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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大管棚超前支护技术处理青一莱高速公路

毫山峪隧道塌方

徐建军

(河南省岩土工程有限公司，河南洛阳471023)

摘要：在青一莱高速公路毫山峪隧道塌方段施工中应用大管棚超前支护技术，施工管棚直径大，钻孔难度大。通

过优选钻孔工艺、管棚参数和注浆工艺控制施工质量，大管棚支护施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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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Large Pipe-shed Advanced Support in Treatment for Tunnel Collapse／XU JmnIun(Henan ProvineiM

Geo·engineering Co．，Ltd．，Luoyang Henan 471023，China)

Abstract：Large pipe-shed advanced support technology w粥applied in construction of tunnel collapsing section of Haos—

hanyu with large pipe shed diameter and difficult drilling conditions．The engineering quality was eontroHed by optimum

borehole drilling technology，pipe shed parameters design and grouting process with successful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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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超前管棚支护是沿开挖轮廓周线，钻凿与隧道

轴线平行的钻孑L，而后插入不同直径的钢管，并向管

内注浆，固结钢管周边的围岩，并在预定的范围内形

成棚架的支护体系。它的主要作用是提高钢管周围

围岩的抗剪强度，先行支护围岩。主要应用场合是

作为修建隧道特别是修建大断面隧道施工的辅助工

法，或作为隧道洞口段施工的辅助方法。超前锚杆、

超前小导管和各种尺寸的管棚、预衬砌、围岩注浆是

确保施工安全有效的超前支护方法，是保证掌子面

前方围岩稳定的地下工程施工辅助方法的重要构成

部分。超前管棚技术在国内外许多地下工程施工中

取得了成功。

当隧道穿过软弱岩体地段或隧道断面大、埋深

浅时，由于岩体自身稳定性差，加上隧道初期支护不

及时或支护方法不当时极易发生塌方等事故，而且

塌方处理极其困难，处理过程又具危险性，处理不当

可能引发新的坍塌，给施工带来极大的难度。处理

隧道塌方有许多方法，而管棚支护技术作为隧道施

工的重要辅助方法，在处理隧道塌方事故中配合超

前锚杆、超前小导管和预衬砌、围岩注浆等在实践中

证明是有效的方法之一。

1 工程概况

青兰线青岛一莱芜高速公路马站一莱芜段毫山

峪隧道，位于淄博市沂源县，设计为分离式双洞单向

行驶隧道，全长715 m，设计行车速度为100 km／h，

路基宽16．75 m，隧道内轮廓拱顶净高8．00 m，净宽

15．46 m，内净空面积为100．69 m2，隧道采用新奥法

施工，复合式衬砌。隧道所处低山丘陵地区，地层岩

性为风化花岗岩，隧道埋深最深120 m，经过断层破

碎带。

隧道初期支护为锚杆喷网和格栅钢架，格栅钢

架采用矩形断面，钢架主筋022 mm螺纹钢，钢架高

度20 am，拱架间距0．5 m／榀；钢筋网采用08 mm

圆钢，网间距20 am×20 am，喷射混凝土C20，厚度

25 am。格栅钢架按开挖进度每0．5 m一榀，格栅间

连接筋采用022 mm螺纹钢，连接筋间距1—1．5 m。

永久衬砌为60 am厚钢筋混凝土。

2007年3月，隧洞贯通，在隧洞进口50 m处，

由于格栅钢架没有及时架立，导致隧洞在k160+

308处塌方，塌方长度42 m，预计塌方影响高度50

In左右，塌方摧毁了格栅钢架，塌落的松散岩渣涌塞

了整个隧洞。岩渣中间杂着巨大的岩块，给下一步

的抢险施工带来很大困难。所幸当时工程监理人员

发现塌方预兆后，强行及时疏散施工人员，没有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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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伤亡，但是由此造成的工程损失是巨大的。事

故发生后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承包单位积极

研究处理塌方的施工方案，选定专业施工队伍，进行

塌方段挖掘工作。开挖支护方案选定长管棚超前预

支护结合开挖过程小导管补强注浆的综合方案，并

更换格栅钢架为[20的工字钢型钢钢架，以增加支

护体系刚度。

2大管棚设计方案

2．1 隧洞塌方段施工方案

以超前大管棚支护配合开挖过程中小导管补强

注浆加固技术形成隧洞的管棚支护体系，以管棚和

钢拱架形成的支撑结构，其整体刚度大，能承受较大

的松散岩体的压力。隧道开挖轮廓线以外的环向钢

管形成的棚架，为开挖及支护作业提供了安全保障。

分台阶开挖隧洞断面，台阶长度5 m，台阶高度4 m，

开挖循环进尺0．5 m，上半断面采用预留核一t7土环

形开挖，以保证掌子面的稳定与安全；开挖完成后及

时将临空面初喷混凝土封闭，然后打系统锚杆，挂

网、安装工字钢支撑钢架、喷射混凝土封闭。下半断

面开挖后清底施作仰拱，确保初期支护的及时封闭。

2．2大管棚设计参数

在大管棚设计中，要充分考虑地质、周边环境、

隧道开挖断面、埋深以及开挖方法等，以确定管棚的

配置、形状、施工范围、管棚间隔及断面等参数。

根据塌方段地质情况、塌方段长度和隧洞已衬

砌段实际情况，设计管棚长度有12．5、18和20 m三

种，隧洞拱部作3个循环，部分墙部作2个循环，管

棚搭接长度2 m。在隧洞开挖线外30 cm处拱部和

部分边墙部位施作管棚，钻：fL#b插角3。一5。，管棚

采用0108 mm、壁厚6 mm的热轧无缝钢管，节长8

或12 m，钢管分段之间采用丝扣连接方式，丝扣长

度《15 cm。管棚环向间距拱部为30 cm，墙部为50

cm。管棚上钻凿注浆孔，孔径12 mm、孔间距20

cm，梅花形布置，尾部留50一100 cm不钻孑L作为止

浆段。钢管导向端做成尖形，承压端焊上钢箍。

2．3小导管注浆

长管棚注浆加固形成的承载拱厚度约2 m，加

上注浆在岩体中的分布不均匀性，为保证开挖时松

散岩体不从管棚上塌落，需增加承载拱的厚度，为此

在开挖时作小导管注浆补强。小导管采用032 mm

焊缝钢管，长5．5 m，开孔段长4 m，环向间距60。

75 cm，外插角41。，小导管注浆采用C—S双浆液，

注浆量根据现场具体情况决定，保证掌子面开挖安

全。

开挖与小导管注浆交替进行，即每注一个循环

开挖1．5 m(即支护三榀钢拱架)。初期支护与开挖

紧跟，即每开挖一个循环立即初喷，锚杆挂网立拱喷

砼施作初期支护。

3施工技术方法

3．1 钻进方法

由于塌方岩土极其松散，其中又间杂直径l一2

m的大石块，地层岩性不均匀，地质条件复杂，用常

规的钻进方法容易造成钻孔坍塌、埋钻等事故，且坍

塌体不能用水钻进，为保证钻孔质量，管棚钢管顺利

打人，采用空气潜孔锤跟管钻进，成孑L直径150 mm。

钻至设计深度后，提出中心钻具，套管留在孔内，顶

人前端呈锥形的管棚钢管，然后用拔管机拔出套管。

采用MD一50型锚杆钻机，089 mm钻杆，潜孔锤

QCWl00型，套管规格0146 mm，套管靴通径120

mm，0150 mm单偏心跟管钻头。

3．2管棚注浆

注浆前先进行注浆现场试验，根据实际情况确

定合理注浆参数。

管棚封孔后注浆，注浆浆液为水泥浆、水泥砂

浆。注浆应在下管完成后立即进行，以便在钻凿相

邻孔时可作为当前注浆孔的检查孔。所有管棚钢管

均以30号水泥砂浆充填，以加强钢管刚度。注浆采

用水灰比1：1单液水泥浆，注浆压力0．2—2 MPa。

浆液扩散半径1 m。

4主要技术难点及措施

(1)塌方体完全为松散体，中间又夹杂坚硬的

大石块，管棚承受的岩体压力大，对管棚和格栅钢架

形成的支护体系要求高，支护结构要有足够的强度

和刚度，为此在处理塌方段时，把格栅钢架换成120

的工字钢，以增加支护体系的刚度。

(2)塌方体内大部分呈松散碎屑状，又混有大

小不一的硬质岩块，塌落下来的初期支护的钢架钢

筋和混凝土块混杂其间，给钻孑L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钻孑L困难，地层不易成孔，容易卡钻，下管难度大，普

通钻进方法根本无法成孔。施工中针对这些特殊地

质条件，采用空气潜孔锤跟管钻进，遇地层变化时，

更换钻头改变钻进方法。松散岩体用跟管钻进，遇

坚硬大块岩石用常规钻头钻进。

钻进时应以排岩屑顺畅为准，孔浅时应控制进

尺，不能钻进过快，以免岩屑太多排除不畅钻具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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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钻进中发现回转阻力大或外套管跟着旋转的

情况时要轻提钻具吹孔，防止最终成孔后套管弯曲

过大，拔管时折断。

(3)塌方段地处岩层破碎段，岩土体空隙率高，

而且塌方前隧洞已贯通，涌入隧洞的岩土体大小不

一，注浆区域岩土体连通性好，控制注浆量和质量比

较困难，针对这一问题，施工中通过控制管棚钢管的

注浆顺序、注浆时间、注浆压力、浆液材料配比、注浆

工艺环节等技术参数，有效地防止浆液向非预定区

扩散，控制注浆量取得较好的注浆效果。

5施工效果

经过86天紧张施工，塌方段隧洞终于打通，其

中管棚施工时间40天，其余大部分时间主要用于开

挖。施工长管棚3个循环，顺利通过42 m长的塌方

段，共计施工管棚钻孔98个，管棚总进尺1352．5

m。隧洞开挖安全顺利，大管棚超前支护体系在隧

洞塌方处理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6结语

本工程采用超前大管棚支护技术，顺利通过隧

道塌方段的破碎岩体。现场开挖情况表明，管棚的

最大下沉量为43 mm，水泥浆液在压力的作用下向

四周扩散，充满了钢管周围岩体的缝隙，起到了固结

岩土体的作用。施工的管棚和预注浆加固了松散岩

体，管棚和衬砌支护(格栅钢架和喷射混凝土)形成

一个统一整体，纵横交错，共同受力，使整个开挖工

作面处在安全防护之中。实践证明，超前管棚支护

结构有足够的可靠性能，大管棚和预注浆加固技术

对于大跨度、软弱围岩隧道或隧道的塌方段有较好

的适用性。

随着我国道路交通建设的迅速发展，隧道工程

施工日益增多，在面临不良地质条件的隧道掘进施

工和事故处理中，超前管棚支护技术具有广阔的应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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