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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工程精细化设计思路及措施浅析

谭云勇

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 成都 610031

【摘 要】：随着轨道交通建设的大发展，目前国内轨道交通建设领域的城市已达四五十个，通过对以往轨道交通建设的全面

总结，以及在新的形势下，各城市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这其中就包括精细化设计。同时，在轨道交通勘察设计领域，

市场竞争却日益激烈，对其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此时，精细化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

顾名思义，精细化设计就是要求设计精益求精，做到技术先进及统一、功能完善、安全适用、以人为本，技术经济指标

相对准确合理，同时设计符合国家相关规范、法律法规及城市的未来发展。因此，精细化设计工作的重点在于设计流程和工

作思路及方法上，而精细化设计中投资控制的思路及保证措施也相对应于这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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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严谨、规范及有效的设计流程

合理有效的设计流程是达到精细化、保证质量的前提。

轨道交通项目的全过程包括线网及建设规划、可行性研究、

（总体）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设计回访总结等，相应投

资控制包括匡算、估算、概算、预算、竣工结算及审计决算

等，过程繁多，投资控制难度较大。投资控制的思路及保证

措施如下：

①设立有经验、具备资质的优秀勘察设计团队，精细化

管理及设计，减少因差、错、漏、碰引起的投资变化。

②通过精细化设计，满足前期研究深度，合理确定投资。

前期研究阶段，由于设计资料的不足，对项目投资的合理性

有很大的影响，引起后期设计阶段投资增加较大。

如某地四期建设规划中的某线，A 型车 8 辆编组，最高

运行时速 100km，建设规划中标准车站建筑面积 1.20万㎡/

站，而一般 8A 标准地下两层车站建筑面积为 1.50万㎡/站左

右；换乘站数量较少，后期设计换乘车站较建设规划增加 2

座，且地下三层换乘车站所占比重加大，较建设规划增加 6

座。以上两项引起设计阶段车站建筑面积较建设规划大幅增

加，同时，建设规划的地面车辆基地变成了地下，这些都导

致投资的大幅增加。

③规范、完善设计流程，满足设计深度，相对精确地控

制投资。依据设计流程，在总体设计阶段编制估算编制办法，

提高投资的统一性、准确性，同时严格估算文件的审查流程，

提高估算文件质量。

（2）先进、前瞻性的工作思路及方法

通过精细化的工作方法，使勘察、设计、监理、施工及

业主成为一个高度统一、和谐的整体，也有利于合理控制投

资，具体措施如下：

①考虑项目的可批性，合理确定建设规划工程投资，确

保建设项目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以深圳为例，截至四期，深圳轨道交通的建成及批复规

划总里程已达到 581.9 公里，建设规划投资 3600 亿元左右。

深圳各期轨道交通投资指标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深圳轨道交通建设规划技术经济指标

从一期至四期是逐年提高（除二期及三期因线路敷设方式不

同而有所降低），而一期至四期初设概算指标的变化也基本

反应了这一趋势。故合理确定轨道交通工程投资对建设项目

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投资控制思路如下：

A、制定合理的投资匡算指标：投资匡算指标的测算分

析以既有工程初设概算指标为基础，同时综合考虑投资匡算

编制期、地质条件的不同引起的指标差异。

B、投资匡算编制内容须完整：由于建设规划阶段研究

深度及设计相关资料都较为粗略，在前期研究阶段易漏而后

期设计阶段要发生的一些专业技术措施费用等可按既有工

程相关指标计入建设规划投资匡算，如溶洞处理费用、车站

地基加固费用、区间沿线建筑物加固费用、拔桩等，这部分

费用一般较高。同时，系统设备投资在依据既有工程类似指

标匡算的基础上，结合国家、地方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考

虑到新功能、新系统内容的引入对系统设备投资的增加。

C、结合运营要求，开展网络资源共享及设备系统互联

互通的研究，合理优化投资：轨道交通三期建设规划提出了

换乘节点、轨道制式与车辆选型、车辆综合基地、主变电所、

控制中心、联络线等方面的资源共享方案，以及各种机电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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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系统的互联互通方案，对于整合资源、合理优化投资起到

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D、合理确定前期工程费用：前期工程对项目投资及其

技术经济指标影响较大。作为国内一线城市，深圳轨道交通

建设的前期工程费用较大，在合理确定管线改移及交通疏解

费用的同时，将拆迁单价在前期研究阶段按 1 万元/m2来控

制，而在实施阶段将征地、拆迁费用单独纳入国土专项资金

计列，既保证了项目前期研究的可批性，也使征地、拆迁资

金有了可靠的来源。

E、在上报新一轮建设规划前，提前开展项目的前期研

究，在项目进入研究及设计阶段后，按相关资料调整建设规

划，使建设规划投资匡算处于动态可控。

F、建设规划阶段应对涉及的综合交通枢纽、重要轨道交

通换乘节点提前进行规划研究，以尽快稳定轨道交通线、站

位方案，优化投资。

G、轨道交通的建设要适应城市的发展，要有前瞻性，

本着“建地铁就是建城市”的发展理念，以“轨道+物业”

的模式，实现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和土地利用统筹协调的发展，

实现投资与轨道交通建设的持续健康发展。

②合理确定与控制可研投资估算

可研作为前期研究阶段最重要的阶段，主要是确定技术

标准，稳定建设方案和主要技术设备的设计原则，以及论证

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其投资估算作为总体设计阶段投资的限

额额度。因此，可研阶段的投资确定与控制对整个项目的投

资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研阶段影响投资估算的因素

如下：

通过对以上影响投资因素的分析，需制定合理可行的控

制措施来降低潜在的风险，减少投资偏差，使投资得到有效

确定和合理的控制。相关投资控制思路及保证措施如下：

A、前期加强与各级规划部门的沟通，充分认识到本线

在线网规划中的功能定位和运营功能要求，通过与政府规划

部门和业主的沟通，了解其诉求，及时调整设计方案（包括

系统设备方案）。

B、注重勘察及设计各个环节：加强前期地质勘察工作，

提高勘察的准确性和针对性，使工程设计方案和投资有可靠

的基础。同时，减少拆迁、征地数量，控制其投资的规模。

采用经业主审定的“投资估算编制办法”指导可研投资

估算的编制，其相关技术经济指标要有合理的分析依据（如

采用类似工程指标或定额分析等）。对设备系统价格要有市

场调查分析资料作为依据及考虑经济适用的原则；相关技术

经济指标需做到与类似工程的横向、纵向比较，分析投资的

合理性。

③精细化设计下，初步设计投资控制的思路及保证措施

初步设计主要工作是稳定各项设计、工程及投资规模，

根据招标文件“投资控制”考核目标，初步设计投资控制的

基本思路是依据地勘资料、设计方案优先控制初步设计概算

总额在批复工可投资估算限额内；若因各种原因引起工可方

案有较大变化，务必控制在批复工可投资估算增幅的 10%以

内。具体保证措施有以下几方面：

A、精于勘察，提高勘察资料的准确性和针对性

在线、站位相对稳定及有条件的地段尽量采用详勘资料

进行设计，提高勘察资料的准确性，保证设计及工程投资的

相对合理。特别是在重、难点工程（如溶洞处理等）及土石

方工程量大的地段，宜采用详勘深度钻孔加密，提高勘察资

料的针对性，以便较准确的判别土、石的比例及控制工程投

资。

B、管线及建（构）筑物基础资料在调查收集的基础上，

应尽可能进行实测和物探，提供基础资料的准确性。

C、依据批复的可研报告方案，严格控制初设工程范围

及技术标准

D、精细设计，合理控制投资

◆合理选线，减少建筑物拆迁、管线迁改及交通疏解的

数量，同时，优化设计线、站位方案，控制投资。

◆推广标准化设计，结合业主相关“设计指引”，提高

设计统一性。

◆运用价值工程的理念，做好重、难点技术方案的分析、

比较。

E、全面深化投资控制措施，提高投资的准确性及合理

性

◆采用限额设计的思路，优化设计及控制投资

◆做好投资汇总、投资分析的工作，进一步核实投资的

合理性

F、运用 BIM技术精细化管理，合理确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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