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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马銮湾新城集美片区蔡林南路（大明寺路-
环湾大道段）、柏涛路（环湾大道-

潮滨路段）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综合管廊总长度 1557.96m，装配式预制叠合管廊

924.8m，装配率 59.4%，合同总造价 8869.7356万元。其中：

马銮湾新城集美片区蔡林南路（大明寺路-环湾大道段）地下

综合管廊工程的主线布置范围为蔡林南路（大明寺路-环湾大道

段），设计起点桩号 AK0+015，终点桩号 AK0+759.754，桩号长

度为 744.754m，工程合同造价 4285.7166万元。

马銮湾新城集美片区柏涛路（环湾大道-潮滨路段）地下综合

管 廊 工 程 ， 柏 涛 路 主 线 综 合 管 廊 桩 号 范 围 为

BK0+039.684-BK0+765.89，桩号长度为 726.206m，综合管廊布

置范围与马銮湾新城起步区三期柏涛路交叉口红线一致，即园滨

路交叉口段，支线综合管廊长 87m纳入本项目的设计范围。本项

目综合管廊设计总里程长度为 813.206m，工程合同造价 4584.019
万元。合同工期 730日历天。

图 1 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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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BIM模型

图 3 项目剖面图



- 3 -

（二）装配式建筑主要技术指标

结构工程设计中包括综合管廊标准段、机械通风口、吊装口、

管线分支口、人员出入口等节点构造物设计内容。项目每隔约

200m 设置一处通风口，采用机械排风与自然通风结合的通风方

式，每个机械通风口处设置一道甲级防火门进行防火分隔，通风

口结合人员逃生口进行设置。考虑电缆放线、配套设备投放需要，

每隔约 400m设置一处吊装口，在电缆排管接出点、与其他综合

管廊衔接点设置节点井。

本项目管廊总长 1557.96m，装配式预制叠合管廊 924.8m，

装配率 59.4%，其中柏涛路预制叠合 497m，蔡林南路预制叠合

427.8m。除机械通风口、人员出入口、双层分支口及局部标准断

面管廊采用现浇施工外，其余均采用预制叠合法施工。叠合管廊

总体积 8565m3，其中预制构件体积 2562m3，现浇自密实砼体积

6003m3。

（三）参建单位

建设单位：厦门市政管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代建单位：厦门特工开发有限公司

总承包单位：中能（厦门）建设有限公司

设计单位：厦门中平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部品部件生产单位：厦门智欣建工科技有限公司

深化设计单位：厦门智欣建工科技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能（厦门）建设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筑力（福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二、项目应用的装配式建造技术及特点

（一）预制混凝土构件推广应用情况

预制拼装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施工法，采用这种施工方法要求

有较大规模的预制厂和较大吨位的运输及起吊设备，同时施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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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要求较高。本项目综合管廊采用预制叠合拼装工艺，其主要优

点：

1．改善工程建设质量；

2．节能、环保、减排、低碳；

3．大幅减少现场施工工期；

4．基坑支护要求较低；

5．施工机械化程度要求高；

6．防水效果好，质量可靠；

7．符合国家与建设部中长期发展规划要求。

（二）预制叠合管廊创新情况

1．缩短施工工期。

现浇工艺需要现场绑扎钢筋，搭设支撑，构件预埋，支设模

板，浇捣混凝土等多项工艺，完成 30m管廊标准段需施工 14天；

叠合管廊构件与钢筋均在工厂预制，现场拼装，构件的生产

周期不占施工工期，现场减少模板支设及钢筋绑扎量，从开始吊

装至浇筑空腔混凝土，完成 30m标准段仅需 4天，大大缩短了工

期。

2．减少施工现场开挖及回填量。

现浇工艺需两侧预留足够的作业空间，进行钢筋、模板、支

架施工，单侧需预留大于 1m作业空间。叠合管廊在现场拼装，

无需支设模板，固定支架内撑，单侧所需的作业空间可缩至 0.6m。

本项目 924.8m预制叠合管廊可减少土方开挖及回填量 5900m3。
3．减少现场施工作业人数。

完成 30m标准段管廊，采用现浇工艺需约 70 工日；叠合管

廊大部分工序在工厂制作完成，现场仅需绑扎少量钢筋，完成 30m
标准段管廊施工现场的作业人工控制在 24工日内，大大减少了现

场作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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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防水效果好。叠合管廊在构件组装后，通过内部空腔一体

浇筑自密实混凝土，混凝土密实性好，整体性好，防水可靠。

5．方便生产运输安装。叠合管廊拆分后构件尺寸为3m×3.8m，

重量轻，单个最重叠合侧墙约 3.8t，单个叠合板约 2.4吨，运输、

起吊、施工均比较方便。

（三）智能建造关键技术应用

本项目的设备管线较复杂，预留预埋的要求高，预制构件生

产和安装的协调性和复杂度高于常规建造工艺。故采用全专业、

全过程 BIM应用，在装配式建筑施工中实现钢筋零碰撞、精准预

埋、精准安装，提高了工程安装的效率及工程质量，从而达到节

约成本的目的。

三、项目实施情况

除部分现浇段管廊以外，本项目对于标准段、吊装口、管线

分支口管廊，采用了装配式预制叠合管廊的工艺方法。蔡林南路

管廊、柏涛路管均基于 BIM技术的创新应用实践。有效提高了施

工效率，实现钢筋零碰撞、精准预埋、精准安装，节约了成本及

工期。

图 4 装配式预制叠合管廊 BIM模型

（一）化整为零新型叠合预制施工方法

管廊建设按施工方法分类，主要有现浇和预制装配两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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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综合管廊主体结构的施工环节中，两者的施工工艺截然不同，

工期差别明显。传统的现场施工方法进行工程建设暴露出许多问

题：一是现场施工条件差、管理难度大。建筑工人露天施工条件

差，且产生大量的建筑垃圾，各类建筑材料浪费严重。二是人工

成本逐年增大。熟练和半熟练技术工人越来越缺乏,“用工荒”的出

现导致工人成本大幅提高，人员流动性大，迫使工程成本增大

本项目采用的叠合管廊根据等同现浇的原则进行拆分，其原

理是将底部预制盖板、预制叠合墙板、预制叠合顶板通过工厂化

生产，运送到施工现场依序安装后，在连接节点处局部绑扎少量

钢筋，然后通过连接节点及贯通式空腔，自上而下浇筑自密实混

凝土形成整体，从而形成叠合管廊。

叠合管廊通过“化整为零”的思想，将综合管廊拆分为盖板、

侧板、顶板，进行工厂化预制，现场装配，解决了预制管廊受加

工、运输、吊装条件的限制，形成了标准化程度高、重量轻的特

点。预制构件之间在节点、贯通空腔采用自密实混凝土一次浇筑

成型，整体性好，解决了一直困扰的地下建筑防水技术难题。叠

合式预制构件自带混凝土模板、钢筋等，使得受施工人员因素影

响产生的质量通病彻底消失在工业化的进程中。

图 4 叠合管廊结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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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装配式管廊工艺的选择及实施

现有的装配式管廊通常采用节段装配式管廊与分块装配式管

廊，前者在吊装和运输时均存在困难，在安全方面存在隐患；后

者接头多，防水要求高，结构整体性差。为解决通常装配式管廊

短板，本项目采用预制叠合式工艺有效解决了以上问题

1．矩形断面预制

节段预制由于受到生产制作、吊装机械、运输条件限制，纵

向设置拼缝，标准段每节长以 3.0m为主，每段 10节长 30m，段

与段之间设置变形缝。预制构件之间通过贯通空腔采用自密实混

凝土一次浇筑成型。一次性整体浇筑成型整体性好，且防水质量

效果好。

2．预制叠合构件工艺技术要求

综合管廊预制构件混凝土采用 C40防水混凝土，抗渗等级为

P8；空腔现浇部分为 C40 自密实防水混凝土，抗渗等级 P8。预

制叠合构件单个最大重量控制在 3.8t以内，运输及吊装方便，安

全性高。

图 5 预制叠合构件吊装 BIM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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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预制叠合构件吊装现场

3．预制叠合构件生产工艺

叠合板生产工艺：生产材料准备→清理台模→叠合板模具组

装及调整→刷脱模剂→制作网片钢筋和桁架筋半成品→安装垫块

→安装网片钢筋→安装预埋件→浇筑、振捣叠合板混凝土→拉毛

→养护→达到设计强度时拆模起吊→运输至堆场。产品工厂化，

质量得到有效保障，外观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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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叠合板生产

4．预制叠合构件安装施工

以标准段叠合管廊为例：垫层施工（含防水作业）→叠合式

底板安装→叠合式侧墙安装→叠合式顶板安装→各类附加筋、销

接钢筋绑扎→封堵洞口及缝隙→浇筑混凝土。施工周期段效率高。

图 8 叠合式侧墙安装

5．墙双斜撑长杆侧向支撑体系

叠合墙安装采用双斜撑长杆侧向支撑体系，可提高叠合墙安

装精度及安全性，并具有足够的变形调节能力，实现墙、板支架

体系独立。针对基坑内有限空间制叠墙板安装，传统钢管架支撑

体系空间受限，安全性及操作性不足，而采用双斜撑长杆进行侧

向支撑操作简便且安全性高。通过预制阶段在叠合底板、墙上分

别预设支撑节点，再使用专门设计的可调节斜撑杆件根据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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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固定，最后采用杆件可调节系统精准定位，支架体系稳固简

单，安装简便，提升效率。

图 9 双斜撑长杆侧向支撑体系

四、应用成效

与传统现浇相比，拥有一体化设计、预制式生产、装配化安

装、信息化管理等特点的叠合装配式优势明显。马銮湾新城集美

片区蔡林南路与柏涛路管廊项目通过实施预制叠合式装配式施工

工艺，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成效：

（一）成本运营方面

产业工人代替传统农民工，大幅降低人工成本，与传统相比

较，专业化程度更高，原材料基本无浪费。大大加快施工周期，

节约资金时间成本，节省项目管理成本，可降低项目生产成本

166.5万元，综合效益明显。

1．用工成本节约 39万元

完成 30m标准段管廊，现浇工艺需约 70工日；叠合管廊现

场用工 24工日，预制场用 10工日，可节省用工 36工日，可实现

节约人工费 51.4%。本项目 924.8m叠合管廊可节省 1116工日，

节约人工费约 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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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减少开挖及回填节约 76.7万元

本项目预制叠合管廊可减少土方开挖及砂碎回填方 5900m3，

节约成本 76.7万元。

3．基坑支护节约 36.8万元

预制叠合管廊段可减少基坑暴露时间 10天，本项目预制叠合

段钢板桩基坑支护量 3676t，节省钢板桩使用成本 36.8万元

4．原材料损耗节约 14万元

钢筋原材料集中配置，工厂化制作及安装，避免了现场交叉

作业施工，材料基本无浪费。本项目叠合预制段钢筋用量 1400t，
节省损耗约 28t，节约成本约 14万元。

（二）工程进度方面

传统现浇工艺现场施工需要绑扎钢筋，搭设支撑，构件预埋，

支设模板，浇捣混凝土等多项工艺，且底板、顶板须分次浇筑，

施工周期长。预制叠合拼装工艺仅需构件吊装，搭设支撑，浇捣

混凝土工艺，一次成型。与传统工艺相比较，完成单节段结构施

工可节省工期 10天，且现场可以多工作面同时作业，不受模板、

支架等周转性材料影响。本项目叠合管廊 924.8m 分 3 个工作面

同时分节段作业，相比现浇工艺，缩短项目工期 110天。

（三）质量方面

传统现浇施工班组不同的技术水准，每次施工都无法完全相

同，品质难以保证。隐蔽工程较多，现场浇筑容易导致空鼓、开

裂、漏水、气泡、外观质量差，质量不易控制。制叠合拼装标准

化率达到 80%以上，预制构件均在工厂机械化生产，有严格的品

质技术控管，到现场只是组装，所有装配环节及装配动作均标准

化、程序化，品质稳定，规避现场浇筑常见问题。使管廊质量得

到有效保障，寿命得到提高。

（四）BIM 应用成效

蔡林南路管廊、柏涛路管均基于 BIM技术的创新应用实践。



- 12 -

保障了安全，有效提高了施工效率与质量，节约了成本及工期。

1．工期方面

从实际情况，推算出基于 BIM的进度计划及基于 BIM 的深

化设计，为我们节约了 19天（这其中包括减少的窝工、返工、管

理混乱造成的工期损失），总进度提高效率达到了 3%。

2．质量方面

应用关键工艺的可视化交底、叠合板 BIM深化创新应用、管

线综合优化等，确保了关键工艺施工质量、强化了关键工艺的施

工管理，对关键分部分项工程完成了 100%的一次性报验合格。

3．安全方面

通过可视化的安全交底视频、基于 BIM的场地部署等，从项

目开工到现在，达到安全事故 0发生。

4．经济方面

通过类比分析，BIM技术的全面应用已经带来了约 280万的

直接经济效益（包括 62万的管综深化、114万的叠合管廊深化，

36万基坑 BIM应用效益，44万的模架深化效益、16万的物资精

细化管理效益、8万元土方精细化管控。BIM总成本约 94万，以

此推算，已盈利了 186万元，约占项目总投资的 2.1%。

5．获奖情况

本项目开展“提高综合管廊混凝土外观质量一次合格率”QC
活动，获厦门市 QC Ⅲ类成果奖。BIM技术应用先后获得厦门市

第一届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大赛获施工组二等奖、福

建省第四届信息模型（BIM）技术应用大赛二、三等奖。综上：

预制叠合拼装装配式施工质量安全、节约工期、成本可控，真正

实现了更安全、更可靠、更快捷，在促进项目建设提质增效等方

面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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