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兼顾

人防需要设计导则 

 

 

 

 

 

 

 

 

 

 

2017 年 9 月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浙江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1 
 

前言 

为规范浙江省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兼顾人防需要的设计，提高浙江省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战时防护能力，推进我省城市地下空间综合开发利用，导则编

制组通过广泛调研，认真总结近年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兼顾人防需要的设计

经验，遵循国家现行标准，结合本省的实际情况，在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和

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本导则。 

本导则共分为 6 章。主要内容是：总则、术语和符号、基本规定、结构防护、

附属设施、孔口防护。 

本导则由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浙江省人民防空办公室负责管理，由主

编单位负责技术内容的解释。在执行过程中如有需要修改或补充之处，请将意见

或有关资料寄送浙江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宝石一路 4 号），

以便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导则主编单位：浙江省地下建筑设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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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提高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战时防护能力，规范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兼顾人防需要的设计，做到安全、适用、经济、合理，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浙江省新建、扩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干线和支线工程兼顾人

防需要的设计。企业建设的自用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可参照执行。 

1.0.3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兼顾人防需要的设计除应符合本导则外，尚应符合

现行国家和浙江省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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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符号 

2.1  术语 

2.1.1 综合管廊 

建于城市地下用于容纳两类及以上城市工程管线的构筑物及附属设施。 

2.1.2 兼顾人防需要 

在满足平时使用功能的基础上，在设计中增加部分战时功能并采取平战转换

措施，提高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战时防护能力，保证战时地下综合管廊内主要

管线安全使用的建设要求。 

2.1.3 平时 

和平时期的简称。国家或地区既无战争，又无明显战争威胁的时期。 

2.1.4 战时 

战争时期的简称。国家或地区自开始转入战争状态，直至战争结束的时期。 

2.1.5 临战时 

临战时期的简称。国家或地区自明确进入战前准备状态，直至战争爆发的时

期。 

2.1.6 楼梯式出入口 

防护密闭门外的通道出入端从楼梯通至地面的出入口。 

2.1.7 竖井式出入口 

防护密闭门外的通道出入端从竖井通至地面的出入口。 

2.1.8 临空墙 

一侧直接承受空气冲击波作用，另一侧不接触岩、土的墙。 

2.1.9 舱室 

由结构本体或防火墙分割的用于敷设管线的封闭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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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符号 

fd——动荷载作用下材料强度设计值； 

f——静荷载作用下材料强度设计值； 

rd——动荷载作用下材料强度综合调整系数； 

qe——作用在防护密闭门上的等效静荷载标准值； 

γ0——结构重要性系数； 

γG——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SGk——永久荷载效应标准值； 

γQ——等效静荷载分项系数； 

SQk——等效静荷载效应标准值； 

R——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R（·）——结构构件承载力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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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兼顾人防需要的设计应符合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人

民防空等专项规划和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GB 50838 的

相关要求。 

3.0.2 进入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给水、电力和通信等管线应满足战时安全使用要

求。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应满足战时维修人员维修操作的需要。 

[注]当有其他类型管道和线缆进入地下综合管廊时，战时一般应停止使用，并应采取管

道临时截断、封堵的措施。 

3.0.3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应至少设置 2 个战时出入口，且至少 1 个为楼梯式出入

口。战时出入口之间距离不宜大于 3000m。楼梯式出入口宜设在地面建筑倒塌范

围之外。 

3.0.4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应结合平时布置设置战时通风口部。 

3.0.5 进出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的管线（包括夹层进出舱室的管线），应预埋满足防

护要求的套管。 

3.0.6 投料口、通风口（井）以及与战时人员出入无关的平时人员出入口，战时

应采取临战封堵措施。 

3.0.7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战时楼梯式出入口应设置 6 级抗力的防护密闭门，防护

密闭门应向外开启。防护密闭门门前通道净宽和净高应满足门扇开启及安装的要

求。 

3.0.8 洞口封堵宜采用防护密闭门，当采用封堵构件进行封堵时，洞口周边应按

战时的防护密闭要求预留或预埋封堵转换所需的预埋件。 

3.0.9 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兼顾人防需要施工图设计文件应当有防护功能平战转换

设计专篇。专篇内容应当包括防护功能平战转换工程量、设备清单、转换时限要

求、转换部位、方法和技术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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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防护 

4.1  一般规定 

4.1.1  地下综合管廊结构在常规武器爆炸动荷载作用下，其动力分析可采用等效

静荷载法。 

4.1.2 地下综合管廊结构在常规武器爆炸动荷载作用下，应验算结构承载力；对

主体结构变形、裂缝开展以及地基承载力与地基变形可不进行验算。 

4.1.3 地下综合管廊的结构设计，应做到结构各个部位抗力相协调。 

4.1.4  地下综合管廊结构除按本导则设计外，尚应根据平时使用条件下对地下综

合管廊结构的要求进行设计，并应取其中控制条件作为地下综合管廊结构设计的

依据。 

4.2  工程材料 

4.2.1  钢筋应采用 HRB400、HRB500、HPB300 级钢筋，严禁采用冷轧带肋钢筋、

冷拉钢筋等经冷加工处理的钢筋。 

4.2.2  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 C30，预应力混凝土结构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

低于 C40。 

4.2.3  在动荷载和静荷载同时作用或动荷载单独作用下，材料强度设计值可按公

式 4.2.3 计算确定： 

   𝛾             （4.2.3） 

式中  ——动荷载作用下材料强度设计值（N/mm²）； 

 ——静荷载作用下材料强度设计值（N/mm²），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规定 ； 

𝛾 ——动荷载作用下材料强度综合调整系数，可按表 4.2.3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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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材料强度综合调整系数 𝛾  

材   料    综合调整系数 𝛾  

钢 筋  

HPB300   1.5 

HRB400、HRBF400  1.20 

HRB500、HRBF500  1.10 

混凝土 
C55 及以下 1.50 

C60~C80 1.40 

注：对于采用蒸汽养护或掺入早强剂的混凝土，其强度综合调整系数应乘以 0.9 的折减系数。 

4.2.4 在动荷载与静荷载同时作用或动荷载单独作用下，混凝土的弹性模量可取

静荷载作用时的 1.2 倍；钢筋的弹性模量可取静荷载作用时的数值。 

4.2.5 在动荷载与静荷载同时作用或动荷载单独作用下，各种材料的泊松比均可

取静荷载作用时的数值。 

4.3 常规武器爆炸动荷载作用下结构等效静荷载 

4.3.1  地下综合管廊结构顶板的等效静荷载标准值取 15kN/m2，当顶板覆土厚度

不小于 0.5m 时，顶板可不计入常规武器地面爆炸产生的等效静荷载。 

4.3.2  地下综合管廊结构外壁的等效静荷载标准值可取 15kN/m2，当外壁顶部埋

入地面以下深度不小于 0.5m 时，可不考虑等效静荷载作用。 

4.3.3  地下综合管廊结构底板设计可不考虑常规武器地面爆炸作用。 

4.3.4  地下综合管廊设有夹层的舱室顶板等效静荷载标准值（包括封堵构件）可

取 10 kN/ m2。 

4.3.5  作用在地下综合管廊出入口支承钢筋混凝土平板防护密闭门门框墙上的

荷载由两部分组成，其荷载分布如图 4.3.5-1。 

1 直接作用在门框墙上的等效静荷载标准值 qe，可按表 4.3.5-1 采用。当出

入口通道净宽大于 3.0m 时，可将表中数值乘以 0.9 采用； 

2 由防护密闭门门扇传来的等效静荷载标准值，可按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𝛾    （4.3.5-1） 

    𝛾    （4.3.5-2） 

式中   、   ——分别为沿上下门框和两侧门框单位长度作用力的标准值（kN/m）； 

𝛾 、𝛾 ——分别为沿上下门框和两侧门框的反力系数。单扇平板门可按表 4.3.5-2 采用； 

      a、b——分别为单个门扇的宽度和高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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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3.5-1  门框墙荷载分布                    

 

 

图 4.3.5-2 竖井出入口 

 

表 4.3.5-1        直接作用在门框墙上的等效静荷载标准值 q（kN/㎡） 

出入口部位及形式 距离 L（m） 等效静荷载标准值 

室外竖井、楼梯 

5 80 

10 70 

≥15 60 

注：1、L 为室外出入口至防护密闭门的距离； 

2、当 5m＜L＜10m 及 10m＜L＜15m 时，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注：l——门框墙悬挑长度（㎜）； 

l1——门扇传来的作用力至悬臂根部的距离（㎜），其值为

门框墙悬挑长度 l减去 1/3 门扇塔接长度； 

l2——直接作用在门框墙上的等效静荷载标准值分布宽度

（㎜），其值为门框墙悬挑长度 l减去门扇塔接长度。 

门扇塔接长度一般取 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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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5-2 单扇平板门反力系数表 

    0.40 0.50 0.60 0.70 0.80 0.90 1.00 1.25 1.50 

𝛾  0.37 0.37 0.37 0.36 0.36 0.35 0.34 0.31 0.28 

𝛾  0.48 0.47 0.44 0.42 0.39 0.36 0.34 0.29 0.24 

 

4.3.6  作用在地下综合管廊出入口临空墙上的等效静荷载按表 4.3.6 取值。 

表 4.3.6             出入口临空墙的等效静荷载标准值 q（kN/㎡） 

出入口部位及形式 距离 L（m） 等效静荷载标准值 

室外竖井、楼梯 

5 60 

10 50 

≥15 40 

注：1、L 为室外出入口至防护密闭门的距离，见图 4.3.5-2 示例； 

2、当 5m＜L＜10m 及 10m＜L＜15m 时，可按线性内插法确定。 

 

4.3.7  作用在战时楼梯式出入口楼梯踏步与休息平台上的常规武器爆炸动荷载

应按构件正面受荷计算。动荷载作用方向与构件表面垂直，其等效静荷载标准值

取 30 kN/㎡。 

 

4.4  荷载组合 

4.4.1 地下综合管廊结构应分别按平时使用状态的结构设计荷载和战时常规武器

爆炸等效静荷载与静荷载同时作用的荷载（效应）组合进行设计，并应取各自的

最不利组合的效应设计值作为设计依据，其中平时使用状态的结构设计荷载（效

应）组合应按国家现行有关标准执行。 

4.4.2 常规武器爆炸等效静荷载与静荷载同时作用下，地下综合管廊结构各部位

的荷载组合可按表 4.4.2 的规定确定，各荷载的分项系数可按本导则第 4.5.2 条规

定采用。 

表 4.4.2           等效静荷载与静荷载同时作用的荷载组合 

结构部位 荷载组合 

顶板 
顶板等效静荷载，顶板静荷载（包括覆土、战时不拆除的固定设 

备、顶板自重及其它静荷载） 

外壁 作用在外壁上的水平等效静荷载，土压力、水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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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内力分析和截面设计 

4.5.1  地下综合管廊结构在确定等效静荷载和静荷载后，可按静力计算方法进行

结构内力分析。 

4.5.2  地下综合管廊结构在确定等效静荷载标准值和永久荷载标准值后，其承载

力设计应采用下列极限状态设计表达式： 

𝛾0(𝛾𝐺𝑆𝐺𝑘 + 𝛾𝑄𝑆𝑄𝑘) ≤ 𝑅（4.5.2-1） 

𝑅  𝑅( 𝑐 ， 𝑦 ， 𝑘 , …… )（4.5.2-2） 

式中：𝛾0——结构重要性系数，可取 1.0； 

𝛾𝐺——永久荷载分项系数，当其效应对结构不利时可取 1.2，有利时可取 1.0； 

𝑆𝐺𝑘——永久荷载效应标准值； 

𝛾𝑄——等效静荷载分项系数,可取 1.0； 

𝑆𝑄𝑘——等效静荷载效应标准值； 

𝑅——结构构件承载力设计值； 

𝑅（ ·）——结构构件承载力函数； 

 𝑐 ——混凝土动力强度设计值，可按本导则 4.2.3 条确定； 

 𝑦 ——钢筋(钢材)动力强度设计值，可按本导则 4.2.3 条确定； 

 𝑘——几何参数标准值。 

4.5.3 结构构件按弹塑性工作阶段设计时，受拉钢筋配筋率不宜大于 1.5％。当大

于 1.5％时，受弯构件或大偏心受压构件的允许延性比[𝛽]值应满足以下公式。 

[𝛽] ≤
0.5

𝑥 ℎ0
（4.5.3-1） 

𝑥 ℎ0  (𝜌 − 𝜌
′) 𝑦  (𝛼𝑐 𝑐 )（4.5.3-2） 

式中𝑥——混凝土受压区高度(mm) 

ℎ0——截面的有效高度(mm)； 

𝜌、𝜌′——纵向受拉钢筋及纵向受压钢筋配筋率； 

 𝑦 ——钢筋抗拉动力强度设计值(N/mm²)； 

 𝑐 ——混凝土轴心抗压动力强度设计值(N/mm²)； 

𝛼𝑐——系数，应按表 4.5.3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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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3                         𝜶𝒄值 

混凝土强度等级 ≤C50 C55 C60 C65 C70 C75 C80 

𝜶𝒄 1 0.99 0.98 0.97 0.96 0.95 0.94 

 

4.5.4 当按等效静荷载法分析得出的内力，进行受压构件正载面及斜截面承载力

验算时，混凝土的轴心抗压动力强度设计值应乘以折减系数 0.8。 

4.5.5 支承防护密闭门的门框，当门洞边墙体悬挑长度大于 1/2 倍该边边长时，

宜在门洞边设梁或柱；当门洞边墙体悬挑长度小于或等于 1/2 倍该边边长时，可

采用下列公式按悬臂构件进行设计（图 4.3.5-1）。 

𝑀    𝑙1 +   𝑙2
2 2(4.5.5-1) 

𝑉    +   𝑙2(4.5.5-2) 

式中𝑀——门洞边单位长度悬臂根部的弯矩； 

𝑉——门洞边单位长度悬臂根部的剪力； 

𝑙1、𝑙2——见图 4.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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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构造规定 

4.6.1  地下综合管廊结构的顶板、侧壁应设置梅花形排列的拉结钢筋，布置如图

4.6.1 所示，拉接钢筋长度应能拉住最外层受力钢筋。当拉结钢筋兼作受力箍筋

时，其直径及间距应符合箍筋的计算和构造要求。 

 

图 4.6.1  顶板及侧壁钢筋的拉结筋布置形式 

4.6.2  地下综合管廊结构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构件，其纵向受力钢筋的锚固长度应

𝑙 𝐹按下列公示计算： 

𝑙 𝐹  1.05𝑙  

注：𝑙 为普通钢筋混凝土结构受拉钢筋的锚固长度 

4.6.3  钢筋混凝土平板防护密闭门门框墙的构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防护密闭门门框墙的受力钢筋直径不应小于 12mm，间距不宜大于 250mm，

配筋率不应小于 0.25%； 

2  防护密闭门门洞四角的内外侧，应配置两根直径 16 mm 的斜向钢筋，其长

度不应小于 1000mm； 

3  防护密闭门的门框厚度不小于 250mm； 

4  防护密闭门的钢制门框与门框墙应连成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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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防护密闭门的门框及其安装吊钩应同步设计，同步施工。 

 

 

 

 

 

 

 

 

 

 

4.6.4 各类管线进出地下综合管廊主体结构侧壁、顶板时，洞口应采取防护措施，

并符合下列规定： 

1  洞口尺寸小于 300mm 时，可将钢筋绕过洞口边，不另设加强筋； 

2  洞口尺寸不小于 300mm 且小于 700mm 时，可按图 4.6.5 要求设置附加

钢筋进行洞口加强； 

 

图 4.6.4  孔洞加强图  

3  洞口尺寸不小于 700mm 时，应进行专门设计，且口设置的附加钢筋不应

小于图 4.6.4 的要求。 

图 4.6.3-1  防护密闭门门框墙配筋 

注：laf——水平受力钢筋锚固长度

图 4.6.3-2 门洞四角加强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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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平战转换 

4.7.1 临战时，地下综合管廊的平战转换不应采用混凝土现浇施工。 

4.7.2 孔口平战转换技术措施中的各种预埋件、预留孔（槽）等均应一次设计、

施工完成。 

4.7.3  平战功能转换设计宜采用标准化、定型化的防护转换设备和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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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附属设施 

5.1 通风系统 

5.1.1  地下综合管廊战时通风应采用机械排风，战时排风设施可战时设置。进排

风口宜结合战时楼梯式人员出入口设置，采用一道防护密闭门加集气室的做法，

见图 5.1.1。 

 

5.1.2  地下综合管廊战时通风换气次数不应小于 0.5 次/h。 

5.1.3  战时排风设施宜沿地下综合管廊长度方向均匀布置，每个通风系统长度不

应超过 3000 米。 

5.1.4  战时不使用的平时通风口，应采取封堵措施。 

5.2 给排水系统 

5.2.1  给水、排水等压力管道穿越地下综合管廊侧壁处，管道应采用金属管材，

并应设置刚性防水套管。       

5.2.2  所有穿越地下综合管廊侧壁的压力管道宜在内侧设置防护阀门。防护阀门

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称压力不应小于 1.0 Mpa 且应不小于管网的工作压力； 

2  应采用阀芯为不锈钢或铜材质的闸阀或截止阀。 

3  防护阀门的近端面距地下综合管廊侧壁内侧不宜大于 200mm； 

4  应有明显的启闭标志。 

5.2.3 重力流管道穿越地下综合管廊侧壁时，应考虑便于战时管道截断、封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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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5.3 电气系统 

5.3.1 战时用配电箱应预留战时供电接口。 

5.3.2 电气管线穿越地下综合管廊临战封堵墙体时，应考虑便于战时管道封堵的

措施。 

5.3.3 地下综合管廊战时人员出入口的门框墙上应预埋符合防护要求的热镀锌钢

管备用管，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数量 4 根~6 根； 

2  管径 50 mm~80mm，管壁厚度不小于 2.5mm。 

5.3.4 地下综合管廊中的金属构件应与接地网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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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孔口防护 

6.0.1 当地下综合管廊设有夹层时，战时宜在舱室顶板洞口处实施水平封堵；舱

室顶板应进行结构计算，舱室顶板的等效静荷载标准值按本导则 4.3.4 条取值。 

6.0.2 当地下综合管廊竖井口（逃生口、吊装口、通风口等）直通室外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在竖井内沿竖井四边设置钢筋混凝土牛腿，见图 6.0.2，战时实施水平封

堵；水平封堵构件的等效静荷载标准值取 15KN/㎡。 

2  竖井长边尺寸不小于 1300mm 时，应进行竖井侧壁结构计算；竖井侧壁

的等效静荷载标准值按本导则 4.3.2 条取值。 

3  临战时，竖井露出室外地坪部分按 1：3 覆土回填。 

 

图 6.0.2 竖井牛腿封堵注：牛腿长度同通风口内孔尺寸，四边设置。 

6.0.3  水平封堵可采用厚钢板、预制钢筋混凝土小梁、型钢等构件。水平封堵构

件上方应堆垒厚度不小于 250mm 的砂袋。 

6.0.4  当设有门框墙时，地下综合管廊的竖向洞口可采用型钢封堵。竖向封堵构

件后侧应堆垒砂袋，且砂袋的顶部堆垒宽度不应小于 500mm，底部堆垒宽度不

应小于 10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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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了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须”或“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该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本导则条文中，指明应按其它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

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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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50010 

《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  GB50038 

《城市综合管廊工程技术规范》  GB508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