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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railway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generally has many professional, tight schedule, and process crossover and 
other�prominent�characteristics,� resulting�in�high�construction�dif�culty.� In�this�context,� in�order�to�ensure�the�smooth�completion�
of China’s railway projects with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the scheduled period,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should be taken as a breakthrough to maintain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control the construction progress, and ensure the 
construction quality. This paper will stand on the perspective of railway construction supervision department, combined with actual 
cases,�according�to� the�characteristics�of�multi-professional�cross�construction�of� railway�engineering,�explore�the�signi�cance�of�
supervision management, and put forward the method of supervision management. In order to ensure safety, construction period and 
quality�through�scienti�c�railway�construction�supervision�and�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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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设工程多专业交叉施工的监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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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铁路建设工程施工普遍具有专业多、工期紧，且工序交叉衔接等突出特点，致使施工难度居高不下。在此背景下，为
着力保障中国铁路工程可在预定工期内保质保量的顺利竣工，应从监理管理工作的有效落实为突破口，维护施工安全，把
控施工进度，保证施工质量。论文将站在铁路施工监理部门视角，结合实际案例，根据铁路工程多专业交叉施工的特点，
探究监理管理的意义，提出监理管理的方法，以期通过科学的铁路施工监理管理，实现保安全、保工期、保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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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铁路工程作为中国重要的民生保障工程，承担着大众

出行、货物运输等社会责任，不仅是中国交通系统中的关键

一环，也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因此，铁路工程

的高质量建设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然而，受诸多外界因素

的客观影响，铁路建设工程呈现出了多专业交叉施工的显著

特点，导致施工安全隐患、施工工期延后、施工质量欠佳等

问题的发生存在较高几率，而这就对现场监理管理带去了新

挑战。为此，监理部门应深刻认识到自身的职能义务，从实

际出发，根据铁路工程概况，对应采取系列现实可行、行之

有效的监理管理办法，多角度维护施工安全、控制施工进程、

保证施工质量。

2�工程概况

论文的研究对象为北同蒲铁路韩家岭至应县段增建四

线朔州至山阴联络线工程，是朔准铁路与韩原线的联络线，

线路为东西走向，东起韩原线山阴站，西至店坪南站。线路

总长 55.032km，其中正线 44.111km，山阴疏解线 3.117km，

大东联络线 7.804km。专业及施工项目覆盖了轨道、路基、

桥涵，全封闭声屏障、四电工程、直立声屏障等。该工程在

正式施工中，所涉专业较多，且不同专业间存在大量交叉作

业。对此，怎样维护施工现场的绝对安全、保证节点工期、

高质量完成施工任务，亟需监理部门认真考量。

3�铁路建设工程多专业交叉施工监理管理的
意义

3.1�维护现场施工安全
在铁路工程实施多专业交叉施工过程中，监理部门可

通过提前部署、日常巡视、督促整改等工作手段，完成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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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的针对性规避，并及时发现施工中的安全隐患。同时，

根据这些施工问题，应采取相契合的处理方法将其解决，防

范安全事故发生，保证现场施工安全。

3.2�支持后期工作开展
监理部门在铁路工程多专业交叉施工中，能够站在前

瞻视角，因地制宜地完成前期筹备工作。建立基本的监理管

理制度，清晰划定工程施工的关键重点，发挥准入门槛的设

定作用，为后期管理工作的稳步开展提供便利条件 [1]。

3.3�加强工程施工质量
对于铁路工程多专业交叉施工来讲，监理部门可充分

彰显自身的职能责任，灵活采取多样方法，主动控制现场施

工情况，第一时间捕捉不良问题，监督落实施工成品养护，

着力保障铁路工程施工高质量，预防工期延误、返工返修等

现象发生。

4�铁路建设工程多专业交叉施工监理管理的
方法

4.1�注重安全把控——实现安全施工
“生命重于泰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

视安全生产工作，旨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对此，

施工安全，应是监理部门在管理铁路建设施工中的第一要

务。具体措施有：

一是注重现场安全管控。监理部门应严格要求施工单

位，依照所审批的专项施工方案，以及强制性施工标准，推

进施工任务。实施日常动态巡视管理，当发现施工单位违规

施工时，如未根据专项施工方案错误施工时，应立即制止。

并按照法律法规标准，合规签发监理通知单，责令施工单位

及时整改。另外，在发现安全隐患时，如施工人员未配备安

全防护装备进入施工现场等，应在现场教育改正。而对于情

节较为严重的事件来讲，现场监理工程师应在第一时间上报

总监理工程师，请示其下达工程暂停令，随即通报建设单位，

进行合理惩罚及督促改进 [2]。总之，针对多专业交叉、安全

隐患多、安全风险大的铁路工程施工，监理部门在执行安全

管理任务时，应做到果断、明确地处理，谨慎、科学地管理，

以此有力保护施工安全。

二是加强作业环境检查。现场作业环境安全检查的主

要内容包括：施工机械设备的运转，要求施工单位根据各个

机械设备的使用频率、操作特点等因素，常态化对其进行检

修养护；危险警示标志的设置，在各个危险区域的醒目位置，

以悬挂横幅、标语等形式，提醒施工人员规范作业行为。如

在存在火灾、爆炸隐患的区域，警示施工人员“小心用火”

等；施工现场敏感区域的封闭状态，日常巡视封闭区域的封

闭情况、人员进出情况，避免封闭设施损坏等现象出现，致

使施工人员误入敏感区域，发生危险。

三是制定事故应急预案。即使采取了严格、规范的安

全监理管理手段，但仍不可“高枕无忧”，依然需要结合以

往监理经验，以及现场施工现况，对应编制安全事故应急预

案，做到“有备无患”。确保在安全事故突发的第一时间，

根据预案，完成人员疏散、设备关停等防护措施。进而将事

故危害性降至最低，减少财产损失、规避人员伤亡，为事故

补救创造条件。

4.2�重视前期准备——创造坚实基础
准备工作是万事成功的首要步骤，只有具备了充分、

完善的准备，才可为后续工作的稳步推进筑牢便利基础，回

避困难阻碍。对此，在存在一定难度的铁路建设多专业交叉

施工的监理管理工作中，为保证监理管理效果，监理部门应

重点聚焦前期准备工作，健全施工监理体系，厘清施工技术

难点，把控现场准入门槛，有利于后期监理管理工作的顺利

开展。

一是完善监管体系。健全、系统的铁路工程多专业交

叉施工监理体系，是推进后续监理管理工作的基本遵循，能

够规范监理人员作业行为，保障监理管理工作落实效果。对

此，监理部门应根据工程施工特点，以及相关纲领性文件，

规范制定工程监理管理体系。具体应包括：主体责任制度。

明确监理部门及其内部各岗位、各人员的工作内容、责权范

围、职能义务，将管理责任具体落实到个人。便于责任问题

的追究，督促监理部门履职尽责；动态监督制度。通过“定

期 + 抽检”“明查 + 暗访”等监督形式，跟踪、动态检验

监理人员日常工作落实情况。及时弥补工作漏洞，提高监理

人员工作完成度。

二是明确关键重点。监理部门应高效落实三级交底、

特种作业资格证书审查、施工单位施工作业内容明确、监管

人员布控到位等工作，突出铁路工程多专业交叉施工的监理

管理重点。另外，监理部门应制定工作规则，即在每日“开

工”前，由监理人员组织施工单位、施工人员、劳务各方等

参建主体，召开施工预备会议。而会议内容应包括：详细介

绍多专业交叉作业、交汇施工中的注意事项，清晰梳理各个

专业施工负责人的责任、分工，以及当天施工中的关键项点

等 [3]。另外，在每日“结工”后，同样应由监理人员带领各

专业施工负责人召开当日施工总结会。会议内容应有：整理

总结当日施工内容，客观评估施工安全质量，提醒及纠正错

误施工，合理处理施工隐患等。

三是提高准入门槛。在铁路多专业交叉施工中，需运

用到大量机械设备，因此将呈现出诸多机械设备同步作业的

现场情况，如吊车吊装、平地机精平、挖掘机开挖、搅拌机

拌和、推土机摊铺等。这些机械设备的同时施工，导致现场

安全风险系数直线上升。对此，为规避施工现场突发安全事

故，监理部门应设定较高的准入门槛，从源头处管控施工

安全。即严格审查机械设备的出厂合格证及目前运行状态，

以及特种作业人员资质，机械设备操作人员的教育培训现况

等，要求只有通过审查、满足条件的机械设备及人员才可进

入施工现场。此外，监理部门应日常登记、检查出入施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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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机械设备，并动态巡视现场作业情况。及时清退不听指

挥、擅自操作、违规操作的人员，以及存在运行故障、不在

有效期的机械设备，多方位维护现场施工安全。

4.3�强调过程监理——优化施工效果
在一个现场范围有限、施工工种杂、施工工序多，且

多专业交叉的铁路工程施工中，监理部门有效落实管理工

作，可突出施工安全、满足工期节点、保障施工质量。因此，

监理部门管理工作的完成质量将尤为关键。具体要点有：

一是确保施工质量。在施工工期相对紧张的条件下，

为有序推进多专业交叉，紧密衔接施工工序，监理部门需站

在全局统筹视域，整体把控施工高质量。禁止以牺牲质量的

做法，追赶工期。即加大施工现场巡视、指导力度，在较为

关键的工序、结构施工中，需专门加设旁站监督，继而及时、

精准地发现施工问题，并采取相适宜的措施办法将其高效解

决。另外，监理部门可采取见证检测、技术检验、平行检验

等多元手段，跟踪检查铁路工程施工质量，保证施工质量可

达到验收标准。

二是注重主动控制。对于任务重但工期紧的铁路建设

工程而言，监理部门可通过日常巡视检查，加强现场管控的

针对性、精准度，将事后分析转变为事前控制，增强监理管

理主动性，主动把控、及时纠正各类施工问题。具体有：纠

正施工人员的不当施工行为，保证施工高质量；调整施工现

场监理重心，强化施工管理效果；重点检查可能对施工质量

带去负面影响的隐患因素，如材料制作配比、施工工艺及技

术、现场施工环境等，从而提高铁路工程施工质量。

三是落实旁站盯控。监理部门应以旁站盯控的管理手

段，聚焦铁路工程多专业交叉施工的核心部位、关键工序，

防止因施工人员的疏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旁站盯控作

业中，监理部门应动态监督施工情况，第一时间发现、纠正

不正确、不合理的作业情况。例如，在混凝土施工中，当缺

乏控制布料顺序，导致顺序不当，将就极易引发施工冷缝现

象发生；或是未监管振捣棒插点间距，致使间距大于振捣半

径，则可产生蜂窝麻面等施工问题，使得混凝土主体结构强

度不达标 [4]。此外，单纯使用抽检、试验等质量管控方式，

将无法全面掌握现场施工实况。对此，监理部门应以旁站盯

控的方法，跟踪、动态地把握现场施工现况，及时化解施工

难题，最大化保障铁路工程建设质量。

四是关注成品养护。全天候、多专业、多工序的交叉

作业，不仅需要诸多机械设备，还需要大量施工人员。当外

在因素过多，将易导致施工成品被损伤破坏。一旦此问题发

生，则需额外调度施工资源，进行及时修补，或是整体返工。

而这将难以履行施工计划、工期部署、施工组织安全，直接

提高了后期施工的难度。对此，监理部门需重视施工成品养

护。要求各专业科学采取系列手段，保护自身所施工的成品。

如在混凝土施工结束后，利用草帘、薄膜对其覆盖，兼顾定

期洒水，维持混凝土整体湿润度，预防其发生裂缝病害。此

外，监理部门应牵头，引导各专业制定成品互保制度，以合

作、协同、联动的工作形式，共同完成施工成品保护工作，

避免延误工期进度。

5�结语

综上所述，铁路工程可对中国交通系统的有序、稳定

运转起到有力的支撑作用，是较为关键的社会民生保障工程

之一。对此，保证铁路工程建设质量将至关重要。而这就需

要铁路施工监理部门立足实际，根据工程概况，以及工程施

工呈现出的多专业交叉的鲜明特点，针对性提出系列监理管

理新措施，着力实现“三控两管一协调”。落实现场安全施工，

统筹把控现场施工进度，最大限度确保铁路工程施工质量可

符合国家标准，从而在既定工期内，顺利完成铁路工程施工

任务，为中国交通事业的良性发展筑牢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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