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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

前言

　　2003年7月1日，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浦东南路站一南浦大桥站区间隧道工程进行中间风井下部
联络通道施工时，发生了大规模流砂事故，导致约270m隧道发生塌陷损坏，地面发生了较大沉陷，事
故场区建筑物和防汛墙发生倾斜破坏。　　事故发生后，工程建设、设计、施工等单位经现场调研、
试验和专题研讨论证，确定了总体修复方案。工程于2004年8月正式开工，2007年6月底实现主体结构
贯通。　　修复工程采用地下连续墙围护明挖法施工，基坑全长为264m，宽为19.5～26m，开挖深度
达41.2m，基坑东侧侵入黄浦江，施工中涉及大量地下障碍物清理，还需解决与区间隧道的连接，技
术难度极大。该超深基坑工程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包括超深地下连续墙
、大深度大直径高压旋喷桩、全回转钻机清障、超深承压水降水、大断面冻结暗挖对接等先进技术和
工艺。在工程实施中进行了多项试验研究，开发应用了多项技术成果，解决了众多技术难题，创造了
在复杂地层和环境条件下世界深埋隧道修复工程的新经验。　　近年来，我国城市地下空间的开发利
用发展极快，地下工程新技术的应用日益广泛。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董家渡地铁区间隧道塌陷区原位
修复工程的设计、施工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为软土地层超深基坑工程提供了新的成功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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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董家渡)修复工程》由修复工程设计与修复工程施工两部分组成，总结了上海轨
道交通4号线董家渡区间隧道塌陷区原位修复工程的设计、施工等方面的技术和经验。它结合软土地
层轨道深埋隧道大规模塌陷后的原位修复工程，重点介绍了扰动地层复杂环境下40m超深基坑的设计
、施工和环境保护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该工程首次在软土地层60m以上施工超深地
下连续墙，首次应用全回转钻机进行大面积超深地下复杂障碍物清理施工，在超深基坑底部成功地应
用了大深度、大直径高压旋喷桩技术，在江中围堰技术、深层承压水降水、水平冻结暗挖法等技术上
有新突破，成为软土地层超深基坑施工的经典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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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工程设计篇　　1 概述　　1.1 项目背景　　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即明珠线二期)工程是上海轨道交
通规划唯一一条环线，其中西段与轨道交通3号线共线运营，是上海市的重大工程项目。塘桥站至南
浦大桥站区间隧道工程是轨道交通4号线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工程起始于塘桥站西端头井，终
止于南浦大桥站东端头井，上行线里程为SK10＋828.767-SK12＋821.758，上行线全长1997.5m；下行线
里程为XK10＋828.761-XK12＋821.758，下行线全长1981.9m，其中江中段约440m。该段区间除两端端头
井外，在浦西岸边设一中间风井，位于中山南路和黄浦江防汛墙之间，其北侧为董家渡路，主要建筑
物为谷泰饭店等三座5层砖混结构民用建筑；南侧依次为22层的临江花苑大厦、地方税务局和土产公司
大楼、光大银行大楼等。　　2003年7月1日，在区间隧道施工完成之后，进行联络通道施工时，发生
了施工险情，导致浦西董家渡地区隧道塌陷，引起隧道附近的土体流失，进而使得地面建筑物发生倾
斜⋯⋯。工程抢险期间，为尽量减小隧道破坏区域的蔓延以及控制对地面环境的进一步影响，在区间
隧道内部设置了临时水泥坝、浅层应急注浆、深层混凝土充填以及向隧道内注水的等应急措施。通过
上述应急措施有效控制了险情的进一步发展。　　由于塘桥站至南浦大桥站旁通道工程事故，导致轨
道交通4号线在2005年通车时未能实现全线贯通运营（其中的四站五区间无法参与运营），无法充分发
挥轨道交通环线功能。尽快修复该段区间隧道，为轨道交通4号线早日实现环线运营以充分发挥轨道
交通的网络功能成为一项迫切而艰难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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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

编辑推荐

　　可供地下工程设计、施工、监理、科研和教学的技术和工程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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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轨道交通4号线》

精彩短评

1、难得的一本反映工程实际的好书。
2、公司用的工具书，购买方便
3、对于基坑工程有很高的借鉴意义，里面的很多施工方法在国内是比较先进的，特别是对一些特殊
问题的处理上有独到之处，学到了很多东西，是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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