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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隧道开挖施工非常复杂,特别是特殊地段,因此为了保障隧道开挖施工的顺利开展,本文阐述了特殊地段的隧道开挖施工问题以及隧道

开挖施工的主要施工技术,对特殊地段的隧道开挖施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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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使得隧道工程建设日益增多,基于此,以下结

合特殊地段的隧道工程为例,对其开挖施工进行了探讨分析。 

1 特殊地段的隧道开挖施工问题分析 

1.1岩体问题 

隧道内的岩体处于整体状态,并且不同地区的岩石结构也会有所不

同。而且隧道开挖有可能会导致岩土坍塌等现象,并形成岩体断层,如果出

现断层较大,将严重影响隧道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所以对隧道开挖施工

过程中的岩体问题,必须对岩石开展探测研究,在其实际施工过程中,争取

既保障岩石结构,又可以避免发生岩体危害。 

1.2稳定性问题 

开挖施工稳定是保障隧道工程建设顺利开展的关键,但是在实际的施

工过程中,处理稳定问题的难度非常大,并且稳定问题涉及的范围比较大,

如隧道跨越式处理不稳定、爆破不稳定、加固结构不稳定等,都会导致隧

道施工搁置,因此必须对隧道中的稳定问题,实行技术优化处理,从而保障

隧道开挖施工的稳定性。 

2 隧道开挖施工的主要施工技术 

2.1盾构法 

其是以盾构这种施工机械暗挖隧道的施工技术,优点表现为：大部分

施工者在地下开展,这样就不会影响地面交通,又能够减少对居民影响；穿

越河道时不影响航运；施工不受风雨等气候条件的影响；在地质条件差、

地下水位高的地方建设埋深较大的隧道,盾构法具有经济优越性。 

2.2新奥法 

其应用了围岩的自承能力和开挖面的空间约束作用,以锚杆和喷射混

凝土为主要支护手段,对围岩进行加固,约束围岩的松弛和变形,并通过对

围岩和支护的量测、监控,指导地下工程的设计施工。 

2.3浅埋暗挖法 

浅埋暗挖法是一项边开挖边浇筑的隧道施工技术,适合于城市地区松

散土介质围岩条件,隧道埋深小于或等于隧道直径,地表沉降很小。其突出

优势为不影响城市交通,无污染、无噪声,而且适合于各种尺寸与断面形式

的隧道洞室。 

3 特殊地段的隧道开挖施工要点分析 

3.1超前支护 

特殊地段的隧道开挖施工过程中,初期支护体系作用是承担隧道工程

的围岩压力,在充分考虑隧道工程的受力特点、地质条件、围岩等级、断

面结构等因素,确定初期支护：(1)超前锚杆。通常需要结合开挖循环次数、

钻孔机械类型、锚杆拉拔试验强度以及隧道工程地质条件等因素,来确定

超前锚杆的长度。超前锚杆主要包括：第一、悬吊式超前锚杆,沿开挖轮

廓线方向,将悬吊式超前锚杆的前端固定在稳定的岩层中,超前锚杆的末

端支撑在径向悬吊锚杆上,其主要作用是对拱部上方进行支撑,确保爆破

作业之后的相应时间内,围岩不会出现松弛坍塌现象。第二、支撑超前锚

杆,这种超前锚杆形式的前端需要固定到稳定的岩层中,末端应该连接到

钢架上。钢架结构一般有格栅拱架和钢拱架,格栅拱架是通过焊接方式进

行制作,而钢拱架是通过型钢冷弯方式进行制作。实际工程中,特殊地段软

弱围岩支护方面,钢架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隧道工程多采用钢架支撑超前

锚杆。(2)超前管棚。根据钢管的长度进行划分,可以将管棚分为小管棚和

大管棚两种形式。第一、小管棚法。这种施工方法所用到的钢管的直径在

50毫米以内,钢管的长度最大为5米。第二、大管棚法。其施工原理与小管

棚法类似,大管棚法的循环长度需要按照实际工程要求进行设定,一般控

制在30米以内。管棚施工注浆结束之后,需要根据注浆材料确定开挖时间,

尽量减小注浆作业和开挖作业的时间间隔,可以避免注浆固结现象,降低

开挖难度。(3)超前小导管预注浆。小导管预注浆法需要将钢管前端改变

为尖楔形状,钢管前端的一定范围内,设置相应数量的注浆孔。沿开挖轮廓

线,按照规定的外插角进行钻孔作业,同时,将小导管打入孔洞中,再将水

泥砂浆注入到小导管中,确保围岩的空隙全部填充,等到水泥砂浆固结之

后,小导管注浆法施工结束,这种方法适用于软弱围岩浅埋地段、断层破碎

带、砂卵石层、自稳性差的砂层等。 

3.2超前灌浆施工要点 

其对于松散地层来说,常采用注浆加固的方法,将底层固结成一个统

一的整体,再进行开挖作业。由于地层的构成不同,需要采用不同的注浆材

料,在粗砂、且存在侵蚀性水的地层中,主要采用水泥砂浆作为注浆材料；

在细砂、粉砂或者存在侵蚀性水的地层中,多以化学浆液为主要注浆材料。

此外,确定洞内注浆段长度时,应该充分考虑机械设备、注浆要求、地质条

件等因素,通常将注浆段长度设定为50米,极破碎岩层的注浆段长度控制

在5～10米之间,而破碎岩层的注浆段长度控制在10～15米的范围内。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隧道开挖施工过程中,具有隐蔽性大、作业空间有限、干扰

因素多、地质条件复杂等特点,尤其是在特殊地段的开挖施工,因此为了保

证其施工的顺利进行,必须结合特殊地段的地质条件、围岩等级等,合理开

展施工,从而保障隧道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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