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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舱缆线管廊设计探讨
上官士青，张府

（中交公路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上海，200082）

摘　要：近年来，我国开展了较多的综合管廊建设。缆线管廊具有易于维护、设置灵活、成本低等诸多优点，适用于管

线容量需求不高的道路，具有较大的推广价值。目前，国内缆线管廊相关设计标准条文较少，设计人员在设计过程中缺

少参考。本文介绍了某一多舱缆线管廊工程的设计案例，并探讨了缆线管廊横断面设计和节点设计等内容，总结了缆线

管廊设计过程中的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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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15~2017 年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国内大规模建设热

潮过后，目前国内已经进入有序推进的平稳建设期。综合管

廊容纳各类市政管线，除了管廊本体结构外，还包含电气、

监控、排水、消防、通风、建筑等各专业，系统较复杂。由

于是城市生命线工程，设计标准高，造价较高，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综合管廊的应用和推广。尤其是在老城区，管线复杂，

施工难度大，开挖和支护难度大。因此，急需一种敷土浅、

断面经济、无需过多附属专业的新型经济型管廊。

缆线型管廊就是一种很好的解决方案。它采用浅埋沟道

方式建设，设有可开启盖板，用于容纳中压电力、通信和给

水管线。既能起到管廊的效果，又能节省造价，方便在老城

区和新市镇的支路上应用。当前某些新城镇建设项目已规划

有缆线管廊，但国内缆线管廊刚刚兴起，缆线管廊的建设尚

处于探索阶段。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50838-2015）[1] 相

比于 2012 版本，新定义了缆线管廊：采用浅埋沟道方式建设，

设有可开启盖板但其内部空间不能满足人员正常通行要求，

用于容纳电力电缆和通信线缆的管廊。但在实际情况中，通

常将缆线管廊作为人员可以通行的大型电缆沟的类似形式。

2018 年 5 月，广州市住建委发布了《广州市缆线管廊工

程技术指引》[2]。该指引对缆线管廊的基本规定、管廊结构、

管线入廊、接地等具体设计内容进行了说明和要求。整体上，

其缆线管廊的设计参考了《广州供电局 10kV 及以下配网几件

工程典型设计》中电缆沟的设计元素。

2019 年 6 月，住建部印发《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规划

技术导则》[3] ，其中第 5.7.8 条明确了缆线管廊可采用的两种

形式：“可以选用盖板沟槽或组合排管两种断面形式。采用

盖板沟槽形式的，断面净高一般在 1.6m 以内，不设置通风、

照明等附属设施，不考虑人员在内部通行。安装更换管线时，

应将盖板打开，或在操作工井内完成。”其中所述的盖板沟

槽与传统电缆沟类似，而组合排管则类似于日本 CC-box 的形

式。

文献 [4-7] 开展了相关缆线管廊的设计研究，报道了一些缆

线管廊工程案例。可见当前缆线管廊的建设出现了百花齐放

的状况，各地建设单位对缆线管廊的定义和形式均有不同的

理解。

本文介绍了国内某一盖板沟槽形式的多舱缆线管廊，探

讨了设计中的横断面设计和节点设计等内容，供设计人员参

考。

1 多舱缆线管廊案例
1.1 工程概况

某大道项目位于海南省，全长约 8700m，是所在新区的

首条新建市政道路，也是连接新区和老城区的重要通道。道

路红线宽 60m~64m，道路两侧绿线宽 20m~50m。

该道路在首次工可和初步设计时尚未有稳定的规划，

根据当地供电局函，设计有道路双侧 24 线 10kV 电缆沟。

后因规划调整，同时根据当地地区公用公司函，增加了数回

110kV~220kV 高压电缆的需求。后期设计调整中，更改电缆

沟为缆线管廊，纳入通信管线，容量为 φ110 通信标准孔 18

孔（双侧）。

因此本工程缆线管廊具有管线种类多，容量大的特点。

1.2 方案比选

根据《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规划技术导则》[3]，缆线管

廊通常是单舱盖板沟。但是，单舱盖板沟容量有限，对于主

干道路大容量的电缆输送需求通常难以满足。部分地区采用

电缆双沟的做法，即两个电缆沟结构并在一起，以提高电缆

沟容量。多舱缆线管廊的设计思路同电缆沟双沟一样，采用

增加舱室来提高电缆容量。

和单舱综合管廊相比，盖板沟形式的多舱缆线管廊占用

地下空间面积较大，对于地下空间的集约利用能力没有单舱

综合管廊高。当道路两侧绿带空间较大，如 20 米以上，地下

空间资源丰富时，采用多舱缆线管廊是一种比较经济的做法。

当遇到电缆容量较大且人行道或绿化带空间紧张的情况，应

优先考虑建设单舱综合管廊以集约利用地下空间。

和排管形式的缆线管廊相比，盖板沟形式的缆线管廊占

用地下空间面积也较多，主要是因为盖板沟形式的缆线管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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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设置人员通道。且根据《城市电力电缆线路设计技术规

定》，人员通道为 700mm。对于多舱的盖板沟形式缆线管廊，

人员通道占用了较多的空间。但排管形式的缆线管廊容量太

小，通常排管最大孔数不超过 24 孔，且散热一般，电缆载流

量低，抢修时效率低。

经测算，多舱缆线管廊方案约 1300 万 /km，单舱综合管

廊方案约 4500 万 /km，缆线管廊方案经济优势明显。经比选，

根据原电缆沟方案进行多舱扩容，选用缆线管廊方案。

1.3 横断面设计

本工程因道路不同路段电力通道容量不同，存在多个标

准断面，以下仅以电缆容量最大的标准断面一为例。标准断

面一所代表路段管线（单侧）的主要容量为：10kV24 线，

110kV4 回或 220kV2 回，通信 φ110 标准孔 18 孔。

缆线管廊采用分舱设计，其 10kV 电缆和 110kV 以上电

缆不共舱，电缆和通信管线不共舱。参考相关标准 [1-3]，结合

中国南方电网的设计标准及相关设计规范，设计了如图 1 所

示的缆线管廊标准断面一。本项目电力通道设置在道路两侧

绿化带中，位于所有市政管线的最外侧，绿带宽 20~50 米，

空间充足。

图 1  缆线管廊标准断面一

通常 10kV 电缆可以和通信管线共舱，但本工程 10kV 舱

电缆容量已达到 24 线，根据《城市电力电缆线路设计技术规

定》DL/T5221-2016[8]，电缆沟容量不宜超过 24 线，因此不宜

在 10kV 舱内进一步增加通信管线。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国

家电网公司关于印发电力电缆通道选型与建设指导意见》[9]

要求排管不应大于 24 孔，无法再增加容量。

本工程设计时重点参考了《广州市缆线管廊工程技术指

引》。通信舱设计参考该指引 3.6.9 条，通信舱断面形状以矩

形为主，内容排布整齐的管群。结构设计方面，根据该指引

4.11、4.15、4.2.4 条要求，缆线管廊结构使用年限为 100 年，

且应满足抗浮要求，结构外墙和底板采用防水板，厚度不小

于 250mm。

10kV 舱室宽度根据南方电网最新版典设，取 1.92 米，考

虑到复核材料支架根部较高，舱室净高相比典设 1.32 米增加

13cm，为 1.45 米。综合确定如下断面设计：10kV 舱净宽 1.92m，

高压舱净宽 2 米，通信舱净宽为 0.5 米，沟内净高为 1.45m。

其中，高压电力舱靠近道路中心，通信舱靠近道路外侧。

1.4 三通井设计

缆线管廊在路口等需要引出的位置，设置三通转接井。

三通井主要功能为 10kV 电缆和通信电缆向缆线管廊一侧引出

并接用户，对引出高度的要求较小。采用穿管式下引出形式，

即 10kV 电力管通过排管在底板上横向穿过通信舱，在 10kV

电缆排管穿越通信舱处采用素砼将穿舱排管包封，以满足防

火要求。

1.5 过路和四通井设计

因本工程缆线管廊为道路双侧布置，为了连通道路双侧

的缆线管廊，每 500 米或在主要路口设置四通井，在四通井

处设置过路电力和通信排管。

过路排管高程设计是缆线管廊设计中较为敏感的问题，

涉及到四通井的结构形式，并且需要和路基路面、排水等专

业密切配合。辅道路面层厚度为 79cm，为了不使过路排管侵

入到道路路面层，过路排管顶面应位于路面 79cm 以下。本工

程雨水管一般覆土为 1.5 米，过路排管应避让重力流管线。综

合上述分析，过路排管的高程应为 -0.85m~-1.50m。

根据上述条件，设计了如图 2 所示的综合管廊引出口形

式的四通井。为了便于结构抗浮，井顶板采用现浇顶板，而

不采用盖板。通常缆线管廊为浅埋沟体，为了降低缆线管廊

底板标高方便从管廊上方实施管线引出，在四通井的两端采

用了倒虹结构，如图 2 所示。两端的倒虹结构顶板采用盖板，

兼做人员出入口。

图 2   四通井纵断面设计

2 问题探讨
2.1 与雨水管线的冲突

对于本工程而言，缆线管廊位于所有管线的最外侧，缆

线管廊即便浅埋也将阻挡 0~1.5 米深度范围内的其他管线穿

越。根据 GB 50289-2016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

缆线管廊应避让重力流。为此，缆线管廊设计应与排水专业

密切配合，要求排水专业优化支管排布，以集中避让雨污水

支管及其他管线。

2.2 排管过路口和载流量

本工程选用的缆线管廊为盖板涵形式，道路交叉口上部

有机动车辆通行，无法打开盖板，通常改为排管横跨道路。当路

网较密时，排管长度占整个缆线管廊的比例较大，非常不方便检

修。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排管形式的 220kV 电缆其载流量大幅降

低，可能不满足供电的要求。采用排管过路应尽量控制排管长度，

采用最小距离过路，并征询使用单位意见。

2.3 底板泄水孔和抗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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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州市缆线管廊工程技术指引》4.3.1 条，缆线管

廊电力舱底部宜每隔 10 米设置一个 φ200mm 的 PVC 管渗排

水孔。缆线管廊管线维护时会将舱内的积水排出，在该工况

下可能会造成结构上浮，因此管廊结构仍需要满足抗浮设计。

2.4 L 型盖板

为简化检查井和放线井的结构设计，在本工程缆线管廊

设计中尝试了采用 L 型盖板，不设地沟梁。因此本工程缆线

管廊在没有三通井和四通井的管段可以全程打开盖板，方便

110kV、220kV 电缆快速吊出、更换。

3 结论与建议
缆线管廊是当前较为新颖的管廊形式，尚未有专门的图

集或规范，在规划和建设时，存在规格定位不清晰，技术问

题多等情况。本文介绍了某大型多舱缆线管廊的工程案例，

详细分析了其建设合理性、横断面设计、三通井、四通井等

设计理念，探讨了管线冲突等技术问题的处理方案，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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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桥对河道防洪及通航影响的数值模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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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二维水动力模型分析了新安江特大桥建设后过水断面的变化，以及对通航条件和防洪安全的影响。结果表

明，新安江特大桥建设后 100 年、20 年和 10 年一遇洪峰经过时，桥墩阻水面积分别减少 5.43%、5.29% 和 5.28%。10 年

一遇洪峰经过时，桥位处流速约为 0.6~0.8m/s，主航道附近横向流速不大于 0.15m/s，满足内河通航标准要求。桥位处

于新安江河道弯曲河段，洪峰经过时，左岸（凹岸）迎水侧壅水范围相对较大，而右岸（凸岸）水深流急，墩前冲高相

对较大。桥位附近流速变化主要受墩前壅水、绕流和尾流影响，但受富春江库区回水作用，桥位附近壅水和流速变化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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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流上建桥，桥墩减小了河流的过水断面，会使得桥

址上游产生壅水，下游水位会有所降低，从而导致桥墩附近

的流场发生变化，桥墩附近河床发生局部冲刷，对河流的通

航和河道防洪产生不利影响 [1 ～ 4]。如何确定建桥前后桥址附

近河流的水动力变化的影响，是河道管理部门和桥梁建设部

门关心的问题 [5]。对桥址河段进行数值模拟，是解决此类问

题的主要方法之一 [6,7]。

1 工程概况
新建金华至建德铁路工程跨新安江特大桥位于新安江下

游河段、三江口（新安江、兰江和富春江）上游 3.5km 处。

大桥采用混凝土斜拉桥方案，主跨 216m，桥址处江面宽约

530m，其下游 560m 为已建的严州大桥（图 1）。

图 1   新安江特大桥位置

桥址河段处于富春江库区，受到富春江水库和新安江水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