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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扑优化在隧道工程中的运用

沈才华1’2，刘松玉2，童立元2
(1．河海大学交通学院，江苏南京210098；2．东南大学交通学院，江苏南京210096)

摘要：拓扑优化作为结构优化的高层次优化方法，目前正成为工程界研究的热点，而对于隧道工程的拓扑优化还

未见研究成果。建立了隧道洞事的拓扑优化模型，利用高层次拓扑优化理论对隧道洞室进行了拓扑优化分析，提

出了预强支护理论，即开挖围岩影响区内进行强支护结合复合衬砌支护的三层支护体系，通过拓扑优化分析确定

了预强支护的具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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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pology optimization is a hi【gh level optimization method of structural optimization，which is a focus study of en—

gineering field．But there is no research achievement in topology optimization of tunnel engineering．In this paper，tunnel

model of topology optimization is established；topology optimization analysis on tunnel cavern is made with high-level topolo-

gy optimization theory；and pre—strengthening support theory is put forward，which is three—layers support combined with

primary—supporting and inner lining and strong support on wall rock．The place of pre-strengthening support is found out by

the analysis of topology optimization．It shows that this method is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and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sign of road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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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隧道洞室的支护理论，从较早采用的强支护理

论到目前普遍采用的新奥法柔性支护理论⋯，经过

了很长的过程，体现了地下工程工作者对洞室支护

原理的进一步的认识。新奥法的理论基础是围岩具

有自承能力，认为隧道设计与施工要充分发挥围岩

的自承能力。Rabcewicz最早把新奥法思想用于奥地

利阿尔卑斯山深埋硬岩隧道建设，采用柔性支护旨在

充分利用“拱效应”——地层的自承能力。施工实

践证明了利用围岩自承能力是可行的，新奥法这一

概念在指导硬岩隧道结构设计和施工中是成立的。

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引入新奥法，得到迅速

推广，取得了良好的技术经济效果。20世纪80年

代，铁道部隧道局王梦恕院士等创立的“浅埋暗挖

法”做了开创性工作，在软岩(土)隧道中采用新奥

法，一开始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提出了既科学又全

面的“管超前、严注浆、短开挖、强支护、快封闭、勤

量测”的18字诀。浅埋暗挖技术是以加固和处理

软弱地层为前提，采用足够刚性的复合式衬砌结构，

选用合理的开挖方式，应用信息化量测反馈设计和

施工，以保证施工安全，控制地面沉降。长期的工程

实践证明，浅埋暗挖技术具有灵活多变、不拆迁、不

影响交通、不破坏环境、造价低、隧道结构强度高等

突出优点，非常适合中国的国情。实际上，软岩

(土)隧道与硬岩隧道应用新奥法是有原则区别的，

需充分了解隧道开挖过程中地层发生的变化，采取

相应的加固方法和相应的支护措施，达到安全、经济

的目的，这才是新奥法的精神实质。
。

目前基于新奥法思想的柔性支护指导下的隧道

施工，仍出现很多问题，几乎所有的长大隧道均有局

部的或较大的支护失稳事故发生，故进行支护理论

的进一步研究很有必要。文章利用高层次的拓扑优

化方法∽J，建立合理的隧道洞室的拓扑优化分析模

型，结合有限元数值计算方法进行了支护优化分析，

提出了预强支护理论体系，并确定了具体预强支护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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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拓扑优化概述

拓扑思想的数学理论体系目前已较成熟，并引

起了工程界的重视，但基于此思想的结构拓扑优化

设计问题还很不成熟，对于隧道洞室的结构拓扑优

化设计更是未见研究成果。拓扑优化¨、4o的概念首

次提出是1904年Michell在桁架理论中，他用解析

方法研究了一个荷载作用下应力约束的结构，得到

重量最轻的最优桁架所应满足的条件，后来称为

Michell准则，并把满足Michell准则的桁架称为

Michell桁架。这是结构拓扑优化设计理论研究的

里程碑。但此后多年人们在这个领域一直未取得大

的研究进展。直到1964年Dora等人提出的“基结

构法”奠定了结构拓扑优化的思想，但由于当时结

构设计理论和方法的局限，在此后的20年间有关的

研究进展缓慢。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结

构优化设计理论和方法的逐步丰富与完善，以及计

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结构拓扑优化设计重新引起

众多学者的关注，目前已成为了国际上最前沿的优

化设计方法之一。结构拓扑优化思想是将结构中无

效或低效的材料逐步去掉，使结构逐步趋于优化。

该方法最原始的思想是采用固定的有限元网格，对

存在的材料单元，将其材料数编号为非零，而对不存

在的材料单元，将其材料数编号为零。基于这种零

和非零模式，计算结构刚度矩阵等特性时，不计材料

数编号为零的单元特性，建立固定有限元网格数据

信息和结构刚度矩阵等特性所需的有效网格数据信

息关系，实现结构拓扑优化，通过结合目标优化的思

想，得到最合理的内力支护方式，这一特点与隧道结

构工程施工设计有极大的相似性，特别是目前最热

门研究的连续体结构拓扑优化很符合隧道优化设计

的思想。本文通过对隧道洞室的模型简化，建立了

隧道洞室的拓扑优化模型，对高层次拓扑优化技术

在隧道洞室优化设计中的运用进行了初步探索。

2拓扑优化理论研究

隧道洞室结构拓扑优化是在给定的外荷载和边

界条件下，改变结构的拓扑以使结构在满足约束的

前提下，达到最优目标。结构的拓扑作为构成结构

子区域的有与无，对于骨架类结构(包括桁架和框

架)来说，关注结构中单元的数量和节点连接方式，

对于连续体结构来说，关注结构的外边界形状和内

部有无孔洞及孔洞分布状况等特性。结构拓扑优化

在工程结构设计的初始阶段可以提供一个概念性设

计，帮助设计者对复杂结构或部件能够灵活地、理性

地优选方案，寻找结构最佳的传力路径。拓扑优化

的难度较大，被公认为当前结构优化领域内最具有

挑战性的课题之一。如何利用拓扑优化展开地下洞

室优化研究更是一种探索。目前具体拓扑优化常用

方法有均匀化方法、变厚度方法、变密度方法等。均

匀化方法(Homogenization)是Bendsoe和Kikuchi在

1988年首先提出来引入拓扑优化界的。均匀化方

法∞o最原始是应用于复合材料的性能计算当中，这

是一种非常经典的优化方法，它的数学思想和力学

理论推导非常严密。本文采用此方法进行研究。

均匀化方法目前在连续体结构的拓扑优化当中

应用最为广泛，是属于材料(物理)的描述形式，这

一新理念、新方法的提出在连续体结构拓扑优化研

究领域引起了一场新的革命，标志着连续体结构拓

扑优化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程耿

东∞1和Olhoff的工作是该方法思想的渊源，微结构

被他们首次引入到结构优化设计当中，从而拓展了

拓扑优化设计空间。其主要思想是在组成结构的材

料中引入微结构(单胞)，如图1、2，每个微观单胞有

3种形式，即无材料的孔洞(孑L尺寸为1)、具有各向

同性材料的实质介质(孔尺寸为0)和具有正交各向

异性材料的开孔介质(0<孔尺寸<1)，其中空孔、

实体和开孑L的微结构分布就可以显示出了连续体结

构的形状和拓扑形态。这就是均匀化方法的基本思

想。材料的弹性性质和密度等宏观特性都由微结构

单胞的形式和尺寸参数来决定。优化计算时，以微

结构的单胞尺寸作为拓扑设计变量，微结构的增删

用微结构单胞尺寸的消长来实现，由此产生的复合

材料是由中间尺寸的微结构单胞组成。结构拓扑优

化模型与尺寸优化模型的统一与连续因此得以实

现。因为具有严格的数学推理过程，同时其拓扑优

化解的存在性和唯一性也已被证明。所以此方法成

为连续体结构拓扑优化中的重要的研究方法，成为

连续体结构拓扑优化方法的先导和基础。

图l 拓扑优化设计区域及其材料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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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微结构单胞

均匀化方法理论的数学模型为：

求叼j=r／i(口，b，口，L)

Min z(“)=i耋LzuidO+；毫L tiuid厂

s·t． “e‘“’秽’=2‘秽’ for a11

口∈u{1)
E∈Ead

、7

Ead={E彬ⅣI E刎Ⅳ=E删(8，b，伊，￡)}

f rldl2<，(V—y。)

式中：rli——微结构单胞的密度；Ui——节点位移；

Z(M)——结构柔顺度泛函；ti——结构所受到的节点

等效边界荷载江——结构所受到的节点等效体积力；

Ed——允许的结构刚度张量集合；卜结构初始
体积；V+——指定去除的材料的体积；x。(u，t，)——

结构的应变能，de(“，")=I E洲占Ⅱ( )
。o

u)6(v dO

假设其中密度与弹性常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如

下：

譬叼1 ㈤

式中：E。——实际使用的材料的弹性模量；131——实

际使用的材料的泊松比。

其中叼。显示了微结构消长的过程。

3均匀应力场作用下隧道洞室的拓扑优化

根据拓扑优化理论，拓扑结果表示在对应体积

约束条件下材料的最合理分布。对于隧道而言，即

反映了隧道对应体积约束条件下最优的应力路径。

从隧道围岩材料强度发挥的角度，应力路径最集中

则对应部位就应加强支护，因此它可以反映隧道围

岩局部的重要性(即找出围岩局部加固的部位)。

3．1 拓扑有限元模型的建立

假设在均匀应力场作用下侧压力系数为1时进

行分析，竖向主应力180 kPa，模型边界取80 m×80

m；洞室半径6．4 m，围岩参数弹性模量E=8．5

GPa，泊松比肛=0．35，容重23 kN／m3，粘聚力50

kPa，摩擦角420。结合平面有限元模型计算分析。

优化采用体积约束条件下刚度最大化准则"J。拓

扑优化计算模型见图3。为研究最合理的加固部位

(体积约束越大对应加固部位权重越大，即越需要

加强)，应对不同体积约束条件下的拓扑过程进行

分析。找出封闭路径形状以及不同加固部位权重在

围岩影响区内的分布。

图3数值计算模型

3．2拓扑优化结果分析

如图4所示：侧压力为1的均匀初始地应力场，

在这样荷载大小的作用下最需要加强的(即应力强

度最大)最关键的位置为半径8 m(见图4)处，即围

岩内深度1．6 m处。

围4体积约束取80％拓扑优化

根据拓扑优化理论，此处材料对整体围岩影响

权值较大(体积约束>80％)，即影响区内加固效率

最高的部位在1。6 ITI深处，结合隧道洞室支护思

想~8’9J，采用同样量的注浆材料，此处进行强支护加

固效果最好。因此当进行超前小导管或注浆锚杆施

工时，应控制其端部至少能伸人至关键加固区。为

了验证其正确性，对不同深度进行相同量注浆预强

支护进行了分析，建立预强支护理论，并确定其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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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加固深度。

4预强支护理论分析

假设采用同样的注浆量，对围岩不同位置进行

注浆后隧道洞室的开挖性状进行研究。假设围岩注

浆后强度得到加强表现为弹性模量E增大至10

GPa，注浆位置中心半径分别取S，=6．9 in、S：=8 m

(拓扑优化值)、S，=10 m，具体模型见图5～7。当

不进行预强支护而直接采用喷混凝土支护时，支护

计算参数E取2．85 GPa，厚度25 eln，其他参数不

变，主要计算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可见，在拓扑优化深度处(S：=8 m)进

行预强支护拱顶区最大位移为1．393 mm，塑性区最

大等效应力／屈服应力为2．372，均为预强支护方式
图7模型及拱顶区位移IS3=10 m)

表l 不同支护方式优化分析

注：呀=围岩等效应力／屈服应力；sint=n1Ⅱ(I矿l—O"2l l矿2一伊3

叻一矿I J)。

中最小的。可见合理的预强支护布置能有效控制松

动圈的变形。结合柔性支护，对于软弱无自承能力

围岩(如超浅埋、洞口或极软岩等)，先进行预强支

护确保开挖过程中的稳定，然后再利用柔性支护特

点，在允许变形的控制下确保二衬结构内力的安全，

即采用预强支护与柔性支护两者结合的方式(见图

8)。目前采用的大管棚、超前小导管等就具有这样

的效果。从本研究可见，在使用大管棚时，应使处理

位置在最佳位置效果才最好，超前小导管处理深度

一定要超过最佳深度，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圈8 三层支护体系

第。层预强支护

第■层柔性支护
(初支)

5结论

(1)隧道洞室开挖进行预强支护能有效控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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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影响区范围，减小洞室的开挖位移。采用高层次

的拓扑优化理论结合有限元数值计算方法能简单、

方便的确定最有效的预强支护位置。本算例显示在

侧压力系数为1的均匀初始地应力场，竖向荷载

1 80 kPa(浅埋情况)作用下，最有效的预强支护位置

在1．6 m深处，故进行超前小导管注浆或管棚加固

时应控制其合理深度>1．6 m。

(2)运用高层次的拓扑优化理论，对隧道洞室

优化还处于一种探索阶段，本文通过对均匀应力场

作用下的洞室开挖特点研究，建立合理的拓扑优化

模型，结合有限元数值计算方法，进行了拓扑优化研

究，有效确定超前预强支护的最合理位置，为目前大

管棚、超前小导管设计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分析方法。

(3)目前拓扑优化技术仍属于发展初期，进一

步结合实际工程，建立一系列新的模型、方法，拓展

拓扑研究的对象和应用领域，为更好的解决隧道设

计施工优化中的复杂问题，使之更广泛地运用于实

际工程将是工程中面临的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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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轨道交通建设与环境工程高级技术论坛"在杭州成功举行

本刊讯 由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等16个单位主办，

杭州市土木建筑学会等5单位协办，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

地下工程分会等4家单位承办的“海峡两岸轨道交通建设与

环境工程高级技术论坛”于2008年11月4—7日在浙江省

杭州市新侨饭店隆重举行。论坛得到了中国土木工程学会、

香港工程师学会岩土分部、台湾财团法人地工技术研究发展

基金会及香港岩土工程学会的共同支持。

出席论坛开幕式的有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终身一级荣

誉教授孙钧先生，国际亚新工程顾问集团董事长莫若楫博

士，台湾高速铁路有限公司执行长欧晋德博士，香港工程师

学会岩土分部主席、香港岩土工程学会主席何毅良先生，上

海申通地铁集团董事长、上海市土木工程学会理事长应名洪

先生，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院长朱合华教授，上海隧道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文波博士，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

轨道交通技术推广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城建设计研究总院

宋敏华院长，北京交通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张鸿儒

教授，中国工程勘察大师王钟琦、张旷成，中国工程设计大

师、浙江省土木建筑学会副理事长益德清，台湾交通大学工

学院院长方永寿教授，台湾世曦工程顾问公司董事长、中央

大学原工学院院长李建中教授，台湾交通部参事陈晋源先

生，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崔一帆等海峡两

岸三地业界知名专家、业者和中青年学者共260余人。

浙江省建筑业行业协会地下工程分会会长史佩栋教授

主持了大会开幕式，各主办单位的专家代表共同主持了各场

报告会。

本次论坛旨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总结交流两岸各地

在轨道交通建设方面所积累之宝贵经验，所取得之创新成

果，以及所遭遇的困难和应对措施，以利于迎接今后新的挑

战，争取更辉煌的成就。

在两天紧张的8场大会中，有27位专家做了学术报告。

其议题涉及了两岸三地轨道交通建设发展中的若干大事件

大课题的重要经验总结，以及当前轨道交通建设中凸显的重

要热点难点问题，诸如：线网站点规划设计研究、政策法规及

技术标准研究、工程安全与风险管控、隧道施工控制与变形

分析、车站深开挖设计施工技术、沿线近接施工影响研究、列

车减振降噪技术等等。报告内容涉及了国内外数十座城市

的众多案例。报告普遍受到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

李建中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作了本次论坛的学术总结，

史佩栋教授致闭幕词。与会者认为，这次论坛是两岸三地轨

道交通建设领域的一次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精英汇聚的大

会，它必将成为我中华大地进一步发展轨道交通建设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

在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民革杭州市委主任委员陈重华女士宴请了全体台湾嘉宾，杭

州市台办主任陈建伟作陪。

本次论坛的文集已由人民交通出版社正式出版，于会议

报到之日首发。全书含特邀报告、专题论述等共62篇，计8l

万字，A4开本420余页。彩色精印。由于文集中论及的众多

城市，其社会、经济、历史、环境和地质条件各有特点，而在某

些问题上又具有一定的共性，因此可以认为．该文集必将成

为世界各地今后发展轨道交通建设的一本重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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