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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喷桩在盾构法隧道端头井洞口土体

加固工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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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盾构法隧道在进行盾构机的始发或到达作业时，当既有端头井洞口挡土墙结构凿除后，保证该位置土体在

盾构机刀盘贯人或脱离地层前一段时间内的稳定就成了盾构机始发或到达施工的关键。结合工程实例，从高压注

浆原理、注浆参数和施工工艺等方面阐述了二重管旋喷桩在盾构法隧道端头井洞口土体加固工程中的应用。再

者，针对旋喷桩加固以及与其相关的盾构始发或到达施工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和看法。

关键词：旋喷桩；盾构法隧道；洞口；加固

中图分类号：U45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428(2009)12—0069一04

App吐c娟佃of Higll-p懈sun Spi咧Jet G咖廿Ilg Pil姻in Shjeu Tunnel Ponal son Reinforce删Ⅱt EIlgin∞ring／

GAo c加增-z谊昭1，L，AⅣG凰∞一g谊，∥(1．changch叫lnstitute of Tec}IIlology，ch柚gchun JirIlin 13002l，chi瑚；2．cen-

tral soutIl Univers畸，Changsha Hun明410083，Chi岫)

Abstract：When t}Ie shield l跏nching or痂val i8 under constructi∞in the shieId tunnel，it becomes the key to keep the

soil sklbil毋in a period 0f the time before the m呻cu№r head of shield machine penetmting into or幽lling thmug}l the

8tmtum．Based帆吐le en西neering ca∞，tllis paper discussed t}le印plicati伽0f dual pipe highpressure 8piraJ jet gmuting

piles in 8hield tunnel舯删soil reinforcement a上'out the p—nciple of higIIpressure grouting，tlIe gmuting parameters锄d the

constnlction teclIIlology． And$ome su鹤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spiral jet pile reinfoI℃ement舳d constnlction i鹪u船伽

shield launching or arrival．

Key woms：叩iraJ jet grouting pil鹤；shieId tu衄el；portal；陀illfjrcemem

0 引言

随着城市的发展，交通状况的日益恶化，越来越

多的城市开始修建地铁，以改善城市的交通状况。

如北京、上海、广州等修建地铁比较早的城市，正努

力修建更多的地铁线路，使得地铁线路逐步网络化；

沈阳、西安、成都、杭州等城市正在修建自己的第一

条地铁线路；其他一些城市，诸如长沙、武汉、长春、

哈尔滨等也已做好了地铁建设的计划和蓝图，正待

付诸实施。可以说，全国各地掀起了修建地铁的高

潮。从这些已经修建和正在修建的地铁线路来看，

采用盾构机进行隧道建设在城市地铁修建中占了大

多数，特别是土压平衡盾构机更是在城市地铁施工

中发挥了其安全、快速、环保的特点⋯，已经成为地

铁隧道施工的主流技术。

盾构法是利用盾构机在地面以下进行暗挖隧道

的一种施工方法旧o，它具有自动化程度高、作业环

境安全、施工速度快、成型隧道质量好、对周边环境

影响小等优点。盾构始发和到达施工是盾构法施工

技术中的重要内容。一般地，盾构始发、到达接收时

首先需要拆除端头井挡墙结构(竖井封门)，该作业

施工时间较长，临空面较大，这对维护洞口土体稳定

极为不利，因此需要在盾构始发、到达接收前对隧道

洞口土层进行加固，切实有效地控制洞口周围土体

变形，从而保证盾构始发和到达的安全。端头井洞

口土体加固方法多种多样，本文中采用了二重管高

压旋喷桩对一端头井洞口土体进行了加固，基本保

证了盾构机在整个始发和到达阶段的施工安全。

1 工程概况

沈阳地铁1号线第五合同段重工街站一启工街

站区间隧道位于沈阳市铁西区，里程为DK6+

052．818—828．040，区间长度为775．222 m。区间

隧道为单洞单线圆形断面，线间距为13 m。区间线

路沿铁西区建设西路南侧绿化带走行，先东西向延

伸约500 m后折向东南，线路纵向呈“V”形坡，最大

纵坡为25‰。区间隧道结构底最大埋深19．723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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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土厚度13．723 m)，最小埋深13．86 m(覆土厚

度7．86 m)，属中浅埋隧道。于区间里程DK7+600

处设置一同废水泵房合建的联络通道。

盾构隧道采用一台踟270 mm的土压平衡盾构

机(TM625PMX一3)掘进。隧道衬砌采用单层钢筋

混凝土装配式衬砌错缝拼装，整环衬砌由6块钢筋

混凝土管片组成，即3块标准环(A型管片)、2块邻

接环(B型管片)和l块封顶块(K型管片)组成。

衬砌管片外径6000 mm，内径5400 mm，厚度300

mm，纵向长度1200 mm。区间隧道及其联络线隧道

的防水等级为二级。

2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

2．1 工程地质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及现场踏勘调研，重工

街站一启工街站区间隧道所在场地范围内主要为道

路及绿化带，地势平坦开阔，地面标高介于40．15—

40．80 m之间，最大高差0．65 m。所处地貌单元为

浑河冲洪积扇，微地貌为浑河高漫滩及占河道。

由于该区间为单洞单线，有4个端头井洞口土

体需要加固。其中，2个为始发洞口，另2个为到达

洞口。各个端头井洞口位置处场地地表为人工填土

及市政路面，勘察深度内各主要地层具体特性如下：

①杂填土，杂色，松散，由粘性土、砂、碎石、砖

块、建筑垃圾等组成，层厚约0．80 m；

③．粉质粘土，黄褐、黑褐色，可翅，摇振反应

无，刀切面较光滑，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可见铁锰

结核及铁质浸染，层厚约3．2 m；

③。中粗砂，黄、黄褐色，中密状态为主，稍湿～

饱和，分选较差，磨圆一般，含砾及少量卵石，可见最

大粒径约为50 mm，层厚约为4．85 m；

④，粉质粘土，黄褐、灰黑色，可塑，刀切面较光

滑，无摇震反应，韧性中等，干强度中等，该层分布较

普遍，层厚约为2．35 m；

④，粉细砂，黄褐色，中密为主，饱和，分选较

好，该层分布较普遍，层厚约为0．8 m；

④，砾砂，黄、黄褐、灰褐色，密实，饱和，分选

差，磨圆中等，混少量粘性土，含卵石，可见最大粒径

75 mm，局部混少量粘性土，层厚约为7 m；

⑤：粉土，棕黄、灰色，中密，饱和，见云母，摇震

反应低，层厚1．20 m。

根据设计及隧道洞口位置情况，需要加固地层

主要为③。、④。、④，、④，。

2．2水文地质

拟建场地区段地下水由上至下分为松散岩类孑L

隙潜水(稳定水位埋深一般为7．50～9．40 m)，更新

统松散岩类孔隙潜水、承压水(稳定水位埋深l 1．46

m)。地下水迳流条件良好。主要受人工开采、地下

水渗透等因素控制。主要含水层渗透性强，迳流通

畅，其渗透系数在50—180 m／d。

由于本加固工程属于临时措施，无需考虑地下

水的腐蚀性。

3端头井洞口土体加固设计

盾构始发洞口土体加固平面范围为8 m×12

m，盾构到达洞口土体加固平面范围为6 m×12 m，

如图l所示。始发或到达加固长度以隧道中心线标

高为准，向上6 m，向下6 m，共12 m。钻孔深度为

18一19 m，从地表到地下6—7 m为无效钻孔，如图

2所示。设计采用二重管旋喷桩加固，旋喷桩成桩

桩径800 mm，间距600 mm，搭接200 mm。按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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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加固后的土体应具有良好的均匀性、自立性、

密封性，无侧限抗压强度为1．O MPa，渗透系数<l

×10一cln／s。

4高压旋喷桩施工

该加固工程采用二重管高压旋喷注浆法。二重

管高喷法使用的是双通道的注浆管，当双通道注浆

管钻进土层设计标高后，通过在管底部侧面的一个

或二个同轴双重喷嘴，从内喷嘴喷射出不小于20

MPa压力的高压浆液，同时从外边环状气喷嘴射出

0．7 MPa左右的压缩空气。在高压浆液流和其外圈

的环绕空气流的共同作用下，土体被冲切破坏，并随

着喷管的旋转和提升，浆液与土粒搅拌混合，经过一

系列物理化学作用形成近似圆柱状的固结体。

4．1 施工参数

高压喷射灌浆是一项地下隐蔽工程施工技术，

不同地质条件，不同工艺参数，形成不同的灌浆凝结

体，其形状、大小、结构、搭接及物理力学性质均不

同。设计施工时为确保工程质量，应在工程范围内

选择代表性地段进行试喷，以确认或调整设计孔间

距离、工艺参数。本工程根据沈阳地区类似地层旋

喷桩施工经验资料并结合现场实际施工情况，确定

的施工参数如下。

喷浆导孔孔径110 mm，孔位偏差≯50 mm，倾

斜率≯l％。现场配备2套旋喷设备进行施工。

主要施工材料为32．5级普通硅酸盐水泥，水灰

比采用l(后期根据现场试验资料，调整至1．5)，密

度为1．49 g／cm5。

浆压25—30 MPa，流量70—100 I／min，气压

0．7 MPa。气流量0．8～1．2 L／min。旋喷提升速度控

制在0．12 In／min。

4．2施工方法、步骤

4．2．1施工放样及布孑L

根据施工场地内的基准点，首先确定洞口位置

处隧道中心线，然后在垂直于隧道中心线方向，根据

旋喷桩桩位布置图确定每个旋喷桩的孑L位，并用木

桩做好标记，编上孔号、序号。

4．2．2钻孔

采用硬质合金钻头回转钻进，分两序钻孔。钻

机就位后垫平稳牢固，采用水平尺测量机体水平、立

轴垂直度，钻孔孔位与设计孔位偏差≯50 mm，倾斜

率≯l％。钻孔深度要求不小于设计底高程。在钻

孔过程中每钻进3—5 m应用水平尺测量一次，发现

孔斜率超过规定应随时纠正。为防止坍塌采用泥浆

护壁。终孔待喷时间较长时，应在孔口加盖进行保

护，以防杂物落入孔内。

4．2．3 配制浆液

确定相应水灰比的加水高度及加灰量，并在搅

拌机上做好标记。配置过程中严格按照已标明的加

水高度及加灰量进行控制，充分拌和不小于3 min

后，用密度计对配制好的浆液密度进行测量以控制

浆液配比，做到每罐一测，并由专人记录所加水、灰

和浆液密度等数据，符合要求后方可进行送浆。

注意事项：在灰浆搅拌机、储料箱之间和注浆泵

的吸水管进口各设一道过滤网，以过滤浆液，并需及

时清理残渣。滤网规格应小于浆液喷嘴直径，一般

为2 mm左右"o；制备好的浆液不得离析，气温在10

℃以上时浆液存放时间≯3 h，气温在10℃以下≯5

h，否则均应按废浆处理。

4．2．4下管喷浆

高喷灌浆应分两序进行，相邻孔高喷灌浆间隔

时间《24 h。下喷射管前，应进行地面试喷并调准

喷射方向及角度，试喷正常后用胶带把喷嘴封上或

低压送气、浆，以避免在人孑L过程中发生喷嘴堵塞现

象。

4．2．5喷浆提升

当喷管下人设计深度后，先原地静喷，待注入的

水泥浆液冒出孔口后，方可按照预定的提升、旋转速

度自下而上喷射，直到设计标高，停送气、浆，提出喷

射管。喷射注浆开始后，应做好施工记录。

4．2．6清洗

喷射完毕，应及时将各管路冲洗干净，不得留有

残渣，以防堵塞。一般是把浆液换成清水进行连续

冲洗，直到管路中出现清水为止。

4．2．7终喷网灌

按照设计，从地表至隧道轮廓顶部向上3 m位

置之间的一段钻孔不需要进行旋喷，因此，每孔喷射

结束后，利用下一高喷孑L的冒浆对该段钻孔进行回

灌，直至孔口液面不再下降为止。

4．2．8 回浆处理 ．

对冒出的浆液，一小部分用于回灌，其余部分除

少部分掩埋在场地内的废浆槽或回灌沟外，大部分

用注浆泵抽取到汽车罐车中，拉出场地外集中排泄，

做好场地整洁和环境保护工作。

4．3加固效果检测

端头井洞口土体加固完毕一个月后，对加固土

体进行抽心检测。抽心试样强度都在2 MPa以上。

凿除端头井河口挡土结构后，没有出现涌水，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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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固土体靠近端头井一侧发生一些小范围的掉土现

象。这是因为在地表靠近挡土墙一侧，预先埋入

D600 mm的降水井集水钢管，地面的旋喷桩桩位只

得向端头井外侧移动位置，使得需要加固的土体范

围增大；同时旋喷桩施工期间，正在进行端头井底板

钢筋绑扎施工，如果加大浆液喷射压力，不仅端头井

挡土墙侧壁漏水漏浆严重，污染钢筋，影响端头井底

板施工质量，而且可能会引起桩间土(端头井基坑

采用排桩加钢管内支撑支护)掉块，引发安全事故。

这样，喷浆压力也不能太大，两因素共同作用，就使

得旋喷桩和已经建造的挡土墙之间的接缝位置土体

加固质量不好，以致出现此种现象。

5经验与建议

盾构法隧道端头井洞口土体加固是盾构法隧道

施工的首要环节，需要根据洞口端头井(竖井)处土

体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以及周围环境需要，综

合考虑现场施工条件、安全、工期与造价等因素，合

理地选择加固方法，并严格按照设计和相关规范标

准要求进行施工，保证加固质量，确保盾构在整个始

发和到达阶段的施工安全。

(1)从实践过程来看，在诸如沈阳这种砂砾地

层中，采用二重管旋喷桩加固端头井洞口土体是可

行的。但需要加强旋喷桩施工过程的质量控制，保

证桩体之间的有效搭接，提高加固土体的均匀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土体加固过程中，有可能掉入钻

头、钻杆等金属构件，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则必须将

其打捞出来，避免盾构机刀盘的非正常磨损H J。

(2)在拆除端头井洞口处挡土结构前，应预先

钻孔，弄清旋喷桩加固后洞口处的土体渗水情况，这

在砂砾地层施工中尤为重要。如果在拆除挡土墙

后，才发现有大量的渗水现场，此时不仅安全隐患很

大，再者想要止住漏水也极为困难，需要更多的时

间、劳力和造价。

(3)盾构法隧道端头井洞口土体加固中，已有

的挡土墙结构外侧与加固区的接缝位置通常是加固

薄弱区bj，除却该位置浆液和已有挡土结构往往粘

结不良的原因外，端头井洞口位置各工种的先后施

工顺序也对加固质量以及施工便利性、工程造价等

有重要的影响。一般而言，端头井洞口位置有端头

井基坑围护、降水井、洞口土体加固、盾构吊装渣土

坑、龙门吊行走轨道等分部分项工程，笔者认为按照

先端头井基坑围护或洞口土体加固工程施工，再进

行降水井的施工，最后再开挖施作渣土坑或龙门吊

走行轨道，可以避免高压注浆加固时可能损坏加固

区内或附近的降水井，也不影响端头井基坑土方开

挖以及后续为提供盾构机始发或到达而进行的部分

主体结构的施工。因此，在采取一些补强措施来保

证加固土体质量的同时，也应注意加固区各工种的

施工顺序。

(4)盾构机从端头井洞口加固区始发或到达施

工时，应对泥土压力、推力和推进速度进行合理调

整№J。泥土压力既不能过大，以免损坏已有的挡土

结构(到达施工时)；同时，也不能过小。如果加固

效果不好，特别是当旋喷桩体之间存在“接缝”——

搭接不良或没有搭接时，所施工的旋喷桩在垂直方

向上不仅没有起到加固的作用，反而加大了土体的

自重，盾构机刀盘上方的土体应力释放后不断掉落，

最终导致洞口地面土体塌陷，发生“冒顶”事故。

(5)目前，大部分盾构法隧道的设计对端头井

洞口土体加同的指标要求是加固后土体强度≥1．0

MPa，渗透系数≤1．O×10一c∥s。对于旋喷桩而
言，在砂性土中加固强度容易保证，而且富余量比较

大，但渗透系数指标难以实现，同时是否需要如此低

的渗透系数指标也是值得商榷的问题，文献[7]对

这一问题也做了一些阐述。因此，如果用掺入膨润

土、粘土或粉煤灰的复合水泥浆液代替纯水泥浆液

来对盾构法隧道端头井洞口土体进行加固，不仅能

够满足设计要求(实践证明，加入适量的掺合料后

旋喷桩结石体强度不会降低，渗透系数还能提

高¨1)，而且降低了工程造价。这是一个在以后的

工作中值得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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