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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各条既有线路的不断扩能以及新建线路的不断延伸，对既有车站的改造工作日渐增长，

但既有车站的改造不比新建车站，必须整体考虑新老车站的协调、交割，在此前提下，改造工作很容

易出现诸多疏漏、病害，本文梳理了笔者曾参与的站改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以供同行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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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each existing lines and the continuous extension of new lin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xisting station work growing, but both station transformation than new station, must 

consider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new and old station, delivery, under this premise, the transformation work is 

easy to appear many omissions, disease, this paper combed the author involved in the experience of the station 

and lessons, for pee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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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线站场改造按照行车处理方式分类，可以分为停运改

造，和运营改造，主要区别在于站场改造期间既有站场是否停

运。基于目前全国铁路运输需求，除了个别小型既有车站以外，

停运改造一般不易实现，因此既有线站场改造大部分为运营改

造。运营改造必然涉及新旧车站之间、运营区与施工区之间的

整体协调、对接，本文主要针对这些特殊工作内容，而对普通

施工工序不再赘述。 

 

附图 1：既有线站场改造施工步骤示意图 

1．施工步骤 
1.1 施工前调查 

由于站改施工涉及对接协调工作巨大，因此需要做详尽的

施工前调查，便于后续施工安排。主要对接内容除常规的生产

材料资源、地质情况、交通道路情况等内容以外，需要主要调

查以下方面： 

（1）既有管线调查 

由于既有线站场改造施工区域基本都位于既有车站附近，

而既有车站通常是各类铁路、地方管线汇聚的区域，因此施工

区域内不可避免会存在较多管线，而鉴于目前愈来愈严格的安

全管理要求，一旦管线出现损坏情况，后果将极为严重，影响

将极为恶劣，所以施工前必须对管线进行全面细致的排查。 

调查方法主要为：现场踏勘、核对资料、会议对接。 

首先，项目部测量人员将施工区域通过红线放样确定出

来，确定施工区域后，组织人员对区域内进行全面踏勘，对肉

眼可见的各类标牌、架空线路、电缆槽道等进行拍照并记录走

向、高度、线缆数量、类型，同时，利用管线探测仪对地下管

线进行大致探测并记录走向、深度。相关人员探勘完成返回项

目部后立即对踏勘内容进行整理、汇总并形成表格上报，便于

后续对接迁改单位。 

其次，对接各家站段，包含通信、供电、电务、维管等，

一方面借阅既有线路竣工资料，查询既有管线埋设位置、数量

并记录，另一方面邀请相关站段指派专人到现场对既有管线进

行指认，作为现场踏勘的补充、明确，然后与项目部踏勘结果

汇总到一起，形成最终统计表格。 

第三，联系、申请建设单位组织既有管线迁改工作对接会，

邀请设计、路局各站段、地方涉及单位、迁改单位参会，通报

现场踏勘得出的汇总表，与设计、迁改单位持有的管线迁改设

计资料进行对比，查漏补缺，同时请路局各站段、地方涉及单



工程管理 
第 4 卷◆第 4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37-4580(P) / 2737-4599(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02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位对表格做最终确认。 

以上三个方面全部完成后，现场的既有管线调查即告完

备，后续即可按照汇总表推进迁改工作。 

（2）产权单位调查 

由于既有线站场所含的设备设施远多于区间线路，因此涉

及到的产权单位也相较于区间更多，其中除了区间常见的工务

段、供电段、电务段、通信段以外，很多还涉及到客运段、机

务段、车务段、车辆段、大修段、货运中心、房建公寓段等不

常见的站段，因此需要详细调查施工区域影响到的设备，列明

清单，并根据设备逐一反推产权单位，提前与之建立联系，便

于后期对接。 

（3）既有线路情况调查 

凡是邻近营业线施工或者营业线施工，均需要在施工前进

行既有线路调查，包括线路等级、设计速度、列车运行控制方

式、行车指挥方式、列车运行情况等，既有线站场改造的不同

之处在于，涉及的线路更多，情况更加复杂。 

一般位于区间线路的邻营或营业线施工，仅需要调查一条

或者两条既有线路的情况，而位于站场的邻营或营业线施工一

般需要调查四条以上甚至几十条既有线路情况，因为站场最小

应包含两条正线、两条到发线，大型站场例如西安北站包括3

场（郑西、西宝场，大西、西成场，西银、关中城际场）、18

台、34线，一旦在站场附近特别是两端进出站枢纽位置施工，

则有可能需要调查34条线路的情况。 

具体调查方式一般为拜访站场线路所属的工务段，请对方

提供相关数据。 

1.2方案编审 

施工现场调查完成后，则可以组织相关人员研讨、编制站

场改造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施组编制完成后再依此编制相关

专项方案及邻近营业线方案，常规施组方案编制报批流程本文

不再赘述，重点说明邻近营业线方案编制报批流程。 

作为既有线站场改造，必然涉及邻近营业线施工，因此也

必然涉及邻近营业线施工方案上报评审，邻近营业线施工方案

编制报审作为独立于建设体系之外的流程，所需花费的精力和

时间也特别长，主要步骤如下： 

 

附图 2：既有线站场改造方案编审流程示意图 

（1）项目部自评及监理复评 

该项流程与普通方案编审流程基本一致，需要注意的是报

审表需更换为各个路局的专用报审表。 

（2）设备管理单位初审 

项目部与监理审查流程完成后，需要将方案报送至施工涉

及到的各个站段，由各站段提出初步意见，包括现场管线情况、

列车运行情况都可以在这个阶段进行核对。该流程一般不组织

正式会议，可由施工单位到各个站段技术科单独汇报、征求意

见，然后按照意见修改即可。 

（3）项目管理机构预审 

按照各站段意见修改完成后，施工单位联系建设管理单位

主管部门（一般是工程部或者所属指挥部）预约方案预审时间，

确定预审时间后，由建设单位主管部门发布方案预审会议通

知，邀请施工涉及的各站段、设计、监理单位召开方案预审会

议。会议首先由施工单位汇报方案，然后由各站段、设计、监

理、建设单位参会人员提出修改意见，最后由建设单位主管部

门宣布评审结果（通过、修改后通过或者不通过），并稍后发

布预审会议纪要。施工单位根据纪要写明的修改意见进行修

改，准备上报共审。 

（4）现场踏勘和共审 

施工单位修改方案完成后，重新履行监理、建设单位审批

流程，审批完成后，由建设单位发函请求相关路局建设处或施

工办对该方案组织共审，建设处或施工办收到请求函并排定共

审时间后，发布共审会议通知。共审参会单位为施工涉及的各

站段相对应的上级主管处室，以及设计、监理、建设单位。会

议议程与预审会议基本一致，最终由建设处或者施工办根据会

议具体审查情况宣布共审结果（同样为通过、修改后通过或者

不通过），并由调度科发布共审纪要。施工单位按照纪要写明

的修改意见修改完成后，装订成册报送至建设处或者施工办备

案，方案编审流程至此结束。 

在方案共审之前，一般由会议召集单位组织各参会单位到

施工现场进行现场踏勘，主要对现场环境、施工大致步骤、影

响区域进行直观了解，以确保后续共审时能以现场实地的认知

作为评审依据。 

1.3 安全协议和计划 

邻近营业线施工方案编审完成并备案后，即可到各涉及站

段安全科签订安全协议，安全协议签订后即可上报施工计划。

施工计划分为年度计划、月度计划和日计划，其中年度计划由

路局自行编制上报，月度计划由施工单位专职人员根据审批后

的邻近营业线施工方案相关内容编制上报，需注意的是每月施

工计划必须在上月 20 日之前上报完成，且必须到各站段办公

室使用内部电脑和网络方能连入计划上报平台，相对较为繁

琐，因此必须及早做好准备，确保准时上报，方能不耽误现场

施工。 

2.注意事项 
2.1 站段极多切勿遗漏 

前文已经提到，既有线站场改造施工涉及站段非常多，其

中部分站段在邻近区间既有线施工中根本不会涉及，例如车务

段、机务段、客运段等，特别是车站，很容易被遗漏。而方案

共审的会签表各单位需提前填写完成（见附图 3），一旦漏签一

个，补充极为困难，按原则需要全部重新签一遍，将会浪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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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时间。 

 

附图 3：会签表样板 

2.2 探沟开挖不可省略 

前文已经说明了既有线管线保护的重要性，而要最大限度

降低施工损伤管线的可能性，最有效最关键的一步就是开挖探

沟。 

一般涉及到既有线施工，设计单位会根据前期调查编制三

电迁改清单，建设单位会根据清单招标专业的迁改单位进行施

工区域的三电迁改工作，各站段也会要求线下施工单位必须待

三电迁改完成后方可进场动土施工，理论上不会发生管线损伤

的情况。但实际上，一方面由于工期紧张，很多线下施工无法

真的等到所有管线迁改完成再进场施工，而是边迁改边施工，

只要迁改出一块区域，立即进场施工一块区域，另一方面，设

计单位提供的迁改清单也可能并不齐全，部分管线由于年深日

久，几经变迁，甚至连产权单位自己都无法说清位置，这就极

有可能使迁改工作存在漏网之鱼，给线下施工单位留下损伤管

线的隐患。 

针对这些隐患，我们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开挖探沟，沿施工

区域纵向每隔 20-30 米，横向在两边边界开挖井字形的探沟，

这样就能全面探明施工区域内是否有遗留电缆，确保既有线管

线安全。 

2.3 施工过程防护为先 

站场必然比区间存在更多列车、更多旅客，因此既有线站

场改造施工需要特别注意既有线防护，包括“一机一人”“来

车停工”“拉缆风绳”等常规要求，以及“限速牌”“防撞墩”

等针对性措施，都必须按照方案要求必须全面落实后，方可开

始邻近既有线施工，否则，坚决不允许开始邻近营业线施工！ 

3. 结束语 
伴随高速铁路建设的再次回暖，在大兴建设过程中，会有

越来越多的线路成为既有线，也会开通越来越多的既有车站，

相对应的既有车站改造扩能工程也会与日俱增，而本文以笔者

的亲身经历，从既有车站改造的现场调查入手，延伸至方案编

审、协议计划上报以及相关注意事项，相对细致讲解了既有站

场改造的相关内容，相信可以帮助首次接触既有站场改造的同

仁避免犯下低级错误，推动既有站场改造工艺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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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管理风险的应对措施 

承包商应树立风险回避意识，重视风险，通过人、财、物、

技术等多方面投入，提高管理人员、作业人员质量、安全意识

和专业技术水平，科学选择合适的项目经理等项目管理班子成

员以及操作作业人员。加强管理人员和操作作业人员的教育培

训，使广大职工能爱岗敬业，增强职工的凝聚力和忠诚度。同

时使管理人员懂得现代项目管理的一些新技术、新工具、新方

法；使操作作业人员熟悉新工艺、新方法，熟练掌握本职工作

所需的技能。 

4 结束语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建筑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

天，建筑工程风险管理对于建筑工程而言意义重大，其管理水

平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工程造价与工程质量，以及企业的生存

和发展。所以建筑企业更应加强风险管理，无论是风险管理、

风险处理措施以及现场管理，都必须严格按相关规程，将建筑

工程风险降低到最低程度，并在施工过程中，应用新技术、新

材料，加强风险管理研究，提高工程风险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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