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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国务院批准的《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
2020年我国铁路网营业里程将达到12万km以上，这标志着我国铁路建设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
按照《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到2020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万km以上，复线率
和电化率分别达到50％和60％以上。
其中客运专线建设目标为1，6万km以上。
到“十一五”末，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万km以上。
其中客运专线约7 000km，复线率、电化率均达到45％以上。
客运专线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大，建设项目的成倍增长，使建设中的矛盾日益突显，为了更好地实现客
专建设参建各方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发展，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体系尤为重要。
客运专线铁路建设项目管理对于强化建设队伍的素质，规范建筑市场主体的行为，提高客运专线铁路
建设的质量，确保大规模客专项目沿着安全发展轨道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客运专线铁路建设项目管理应坚持以“以人为本、服务运输、强本简末、系统优化、着眼发展
”的理念为指导，按照“以标准化管理为主线，以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为目标。
全面落实‘六位一体’管理要求”的总体思路进行切实有效的管理。
通过推行统一的管理制度、科学的管理模式、高效的管理手段、严格的管理措施，迅速提升参建各方
的管理水平和成效。
实现客运专线铁路建设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确保客专项目建设目标又好又快地实现。
本手册立足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客运专线铁路建设项目管理体系，紧密结合客专项目的特点，以科学
、规范、系统、实用和可操作性为原则来编著各章节内容。
全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客运专线铁路开工前准备阶段的项目管理内容；第二部分以武广客
运专线铁路某标段的实践为例，总结了客运专线铁路施工过程中的项目管理：第三部分介绍了为保障
客运专线铁路顺利实施的思想政治工作、行政、后勤、治安保卫等工作的内容：第四部分详尽而细致
地介绍了客运专线铁路建设项目的线下工程（路基、桥梁、隧道、无砟轨道）施工管理的过程和方法
：第五部分是客运专线铁路施工项目管理常用制度的示例。
本手册的编写者都来自客运专线铁路建设项目施工管理第一线。
他们丰富的施工管理经验为保证手册的实用性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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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手册立足建立一套较为完善的客运专线铁路建设项目管理体系，紧密结合客专项目的特点，以科学
、规范、系统、实用和可操作性为原则来编著各章节内容。
全书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客运专线铁路开工前准备阶段的项目管理内容；第二部分以武广客
运专线铁路某标段的实践为例，总结了客运专线铁路施工过程中的项目管理：第三部分介绍了为保障
客运专线铁路顺利实施的思想政治工作、行政、后勤、治安保卫等工作的内容：第四部分详尽而细致
地介绍了客运专线铁路建设项目的线下工程施工管理的过程和方法：第五部分是客运专线铁路施工项
目管理常用制度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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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线铁路无砟轨道施工管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无砟轨道施工方案组织    第三节 无砟轨道施工质量
管理    第四节 无砟轨道施工安全与劳动保护附录：客运专线铁路施工项目经理部项目管理制度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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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2.桥梁工程（1）调查跨越河流的水位、河道通航条件及标准；（2）修建便道、便桥、码头、
预制场、拌和站等设施的条件；（3）桥梁分布情况；（4）运架设备进场需要经过的道路、涵渠、桥
梁的承载能力；（5）设计桥梁施工方案、工艺的可行性。
此外，针对箱梁运输、架设尚应调查以下内容：（1）施工便道、路基、桥梁墩台等有关运架梁的施
工情况及施工资料。
（2）对运梁车及组装后的架桥机运行地段的高压线、通讯线、广播线、立交桥、隧道、渡槽及一切
影响架桥机走行净空和工作净空的障碍物进行调查测量，提出解决办法。
（3）特殊困难架梁地段的地形、各桥电力供应情况及道路运输情况。
（4）材料及箱梁运输路径、架桥机架设顺序。
（5）客运专线铁路大型箱梁运架设备需要经过的非标准跨桥梁的承载能力和容许通过日期。
3.隧道工程调查洞口地形、弃碴利用条件、辅助导坑设置条件，便道引入方案。
4轨道工程铺轨基地接轨条件、引入方案、过渡工程方案。
若有有砟轨道还需既有砟场生产情况，可供生产道砟的石源、可开采加工情况及运输条件。
六、对既有线改建、扩建的铁路工程，需增加的调查内容1.调查既有线和建筑物状况（1）既有线路的
路基、桥涵、隧道、站场、通信、信号、房建、给排水等专业工程的历史资料和现状，技术条件、技
术标准和技术状态；（2）主要桥梁、隧道数量，建筑限界及分布情况，沿线架空电线路、信号机柱
分布与干扰情况；铺轨、换边具体位置的自然地形。
2.调查既有线的运输情况（1）改扩建范围内，当前及计划近期的运能，运量增长情况，各站的接发车
能力；（2）每日客货列车对数，各次列车间隙时间和沿线停靠站情况；（3）主要货物种类、流向和
装卸作业条件；（4）信号闭塞类型及现状；（5）机车类型及牵引定数，机车、车辆作业条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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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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