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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市政工程是关系到城市居民衣食住行的重点民生工程，开展市政工程建设的目的是进一步提升城市居民生活品质，并

为城市的未来长远发展奠定基础，随着市政工程建设项目的持续增加，市政工程施工中的城市地下管线受损事件屡屡发生，

该种事件的发生会严重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和城市有序运行，因此，必须加强市政工程施工中的地下管线保护，基于此，文中

主要开展市政工程施工地下管线保护措施的研究分析，旨在为同类施工提供参考。 

[关键词]市政施工；地下管线；保护措施 

DOI：10.33142/aem.v4i8.6793  中图分类号：TU990.3  文献标识码：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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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nicipal engineering is a key livelihood project related to the clothing, food,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of urban residents.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ut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of urban residents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With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s, urban underground pipeline damage events 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occur frequently, which will seriously 

affect the normal life of residents and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c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underground pipelines 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protection 

measures of underground pipelines in municip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imilar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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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地下管线在城市运行和人们工作生活中承担着

重要责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城市地下管线种类和

数量也随之大幅度增加，再加上市政工程建设规模越来越

大，因此，在市政工程建设过程中，如果施工企业在未经

有效调查探测或是未采取相关保护措施等情况下，贸然开

展施工作业，极易损害城市地下管线，从而引发一系列不

良后果，要想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最重要的就是重点分

析地下管线保护技术与保护方法，并科学性的探索市政工

程施工中的地下管线保护策略。 

1 地下管线遭到破坏的主要原因分析 

1.1 前期勘察不充分 

部分建设公司展开实际施工作业前期，没有有效检验

地位管网，进而导致地位管网在施工过程中受到损害。 

1.2 地网资料未掌握 

部分建设公司虽然掌握了地下管网相关信息，然而，

在进入施工环节前期没有现场检验地下管网实际情况，从

而导致无法对实际管网和信息的偏差数据予以全面了解，

最终造成地下管网在施工过程中受到损害。 

1.3 保护不到位 

部分建设公司虽然对地下管网的实际情况展开了勘

测和调查，然而，没有对其展开有效的防护作业。除此之

外，在施工距离不符合相关施工标准的情况下，地下管网

在后期施工过程中也很可能出现损坏等问题。如果没有设

计合理和有效的防护办法，地下管网也往往会由于防护措

施不到位而受到施工作业的损坏。 

1.4 管线遭到人为破坏 

在地下管网管线暴露的情况下，相关施工人员没有展

开有效的保护措施，最终导致相关地下管网在施工过程中

发生损毁。 

2 目前地下管线常用的保护技术 

2.1 隔离法和悬吊法 

在现阶段，展开实际城市政施工作业时，为了避免地

下管网由于施工作业而受到破坏，相关建设公司往往通过

以下几种方法对地下管网应用防护：（1）悬吊法，（2）隔

离法。在应用第二种方法时，相关施工人员会隔离道路施

工区域与地下管网区域，以此对地下管网通过保护。目前，

树根桩和钢板桩被较为普遍地应用在了这种保护施工之

中，从而对道路施工区域与地下管网区域进行隔离。相关

工程数据表明，深度较大的道路施工中往往予以这种保护

方法。而对于深度较小的地下管网而言，工作人员往往通

过布设隔离带等方式对其提供保护。然而， 在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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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保护方法时，必须对地下管网底部土层展开深挖工作，

如此才能确保防护措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不过，这种保

护方法无法被应用于所有的施工环境之中，主要表现在地

下管网缺乏有效支撑的情况下。面对这种情况，施工人员

则应该采用悬吊法。而后者也往往被应用于基础结构与地

下管网间距较窄的道路施工过程中。除此之外，在松软土

层展开施工工作时，同样会选择这种防护方法，从而将施

工作业对地下管网的影响范围可控制最小限度内。 

2.2 支撑保护法 

在实际应用这种保护方法时，相关工作人员必须在施

工区域布设相应数量的支撑点，以此避免地下管网受到施

工作业的影响。如果以支撑体系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则该

保护方法大体包括以下几种：（1）临时支撑法，（2）永久

支撑法。展开沉井或者固定土体等施工作业时，相关工作

人员应该保障混凝土浇筑的质量。在现阶段，得到了实际

应用的混凝土浇筑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土体深层

拌合法，（2）旋喷法。通过上述混凝土浇筑技术，则能够

在某种程度上避免地下管网受到道路施工的损害。 

2.3 卸载保护法 

在实际应用这种保护方法时，相关工作人员必须配置

载荷板，或者拆除特定的地下管网，以此起到地下管网防

护的作用。通过应用这种保护方法，地下管网附近的土层

载荷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使地下管网负荷降低，同时

避免土体结构的改变，最终实现地下管网防护的目标。 

3 市政施工过程中的地下管线保护措施 

3.1 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措施 

（1）签署地下管线保护协议。建设公司在和地下管

网管理部门签订安全协议过程中，必须对施工中各方责任

予以明确，以此将具体的施工项目和部门或者人员相挂钩。

除此之外，进入实际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也必须和地下

管网产权部门保持良性互动，通过协同合作有效避免地下

管网受到施工作业的影响。 

（2）配备管线工程师。无论是监理部门还是建设单

位，都必须指派专门的工作人员前往施工场地展开指导和

管控作业。同时，不同监管人员之间也必须展开积极沟通，

以此为后期施工作业的顺利展开奠定基础。特别需要注意

的是，监理部门和施工人员还必须对地下管网实际情况展

开全面勘测和评估，并且对周边建筑物情况予以全面掌握。

除此之外，建设公司还应该对交底工作予以高度关注，而

对于监理人员而言，则必须确保监理工作能够落实到每一

个施工环节之中。 

（3）应该有效执行《动土令》制度。展开实际施工

作业前期，建设公司和监理部门必须对《动土令》内容予

以明确，以此提高地下管网的安全系数。除此之外，双方

的工程师也必须明确地下管网布局情况，同时将安全防护

工作视作后期施工作业的重点内容。 

（4）施工中应该有效执行安全旁站工作。展开实际

施工前期，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对现有的安全旁站工作机制

予以优化，同时保障《动土令》能够得到贯彻和执行。除

此之外，只有在地下管网管理人员和监理人员，以及施工

人员都展开有效的安全旁站的基础上，才能进入后期的工

程项目施工阶段。 

（5）勘测和评估危险源，对安全隐患展开评估。展

开实际施工前期，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勘测和研究地下管网

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并且对其可能导致的损害展开判断，

以此针对不同的安全隐患和危害设计相应的安全防护方

法和解决方案。 

（6）制定应急预案，打造应急机构或者团队。相关

工作人员应该制定有效的应急预案，并且提交上级部门。

在预案通过审核之后，则应该打造专门的应急处理团队。

而项目经理则应该领导该应急团队。除此之外，还必须通

过举办演戏等方式，提升应急人员的业务能力，以此为应

急行为的顺利和有序展开提供有力保障。 

（7）对联动机制予以优化，实现立即响应和联动处

理等工作目标。相关建设公司必须有效连接施工当地的相

关医护以及消防部门，以此实现有效的联动作业，从而使

应急处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得到最大程度的提升，最终确

保应急行为能够在出现安全问题之后及时部署和展开。 

（8）通过安全培训工作人员，使其安全意识得到大

幅度提升。相关建设公司必须通过有效的培训，确保相工

作人员能够具备安全生产观念。应该将安全培训机制全面

落实到施工的每一个环节之中。除此之外，还应该确保工

作人员具备专业的施工能力和职业素养，以此为地下管网

的安全防护工作奠定基础。 

3.2 管线保护技术措施 

（1）查明地下管线分布情况。展开实际施工作业前

期，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全面获取地下管网信息，同时对施

工区域周边建筑物情况予以充分了解。在无法有效获取地

下管网信息的情况下，管理人员则应该指派专业人员实地

勘测施工场地和周边区域。唯有如此，才能保障地下管网

在后期施工过程中不受损害。 

（2）制定地下管线保护方案。展开实际施工前期，

相关建设公司应该和地下管网产权部门积极沟通，通过签

署协议等方法，为施工和地下管网保护工作提供法律基础。 

（3）做好作业技术交底。相关工作人员应该对技术

交底工作予以高度关注。展开实际工程项目施工前期，应

该确保施工人员明确施工技术细节和施工流程，并且保障

其具有安全生产意识。而在施工技术或者机械设施出现更

改的情况下，建设公司则必须通过二次交底工作对施工内

容变动内容予以明确。除此之外，建设公司必须保障交底

工作能够落实到了施工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同时对现有的

带班作业机制展开进一步优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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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制定科学和可靠的管线保护技术机制。应该在

最大程度上保障地下管网保护机制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相

关工作人员应该将保护方案提交给审核人员，而只有在通

过审核之后，才能展开后期的实际施工工作。特别需要注

意的是，在制定保护方案的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必须确

保该方案能够在后期施工环节中被实际落实和执行。 

（5）从地下管网可能受到的损害情况出发，保障施

工和保护工作的有效性和可行性。相关建设公司应该对可

能影响地下管网的不同影响要素展开全面分析，对不同要

素的影响程度也评估，从而为制定地下管网保护方案提供

指导。这就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全面勘测施工场地情况，目

前地下管网的分布和布局，并且对闸门及其周边环境予以

高度关注。除此之外，展开燃气管网区域的施工过程中，

相关工作人员必须杜绝明火情况。在出现燃气泄露的情况

下，工作人员必须及时安排人员疏散，并且立刻上报给相

关部门，展开燃气泄露处理工作。而在处理工作结束之后，

相关建设公司则应该协同地下管网管理部门展开管网修

复和检验作业，以此避免后期施工过程中出现此类安全隐

患，为工作人员的人身财产安全提供有效保障。 

4 市政施工中地下管线保护方法和途径 

4.1 对现有的地下管线管理机制展开优化，以此提升

地下管线安全系数 

相关建设公司应该对现有的地下管线管理机制予以

完善，从而避免地下管网的损害。各地方政府部门则应

该和不同单位协同合作，全面检验地下管网运行情况，

以此掌握地下管网实际信息，从而保障道路施工能够有

序和顺利展开。同时，相关建设公司应该确保施工人员

具备一定的保护观念。应该确保保护机制能够落实到施

工的所有环节中。除此之外，施工人员还应该和地下管

网产权部门展开积极互动，以此对地下管网情况予以了

解，进而为其保护方案的制定奠定基础。最后需要注意

的是，展开施工工作时，相关施工人员必须确保施工工

作能够符合标准的施工流程，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出现违

规行为。 

4.2 对现有的地下管线管理制度进行创新，进一步明

确违章查处办法 

对于市政道路工程而言，当地政府应该构建地下管

网管理单位，同时协同不同部门和机构展开有效的施工

工作。同时，还应该对现有的协商制度展开优化，通过

通报等形式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交流，从而为地下管网

保护工作的顺利展开提供保障。除此之外，相关部门还

应该积极培训施工和管理人员，并且使其具备责任意识

和安全生产观念。执法部门也应该对违规施工行为予以

惩处，以此对施工单位的行为予以约束，最终使施工环

境质量得到大幅度提升。 

4.3 构建地下管线应急处理机构 

为了保障地下管网的安全性，各地方政府应该构建应

急处理机构。应该通过聘用具备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工

作人员，并且对现有的地下管网保护机制予以改进，以此

实现有效的应急处理工作。除此之外，还应该对不同部门

人员的责任予以明确，同时提高维护人员的素质，最终为

施工和地下管网保护工作提供保障。 

4.4 提升地下管线测量精度 

必须做好地下管线测量才能够切实为管线保护提供

依据。首先应该注重地下管线埋设深度。为提升地下管线

保护有效性，就必须全面掌握地下管线的埋设情况，如果

埋设比较深，一般的探测设备难以准确探测出地下管线分

布情况，从而影响探测结果的精度。针对此类问题，可通

过不断调整发射机摆放位置和测量状态的方式，寻找最佳

的探测角度，进而确保地下管线测量的精度。其次还要选

择合适的探测仪器。为提升地下管线探测精度，选对探测

仪器是核心环节，多数情况，普通的探测仪器只能对金属

管道和电缆进行探测，而对于非金属材料的地下管线，则

采用探地雷达进行测量。以便全面系统的掌握所有地下管

线的分布情况，为市政工程施工制定地下管线保护技术措

施，提供数据支持。 

5 结束语 

目前，国家科技水平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升，

促使城市地下管网越来越复杂，由于每种地下管线发挥的

作用都是不容替代的，所以任何地下管线受损，都会给民

众工作生活造成重大影响，鉴于开展市政工程建设时，一

时疏忽就会破坏地下管线，因此施工企业应高度重视市政

工程施工中的地下管线保护，而相关人员也需要加强地下

管线保护技术及保护措施的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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