设置专用电缆通道
• 电缆通道内均需设中间变

电缆
通道

• 单层3车道
• 车道3.0m宽，3.2m高

车道
标准

• 不设排烟道
排烟

主线矩形隧道段 匝道段
• 单层1车道+紧急停车带
• 车道3.0m宽，3.2m高

车道
标准

2、建筑设计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东段隧道横断面布置

– 隧道主线暗埋段主要采用两孔一管廊形式。车道规模

为双向四~六车道

– 车道标准3.0m宽、3.2m高

– 中间管廊电缆通道，下设水管沟。两侧车道孔之间不

大于@120m设置横向人行通道。

东段标准横断面图（双向六车道）

 下立交横断面布置

– 车道规模为双向四车道。

– 车道标准3.5m宽、4.5m高

下立交标准横断面

2、建筑设计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管理中心总平面布置

管理中心拟布置在位于长寿路以南,苏州河西侧地块内，距离筛网厂工作井约100米，地面设置高排

风塔40㎡（风口面积），与地块整体开发的高层核心筒合建，风塔高度暂定为102m（根据环评确定）

结合集中设备用房设置。

地块西侧为拟建高层办公楼，东侧为变电站用地。地下3层、地面5层，总建筑面积13388平方米

其中：地面4455平方米， 地下8933平方米。用地面积2947平方米。地面设置停车场，设大型车停车位5

个，小型车停车位4个。

管理用房总平面图

拟建高层 变电所用地

2、建筑设计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管理中心平面及立面

地上共五层，一层部分主要设置了门厅，电梯厅及主要设置有餐厅、门卫等功能区。二层设置了交

警用房、会议室、路灯所。三层以会议、办公为主。四层到五层局部采用两层通高的主控中心及设备室、

值班室等。地下一层设置高配间、低配间、应急电源室、消防泵房、小通风机房等。地下二层设置低配间

、排风机房、风机控制室，车道层上方设置通风机房、工作井排烟机房等;地下三层设置设备间、通风机

房、工具间等。

管理用房效果图

2、建筑设计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应急救援点

救援点一，设置在泸定路桥下 救援点二，设置在吴淞路口

大型车车位3个，小型车停车位6个。 设置大型车停车位4个。

2、建筑设计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景观设计——光影·溢彩
– 北横通道横跨上海中心城区，伴随着城市的苏醒而熙熙攘攘，

随着城市的沉寂而归于平静。通道的内装饰抓住城市由静至动
由动至静的一个瞬间

 装修
– 侧墙采用专用装饰板
– 顶部采用防火内衬，RABT升温曲线2h，排烟通道板0.5h
– 光过渡采用白色穿孔光过渡棚
– 敞开段采用花岗岩

2、建筑设计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3、结构工程

 北横通道地下结构分为两段，苏州河西侧改线段盾构隧道约长约7788m，晋元路~吴淞路的明挖隧道
长约2454m。

 盾构段设置中江路、中山公园和筛网厂设置三处工作井，两段盾构长度分别为2751和3665m，盾构
外径为15m。两侧开挖段各长750m和552m。

 东段隧道采用明挖法施工，单箱双室布置，结构宽约26m，结构高度约6m。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中山公园井：位于中山公园内

 工作井宽约25m~40m，长约70m，深约30m。

 围护采用1.2m厚地下连续墙，竖向设6道砼支撑。

筛网厂井：位于昌化路以东

 井平面尺寸25.4×24.4m

 基坑深度35m

 围护采用1.2m厚地下连续墙，竖向设7

道砼支撑。

中江路井：位于光复西路中江路西南角

 井平面尺寸25.4×24.4m

 基坑深度28.4m

 围护采用1.2m厚地下连续墙，竖向设6道

砼支撑。

3、结构工程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工作井布置



 圆隧道

隧道外径：15.0m

管片厚度：0.65m

环宽：2.0m+1.5m

分块：10块

拼装方式：通用衬砌环，错缝拼装

管片连接：斜螺栓

 内部结构

 下层车道板：预制”口”字件

 上层车道板：滑模现浇

 烟道板：搁置在植筋牛腿上的轻型梁板结构

衬砌圆环构造图

内部结构标准横断面图

烟道板

上层车道板

预制口型件

3、结构工程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盾构结构断面布置



 盾构段关键技术1——盾构选型
通过对泥水平衡及土压平衡两种盾构机的对比分析，本工程两种盾构机均适用，泥水平衡盾构机相对适应性略好。施工图阶段将

根据工程详细勘察资料、实施条件等因素进行进一步论证，最终确定盾构机选型。

3、结构工程

项目 泥水平衡盾构 土压平衡盾构

工程地质情况 对各种地层适应性均较好 对各种地层均能适应，处理砂性土能力相对较弱

主驱动对比 对主驱要求相对较低 对主驱要求相对较高

最大施工深度
目前最大埋深可达60m，上海正在施工的

虹梅南路隧道最大埋深为59m

目前最大施工深度为西班牙M30隧道，最大埋深约

为60m，但地质情况好，地下水位低

盾构始发场地条件 需要较大的泥水处理场地 对场地要求相对较低

施工速度 施工速度快，一般可达到250-300m/月
相对施工速度较慢，根据上海经验可达到200-

250m/月

取水条件 需大量施工用水 对施工用水要求不高

盾构机对土层适应性图 泥水盾构及土压盾构机扭矩分布图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盾构段关键技术2——盾构小半径推进

3、结构工程

本工程隧道外径D=15m，小半径曲线的界限为R=600m，全线小半径比例为44.8%。

解决方案：

 盾构设备选型：推荐采用铰接盾构

 管片结构设计：减小环宽、提高隧道纵向刚度

西段平面曲线
占西段比例

（%）

占东段比例

（%）

500m半径圆曲线 12.4 34.3 

550m半径圆曲线 18.0 7.7 

600m半径圆曲线 6.4 9.1 

700m半径圆曲线 4.7 0.5 

1000m半径圆曲线 9.5 8.4 

2000m半径圆曲线 12.7 10.7 

缓和曲线 15.9 13.7 

直线 20.4 15.5 

合计 100.0 100.0 

小半径曲线（R≤600m） 44.8 57.9 

非小半径曲线（R>600m） 55.2 42.1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小半径范围

小半径范围



 盾构段关键技术3——穿越轨道交通

3、结构工程

中
江
路
井

中
山
公
园
井

筛
网
厂
井

15
号
线

3
号
线

11
号
线

7
号
线

14
号
线

序号 轨道
交通线

轨交
结构形式 相互关系 轨交标高（m） 通道与轨交

最小净距（m）

1 运营7号线 盾构区间 下穿，平面垂直 底标高 -19.8 6.21

2 规划14号线 盾构区间 下穿，平面垂直 底标高 约-13.4 8.22

3 运营11号线 盾构区间 下穿，交角约68度 底标高 -24.5 7.06

4 已建3号线 高架区间 桩基间穿越
交角约83度

承台桩基
底标高 -66.03 距离桩基

水平距离19.3m

5 规划15号线 盾构区间 规划区间上跨
交角约84度 底标高 约-20.00 5.00

 盾构段区间共穿越轨道交通区间5次，其中：

 穿越已运营地铁盾构区间2次，

 穿越待建地铁盾构区间2次

 穿越高架区间1次

 北横通道盾构穿越地铁盾构区间距离控制标准：

 北横盾构下穿已建地铁最小净距控制为6m

 地铁盾构上跨北横盾构隧道最小净距控制为3m。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盾构段关键技术4——穿越建筑

3、结构工程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盾构段穿越建筑物影响统计范围，若按平面宽度2倍覆土深度+2倍盾构直径计

穿越类型
穿越数量

小计
多层无桩 多层有桩 高层

侧穿 22处 12处 35处 69处

下穿 20处 3处 无 23处

小计 42处 15处 35处 92处

 下穿建筑物23处，与隧道竖向距离为15.4~35.3m。

 侧穿建筑物69处，与隧道水平距离小于3m的建筑物有

23处，其中高层建筑10处，多层有桩基建筑5处，多

层无桩建筑8处。

 共穿越多层建筑57处，高层建筑35处。



 盾构段关键技术4——穿越建筑

3、结构工程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长宁区

穿越类型
穿越数量

小计
多层无桩 多层有桩 高层

侧穿 7处（13幢） 4处（4幢） 4处（5幢） 15处（22幢）

下穿 9处（11幢） 1处（1幢） - 10处（12幢）

小计 16处（24幢） 5处（5幢） 4处（5幢） 25处（24幢）

侧穿平面净距小于4.5m 3处（5幢） 1处（1幢） 1处（1幢） 5处（7幢）

静安区
穿越类型

穿越数量
小计

多层无桩 多层有桩 高层
侧穿 7处（8幢） 8处（8幢） 15处（16幢） 30处（32幢）
下穿 7处（7幢） 1处（2幢） - 8处（9幢）
小计 14处（15幢） 9处（10幢） 15处（16幢） 38处（41幢）

侧穿平面净距小于4.5m 2处（2幢） 5处（5幢） 7处（8幢） 14处（15幢）

普陀区

穿越类型
穿越数量

小计
多层无桩 多层有桩 高层

侧穿 9处（24幢） 3处（3幢） 19处（20幢） 31处（47幢）
下穿 6处（10幢） - - 6处（10幢）
小计 15处（34幢） 3处（3幢） 19处（20幢） 36处（57幢）

侧穿平面净距小于4.5m 6处（20幢） 1处（1幢） 3处（3幢） 10处（24幢）



 明挖段结构

– 暗埋段：单孔箱涵，双层两孔箱涵、单孔箱涵+悬臂挡墙、双层四孔箱涵（上下各两孔）

– 敞开段：坞式结构

主线风道夹层断面
主线暗埋段标准层断面

主线敞开段

主线出口暗埋段断面

主线暗埋段接工作井断面

匝道叠层断面

3、结构工程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围护结构断面

围护形式 基坑深度

放坡开挖 ≤2m

重力式挡墙 2～5m

650SMW 5～8m

850SMW 8～11.0m

600厚地墙 11.0～15m

800厚地墙 15～18m

1000厚地墙 18～24m

1200厚地墙 ≥24m

主线围护典型横断面（一）

主线围护典型横断面（二）

主线围护典型横断面（三）

3、结构工程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明挖段关键技术1——穿越苏州河
– 北横通道将在桩号范围K9+020.00~K9+086.00内从河床底部下穿越苏州河。越河段通道宽度约30m，通道结构埋深（相

对地面）约16~20m，结构顶板顶距离河床底约0.69m，穿越段长度约66m。穿越段推荐采用分期围堰明挖施工。

3、结构工程

轨道交通13号线

主线明挖段

苏州河

长寿路桥

第一期围堰施工 第二期围堰施工

现状河床断面 河底疏浚线

689mm 837mm869mm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明挖段关键技术2-—轨道交通保护要求
1) 地铁结构设施绝对沉降量及水平位移量≤20mm。（包括各种加载和卸载

的最终位移量）。

2) 隧道变形曲线的曲率半径 R≥15,000m。

3) 相对弯曲≤1/2500。

4) 由于打桩振动、爆炸产生的震动对隧道引起的峰值速度≤2.5cm/s。

 实施难点

1）直接在隧道上方近距离开挖引起的隧道上浮问题。

2）围护结构在隧道上方的插入比不足。

3）通道结构“欠补偿”对下方隧道结构的影响。

 关键技术措施

1）基坑化大为小，减小单次卸载量；

2）地基内外土体加固改良；

3）坑底设置抗隆起桩；

4）基坑开挖采用“弹钢琴”式跳坑开挖；

5）节点内不设置变形缝，分块施工底板与抗隆起桩基形成整体控制土体回

弹。

明挖上跨13号线节点

明挖上跨8号线节点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3、结构工程



4、桥梁工程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概述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全线涉及多处桥梁，主要包括：

（1）北虹路立交

（2）天目路立交；

（3）长寿路桥；

（4）吴淞路天桥、梧州路天桥等人行天桥与地面小桥；

 技术标准：

– 1、设计荷载：北横主线高架桥梁，城-B级；

南北高架辅桥及地面桥梁，城-A级；

人群荷载，按《城市桥梁设计规范》取值。

– 2、环境类别：I类。

– 3、抗震标准：抗震设防烈度7度，地震动加速度峰值0.10g；桥梁抗震设防类别：丙类。



 北虹路立交
设计内容包括：北横主线跨吴淞江桥梁、北虹路立交全互通匝道建设、中环吴淞江人非桥建设及北翟路新泾港地

面桥改建4部分内容。

4、桥梁工程

 桥梁结构形式
北虹路立交节点，主线及立交桥梁共计4处跨越吴淞江，多处跨越中环高架就匝道。根据结构受力需求及施工要

求，北虹路立交上部基本采用钢箱梁结构；墩帽、盖梁及立柱均采用工厂制作，现场施工的方案；基础采用D800

及D1000钻孔灌注桩。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天目路立交
设计内容包括：在天目路立交节点处改造现状立交在天

目西路上的四根接地匝道，使得四根接环岛转盘的匝道

与北横主线相接。南北高架东西两侧新建辅道桥，贯通

地面道路系统，实现南北高架主辅分离。

4、桥梁工程

 桥梁结构形式
天目路立交位于上海市区交通繁忙段，为减小桥梁建设对环境的破坏，避免对现状交通的影响。桥梁采用简支小

箱梁结构，部分跨径较大桥梁采用钢箱梁结构。跨苏州河及跨铁路桥梁，采用钢结构系杆拱桥。

主线标准桥梁采用双柱式钢筋混凝土桥墩，匝道采用矩形独柱墩。桩基采用钻孔灌注桩。

跨铁路节点

跨苏州河节点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z

 长寿路桥
设计内容包括：现状长寿路桥按3幅桥梁布置：中幅桥梁建设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20+36+20m。两侧桥梁为

上世纪90年代建设的预应力混凝土连续箱梁桥，跨径组合40+59+40m。由于现状中幅桥梁建设标准较低，通航

条件小于其两侧桥梁,不满足远期发展需要，故对此桥进行拆除重建。

4、桥梁工程

 桥梁结构形式
上部结构：采用连续钢箱梁，跨径布置（70+100+70）m，桥宽16m，桥梁面积3840m2。

下部结构：桥墩采用板式桥墩，位于苏州河两侧；桥台为轻型桥台；桩基采用钻孔灌注桩。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人行天桥与地面小桥

4、桥梁工程

序号 桥名 上部结构 下部结构 处置方案
1 恒丰路天桥 钢箱梁 钢立柱 拆除重建
2 西藏路天桥 钢箱梁 钢立柱 拆除重建
3 河南路天桥 钢箱梁 钢立柱 拆除重建
4 吴淞路天桥 钢箱梁 混凝土立柱 拆除重建
5 虹口港桥 空心板梁 重力式桥台 桥面大修

6 杨树浦港桥 空心板梁 重力式桥台 搬迁管线新建管线桥
桥面按新的设计标准整修

7 梧州路天桥 钢箱梁 混凝土立柱 新建

吴淞路天桥 梧州路天桥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5、通风系统设计（西段隧道）

 通风系统方案

采用“纵向通风+集中排风”的通风模式，中部设中山公园工作井，两端设中江路及筛网厂风塔，废气通过风塔高空排出

盾构段正常运行发生火灾时，采用纵向排烟方式，烟气从中江路风塔、中山公园风井、筛网厂风塔或匝道排出；

阻塞工况发生火灾时，采用重点排烟方式，烟气从中江路风塔、中山公园风井、筛网厂风塔排出

 通风长度

通风区段长7.6142km，东端出口段有一段69m的全影形声屏障，通风长度共计7683.2m。

 通风示意图：

辅
道

辅
道

射流风机

φ630

射流风机

φ630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5、通风系统设计（东段隧道）

 通风系统方案

东段隧道采用竖井送排式纵向通风方式，设福建路风塔，废气通过风塔高空排出。

隧道发生火灾时，采用纵向排烟方式，烟气从洞口排出。

 通风长度

北线：通风区段长2384m（含128m全影形声屏障）

南线：通风区段长2234m（含128m全影形声屏障）

 通风示意图：

福建路风塔

北线

福建路风塔

南线

射流风机

φ710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6B
6A

中江路风塔

筛网厂风塔
福建路风塔

5、通风系统设计

 污染物排出：

– 西段隧道设2处高风塔，分别位于中江路及筛

网厂。

– 中江风塔：光复西路中江路附近，绿地内，风

塔高度暂定49m；

– 筛网厂风塔：长寿路昌化路附近，结合地面建

筑物布置，风塔高度暂定102m。

– 东段隧道设1处高风塔，位于福建路。高度暂定90m。

– 风塔位置：

1）方案一（工可方案）：福建路附近，海宁路北侧地块（

北线3车道区段、南线2车道区段）；

2）方案二（候选方案）：河南北路西侧，海宁路北侧（北

线2车道区段，南线2车道区段），风塔规模可缩小。

二、工程设计与关键技术



1、中山公园工作井超深地下结构施工 三、施工关键技术

概况：本工程中山公园工作井地墙共计44幅，墙厚1200mm，
深66米，十字钢板接头。

设备选型：考虑地墙设计深度，进入⑦层后土体较硬，拟采用
抓铣结合的成槽施工工艺进行施工。即用传统的液压抓斗成槽
机直接抓取上部①~⑥层，约30米深度范围内的粘土层，进入
⑦层后，下部约36米深度范围换由铣槽机进行成槽施工。

BC40铣槽机

中山公园井位于长宁区中山公园内，东西向长74.5米，南北向宽度24.2~26.1
米，两端盾构井挖深31米，中部设备区挖深27.8米。

1、围护：地下连续墙，厚度1200mm，深度66米；
2、支撑：5道砼支撑，局部6道；
3、结构：地下5层。



2、大钢模 三、施工关键技术



3、明挖跨越地铁段施工 三、施工关键技术

1）考虑运行地铁线路安全的跨越段深基坑设计

（1）围护结构采用600地下连续墙，盾构隧道位置地墙底上提至隧道上方1m；

（2）坑底设置抗拔桩，与底板形成整体抵抗隆起；

（3）坑底被动区加固，考虑满堂加固，增加土体强度；

（4）设置封堵墙，分坑设计，降低时空效应；



3、明挖跨越地铁段施工 三、施工关键技术

2）考虑运营地铁安全的施工控制方法

（1）地墙施工控制措施

 严格控制轨道交通上方地墙底标高；

 控制成槽阶段冲击力；

（2）MJS加固控制措施

 设备选型—GF200SV；

 控制水泥浆液压力≥40PA ；

（3）合理安排挖土施工流程

在满足基坑开挖顺序对轨道交通的影响最小的同时，还需要对施工

的场地布置、路口交通进行合理组织。



4、盾构段施工 三、施工关键技术

1）急曲线施工

 采用铰接盾构装置；

 盾尾密封的中途检修与更换；

 盾尾采用8点注浆和壳体注浆；

 盾构姿态控制：配置自动测量系统和高精度全站仪、陀螺仪定向测量；

 设置剪力销；

 采取纵向拉紧措施，提高管片纵向刚度，每块管片增设2个注浆孔；

 隧道内二次注浆（双液浆），减少隧道水平位移量，提高隧道稳定性。



4、盾构段施工 三、施工关键技术

2）连续近距离穿越

 穿越前的调查与模拟分析；

 分区分类保护：托换、主动加固、隔离；

 优化掘进施工参数实现盾构均衡化掘进；

 自动化监测；

 同步注浆+二次补注浆；

 部分障碍物超前处置。



4、盾构段施工 三、施工关键技术

3）复杂地层掘进

 针对不良地质的补充勘探；

 在该土层进行掘进施工会对盾构刀具造成一定的磨损，在掘进过

程中将对刀具进行定期检查，根据刀具磨损检测装置的信息和定期

检查的结果，一旦确定刀具磨损严重，立即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换刀

工作；

 盾尾采用特殊构造，并提前生产2环特殊环管片，必要时可采用

冰冻法冻结检修，具备地下盾尾刷更换。



4、盾构段施工 三、施工关键技术

4）开挖面稳定

 严格控制切口水压，提高泥水质量，加强盾构掘进参数控制；

 盾构姿态变化不宜过大、过频，以减少土层损失，降低盾构对周围土体的扰

动；

 加强设备维修保养力量，防止由于盾构设备故障而造成停推时间过长；

 提高同步注浆浆液质量，实行注浆量和注浆压力双控模式，减小对周边土体

扰动，保证成型隧道稳定性；

 加强盾尾油脂压注管理，防止盾尾密封渗漏；

 及时铺设隧道道路预制构件，推进内部结构施工，控制隧道上浮；

 必须将监测数据与施工参数的优化紧密地结合起来，即根据监测数据的变化

情况，分析调整当前的盾构施工参数，使盾构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尽量减小。



5、桥梁预制拼装技术 三、施工关键技术

1）桩基工程

成桩工艺选型：考虑到中心城区的噪音污染控制，钢管桩拟采用荷兰ICE RF

免共振振动锤施工。桩基拟改为Φ600mm、Φ700mm钢管桩，分节长度控制

在15m以内。



5、桥梁预制拼装技术 三、施工关键技术

墩柱、盖梁采用联合工厂预制。工厂总占地面积约50亩，位于嘉定

区马陆镇沪翔西辅道与沪宜公路交界处，共包括一座混凝土搅拌站和

一座钢筋及预制构件加工厂。

混凝土搅拌站

钢筋及预制构件加工厂

2）墩柱盖梁预制



5、桥梁预制拼装技术 三、施工关键技术

3）预制墩柱拼装

立柱与承台拼装前先进行匹配拼装，同时应对外露钢筋进行除锈处理。在承台

拼接缝位置，布置不锈钢调节垫块。



四、工程科技创新

1）城市超深地下快速路结构设计与协同建设关键技术（市科委）

城市超深地下快速路盾构隧道结构的受理模式与设计理论

城市超深地下快速路近距离穿越即有轨交隧道变形控制设计标准

城市超深地下快速路建设环境保护技术

城市大型地下快速路交通安全管控技术与标准

城市大型地下快速路建设期交通信息诱导服务技术

基于智慧基础设施的城市超深地下快速路网格化协同管理技术



四、工程科技创新

2）特大型市政道路全寿命周期的BIM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BIM模型融合研究

城市快速道路的BIM模型分类编码和交付标准研究

虚拟/增强现实情境下的设计和施工方案动态仿真和优化研究

大数据分析技术和BIM模型的结合进行施工建设管理和辅助决策研究

基于物联网的特大型市政道路运营期决策支持关键技术研究

基于GIS和BIM技术相结合，具有可视化、智能化特点的全寿命周期隧道工

程信息管理平台研究



总体筹划

 总工期约 45个月，总投资约226.72亿元
– 盾构段为关键工期，采用两台盾构分别从大渡河路井、筛网厂井向中山公园井推进。

– 西段盾构长2.74km，工期为43个月；东段盾构长3.67km，工期约 45 个月。

– 盾构段为关键工期，建议工作井先期开工建设。

三、工程建设筹划

工序 1#盾构 2#盾构

施工准备、管线迁改 4 4

工作井施工 15 15

盾构安装调试 4 4

盾构推进 0.5+9+0.5=10 0.5+12+0.5=13

盾构接收拆除 2 2

工作井内部结构施工 2 1

设备安装调试 6 6

小计（月） 43 45

大
渡
河
路
井

中
山
公
园
井

筛
网
厂
井

大渡河
路井

中山公
园井

筛网厂
井

1# 2.74km 2# 3.67km



2015年建设计划

分 项 工 程 费（亿元）

工程建安费 100.99

工程其他费用 12.27

基本预备费 5.66

其他专项费 5.26

前期费 102.53（其中动拆迁58.53亿元，管线搬迁41.5亿元）

合计（静态投资） 226.72

三、工程建设筹划

 总投资约226.72亿元部位 2015年计划完成工程内容 前提条件、前期计划完成内容

中江工作井及车架段ZJ1-ZJ4 结构封顶 工作井部位煤气管线于3月搬迁完成

中江路暗埋段（ZJ13-ZJ22） 围护结构、地基加固完成；
第一层土方开挖；

上海化工研究院等腾地、施工许可于6月办结

中江路暗埋段（ZJ5-ZJ12）
中江路匝道3、匝道4

围护结构完成；
地基加固完成50%；

威宁路桥下暗埋段（ZJ23-ZJ25）
及敞开段（ZJ26-ZJ30）

桥下220KV、1500上水、非开挖通信等过河管线搬
迁

盾构掘进施工 盾构机设计、加工；
管片等钢模设计、加工完成；

中山公园井及匝道 浜塘处理、围护结构施工完成；
地基加固完成50%

中山公园腾地、施工许可于5月办结

江苏北路匝道 长宁路动拆迁腾地、施工许可于9月办结，第一阶
段管线搬迁

明挖上跨13号线段 SW10-SW11围护结构、沿13号线门式
加固、坑内加固；
管线盖板施工完成

腾地、施工许可于9月办结；
南侧管线搬迁至盖板

筛网厂井及过河段 腾地、施工许可于12月办结

海宁路地道（虹口段） 腾地、施工许可于6月办结；
第一阶段管线搬迁

海宁路地道（闸北段） 腾地、施工许可于12月办结；

江浦路、隆昌路下立交 腾地、施工许可于9月办结；
第一阶段管线搬迁

大连路、黄兴路下立交 腾地、施工许可于12月办结；



汇报完毕，谢谢


	幻灯片编号 1
	幻灯片编号 2
	1、功能定位
	2、扩容形式
	3、建设规模
	4、建设标准
	幻灯片编号 7
	5、线位方案
	6、总体布置
	7、出入口布置
	8、配套服务及管理设施
	 1、线路设计
	幻灯片编号 13
	幻灯片编号 14
	幻灯片编号 15
	幻灯片编号 16
	幻灯片编号 17
	幻灯片编号 18
	3、结构工程
	3、结构工程
	3、结构工程
	幻灯片编号 22
	幻灯片编号 23
	幻灯片编号 24
	幻灯片编号 25
	幻灯片编号 26
	幻灯片编号 27
	幻灯片编号 28
	幻灯片编号 29
	幻灯片编号 30
	幻灯片编号 31
	幻灯片编号 32
	幻灯片编号 33
	z
	幻灯片编号 35
	幻灯片编号 36
	幻灯片编号 37
	幻灯片编号 38
	幻灯片编号 39
	幻灯片编号 40
	幻灯片编号 41
	幻灯片编号 42
	幻灯片编号 43
	幻灯片编号 44
	幻灯片编号 45
	幻灯片编号 46
	幻灯片编号 47
	幻灯片编号 48
	幻灯片编号 49
	幻灯片编号 50
	幻灯片编号 51
	总体筹划
	2015年建设计划
	汇报完毕，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