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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青岭隧道浅埋偏压进口段施工风险分析

及综合防治措施

王海明

(中铁十六局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北京101500)

摘要：结合吉青岭隧道的工程实际，分析了浅埋偏压不良地质条件下隧道进口段的施工风险，提出了采取初期支

护加强，短循环开挖，初期支护封闭等综合地质病害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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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nalysis on Entrance with Shallow-buried and Unbalanced Pressure of Jiqingling Tunnel and the Measures／

WANG Hai·ming(China Railway 16th Bureau Road and Bridge Engineering Co．，Ltd．，Beijing 101500，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engineering case in Jiqingling tunnel，risk analysis Was mad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unnel entrance

in poor geol晒cal condition with shallow—buffed and unbalanced pressure．Integrated prevention measures for geological dis-

eases were put forward with early support strengthening，short cycling excavating and early support 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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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隧道洞口位置的地质情况均较差，

多表现在覆盖层薄、土质松散、围岩体结构承载能力

差，如果处理不当极易发生隧道塌方。如果还有偏

压等其他不良地质存在，隧道进洞段出现塌方的可

能性会更高。吉青岭隧道是汪延一级公路的重点性

工程项目，隧道左幅进口地段属于偏压浅埋的V级

破碎性围岩，就属于这类情况。

1 工程概况

吉青岭隧道位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境内

的仲坪村南约6 km处，轴线位于吉青岭条状山脊

上。人口处地形坡度15。～200，入口轴线与地形等

高线斜交，交角40。一60。，洞身段轴线地形坡度50

～10。o

。吉青岭隧道左、右幅分线布置，每幅长度均在

1700 m左右。隧道左幅进口段地质较差，结构层由

上至下依次是表土层(上覆植被)、风化砂土层、碎

石土层；洞身在风化砂土层与碎石土层中间穿过，砂

土层中夹有风化岩块，整个开挖断面节理发育非常

严重，有些风化岩块一摔即碎，这一地段全风化层厚

度达27 m。洞身由于穿过位置不在山体中间，故一

侧形成偏压，又由于洞身轴线与山体走向线相偏过

大，所以偏压较为严重。山体风化砂层和基岩裂隙

有潜水流水存在。

2洞口段设计支护形式

2．1超前支护设计

采用洞口超前长管棚和超前小导管复合支护设

计。洞口长管棚采用0108 mm×6 mm的无缝钢

管，在隧道开挖轮廓线外环向布置，环向间距45

cm，35根，拱顶加固范围132。37’16”，纵向外插角

10；超前小导管采用042 mm×3．5 mm的钢花管，环

向间距41．3 cm，33根，拱顶加固范围120000’00”，

纵向外插角100。管长4．1 in，循环长度3 m，前后循

环小导管重叠量103．8 cm。

超前管棚和超前小导管注浆渗透加固开挖面外

围岩体，限制围岩松驰和变形，提高岩体的承载能

力。

2．2初期支护设计

环向打设中空注浆锚杆，铺挂仍8 mm钢筋，架

设间距50 cm的118工字钢架，工字钢架间交错布

置间距1 m的睨2 mm连接钢筋，喷射C25混凝土

的锚喷支护设计。

3施工方法和流程

隧道左幅进口采用短台阶法开挖进洞，上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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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时，在洞口10 m范围内中间预留核心土，开挖

进尺控制在50 cm。施工中各部工序前后紧跟，上、

下台阶、仰拱、二次衬砌间留有必要的施工距离的情

况下，尽可能缩短相互之间距离，做到及早封闭。

施工工序：上台阶开挖支护_下台阶开挖支护

-+仰拱开挖支护_防排水-+二次衬砌。

4风险分析

4．1浅埋洞口段隧道围岩自承能力分析

在Ⅳ级及比其更弱的围岩中，隧道开挖在掌子

面前方l一4倍洞径内的岩体已经变形，沿切向、径

向都受压缩。隧道已开挖段的围岩是在已经被压缩

的岩体状况下进一步变形。隧道一开挖，周边岩体

向洞内移动，发生张性变形，这样就在隧道周边岩体

中形成由外向内的一个自承结构，最外层为松弛带，

中间经过一个过渡带到压密区，然后是未受扰动的

原岩。松弛带、过渡带、压密区和广义的加强支护，

形成一个围岩自承载体系，见图1。

泥 坂岩应力区

圈1 隧道周边围岩自承载体系

如果及时做支护，及时保护了松弛带，随着对岩

体径向和切向变形的约束，松弛带就可能情况改善，

张性变形减少，松弛带缩小，过渡带成为压密区的一

部分，压密区扩大并均匀化，最后达到稳定。

对于浅埋情况下，隧道自承体系不完整。拱部

以上土体靠原生结构，靠土、砂的粘滞性和摩擦维持

短暂的平衡。所以施工过程中，要通过对围岩补强，

以控制松弛带的发展，减少围岩变形为原则进行隧

道设计和组织施工。

4．2 左幅进口浅埋偏压段设计安全风险分析

洞身开挖中将面临着开挖跨度大、侧压力、围岩

土质松散等几种不利因素，成洞非常困难，设计的超

前支护能力不足。

(1)浅埋大跨，围岩稳定性差。本隧道是圆拱

形设计，正常断面开挖宽度达到1262 cm；加宽断面

开挖宽度达到1486 em。开挖跨度大，应力调整的

范围相应加大，主要表现在围岩自承体系中松弛带

范围变宽、变厚，洞口段覆盖层薄，自承结构层不完

整，形成不了结构承载力。

同时圆拱形设计承载效果最好，不会出现局部

应力集中，避免隧道支护结构产生裂缝，影响防水效

果，能有效提高隧道使用年限，但缺陷是起拱线下由

于开挖轮廓内收，在没有施工仰拱和二衬混凝土前，

围岩受压变形的可能性增大。

(2)超前支护能力不足。超前长管棚和超前小

导管加固的机理是采用一定的压力灌注水泥浆液，

通过岩体中的裂隙扩散到周边围岩，在开挖轮廓线

的外围形成拱形的一个加固层，承托固岩径向和切

向的压力。浆液的扩散效果与岩石类别、岩石裂隙

率、裂隙宽度、岩石间的填充物和填充情况有关，洞

口浅埋段全风化土质，节理发育，但节理间粘土充

填，缝隙非常小，注浆扩散效果差。

4．3 左幅进口浅埋偏压段施工安全风险分析

4．3．1 上台阶开挖支护施工安全风险分析

(1)在开挖后与初期支护完成前，由于周边土

体本身松散，不能提供承载力，而管棚超前支护又不

足的情况下，在周边围岩侧向压力的情况下，覆盖层

薄的一侧洞身出现坍塌，形成“神仙洞”；

(2)初期支护施工完后，在侧向压力持续作用

的情况下，初期支护层向一侧推移，隧道出现变形和

移位。

4．3．2下台阶开挖支护施工安全风险分析

下台阶开挖后，围岩体本身横向支撑约束解除，

洞内净空放大，隧道周边岩体进行应力重分布，产生

新的松弛带，拱圈外部围岩松散，压力有新的增长。

下台阶开挖范围在起拱线以下(曲边墙范围)，

开挖支护轮廓内收。一方面，围岩对曲边墙的径向

压力将产生较大的水平分力，产生拱圈收敛变形；另

一方面，曲边墙支撑上部岩体和初期支护的重力所

形成的反力会致使曲边墙底端部产生向上位移。曲

边墙本身属柔性衬砌层，抗变形能力较差，而在V级

围岩地段由于岩体本身结构承载力低，所以对曲边

墙的压力较Ⅲ、Ⅳ级围岩要大，在这种情况下，支护

变形产生可能性增大。

5综合防治措施

5．1加强初强支护

加强初强支护，提高初期支护对偏压的抵抗能

力。具体方案是：工字钢由118改为122a，同时加设

岩泥

，

原岩应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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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a临时仰拱横向支撑，横向支撑每米设置l道，长

度为30 m。118与122a性能参数比较见表l。

表l 118与122a几何参数比较表

型钢型号竿等等等黑黑=
118 1660 122 185 26．0 180 94 6．5

122a 2370 158 237 31．5 220 llO 7．5

增强程度／％43 30 28 21 22 17 15

围岩对初期支护的作用力转化为钢架的轴力、

剪力、弯矩3个方面，最终体现在钢架受力后的变形

量上。我们从材料力学可知，表1中几何参数的改

变，使得122a较118钢架本身承受轴力、剪力、弯矩

的能力有很大的提高，从而提高了钢架的抗变形能

力。同时加设临时仰拱后，初期支护的受力结构又

得到改善和加强，避免了荷载的集中作用，使单位面

积上的钢架受力和受弯减弱。

5．2增设锁脚锚杆

在曲边墙的底部以上40 cm位置设置锁脚锚

杆，克服周边围岩对曲边墙初期支护径向压力的水

平分力，降低上部岩体和初期支护对曲边墙的压力。

5．3严格控制围岩暴露时间

缩短围岩暴露时间，控制围岩松弛的范围和深

度。

(1)短进尺，缩短开挖后围岩暴露时间。按经

验估计，开挖支护1榀较开挖支护2榀，会使循环作

业时间减少30％，使围岩松弛量减少40％。

(2)机械化作业缩短围岩暴露时间。机械作业

较人工作业会成数倍缩短围岩暴露时间。

5．4保护和加固围岩

保护和加固围岩，限制围岩松弛，提高围岩的自

承力。

(1)机械开挖减少围岩的扰动。对局部机械难

以开挖的地方，采取控制爆破，降低爆破对围岩的扰

动，爆破前，能机械开挖的全部要机械开挖，这样局

部爆破时，限制爆破震动力通过围岩扩散，缩小影响

范围。

(2)预留核心土。核心土会起到平衡和稳定围

岩变化的作用。当核心土解除后，马上施作临时横

向钢支撑。李祖伟等口。对重庆万开高速公路铁峰

山隧道工程的各工况的研究表明：开挖后隧道底部

会形成较大的反向弯矩，产生竖向净空收敛，本条措

施“留核心土或加临时仰拱”是克服负弯矩的作用。

(3)及时进行初期支护。开挖后立即封闭掌子

面和周边围岩，构筑第一层柔性支护层，限制松弛带

的发展，使围岩自承能力尽快形成。也就是利用初

喷土的抗拉强度和抗压强度来约束和限制围岩变

形，使底部围岩在上部围岩的作用下压密，提高其本

身的结构承能力。

6效果评价

6．1评价方案

以监控量测数据作为评价综合防治效果的依

据。

本隧道开挖前在洞顶埋设地表沉降观测点，进

洞支护后立即埋设了净空变化观测点，为了彼此进

行印证，地表沉降点观测断面与洞内净空变化(拱

顶下沉和水平收敛)观测断面设在同一断面上，洞

口断面间距为4 m，见图2。

圈2 地爱沉降与洞内净空变化监测点布置

监控量测工作分上台阶施工期、下台阶施工期、

仰拱施工期3个阶段，降雨时段增加跟踪监测。每

个阶段量测从开始量测至变形稳定止。量测初期，

每天量测2次，分别是上午9：00，下午5：00，后期趋

于稳定后每天量测1次，持续监测1—2星期。

每次量测完后立即将量测数据输入电脑，对数

据指数回归分析，生成位移时态曲线，掌握岩体和支

护变形的动态变化规律。按变形等级管理确定的三

阶段原则指导施工，即实测变形在容许变形量(10

em)1／3范围内时，处于正常阶段；在1／3～2／3范围

内时，需加强量测，密切关注，采取适宜的加强措施；

超过2／3，暂停施工，分析原因，采取特殊的处理措

施。

6．2观测和分析结果

各阶段地表沉降观测点最大下沉量在l～1．5

cm，累计最大变形量在2 em以内，地表沉降槽曲线

未出现大的变化，各阶段变形均在1～2星期内趋于

稳定。 (下转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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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性和工程环境的协调性，而且要按照系统方法

对设计特征值的选取、稳定性系数的确定、安全等级

的划分、计算方法的遴选、设计方案的比较进行优

化。

同时，在设计过程中要贯穿动态的设计思想，根

据施工信息反馈的资料，对设计参数及设计方案进

行验证，如确认原设计条件有较大变化，及时补充、

修改原设计。

所谓施工过程中的信息反馈主要指2个方面：

一是指坡面开挖过程中对暴露出来的地质构造、地

下水分布的变化及未知地下建筑物的信息反馈；二

是指施工过程中对边坡位移及应力监测的信息反

馈。岩土的层面结构多变，影响因素多，物理力学性

能各向异性大。其结构计算原理及各种参数取值有

较大的不确定性，不可能一次计算到位。施工阶段

的不稳定性因素多，边坡位移及应力监测能为施工

提供直接的原始依据。

边坡的施工质量是确保边坡稳定的非常重要的

环节。从原材料的购进、成孔设备的选取、成孔方法

的确定、锚杆(索)的制作、注浆的质量、喷护的质量

等等要严格把关，强调施工过程的质量。同时要采

用信息法施工，就是将设计、施工、监测及信息反馈

融为一体的现代施工方法。信息施工方法是动态设

计的延伸，也是动态设计的要求。尤其对于地质情

况复杂、稳定性差的边坡工程，施工期间的稳定安全

控制更为重要。在施工过程中，应贯穿于全过程，使

监控网、信息反馈系统与动态设计和施工活动有机

结合在一起，不断的将现场水文地质变化情况及时

反馈到设计和施工部门，以便调整设计和施工参数，

指导设计与施工。

对于大型边坡工程，边坡稳定性安全监测是监

视边坡稳定性状况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非常重要

和必要的。通过安全监测，获取边坡变形的信息并

对获取信息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处理，掌握第一手的

资料，以便及时地确定相应的处理方案，同时，为今

后边坡的治理积累资料。所以，在监测方案设计方

面，要把传统的监测手段和现代监测技术结合起来，

把常规监测和重点监测、特殊监测结合起来；处理数

据时，要把经验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

5结语

岩土边坡是一种复杂的地质体，岩土的物理力

学性质、破坏模式，这些因素都存在着不确定性，如

何从工程施工的各个环节预防边坡锚固事故的发

生，如何把这些复杂的、不确定性的因素合理的考

虑、把影响边坡工程安全的不利因素控制在一个可

承受的范围内，从源头上预防事故的发生，需要有一

个整体系统的认识方法，这对于减少工程事故、避免

不必要的工程损失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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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阶段洞内拱顶下沉和水平收敛最大变形量在

0．5～2 cm，累计最大变形量在3 cm以内。时态位

移曲线未出现反弯点，变形在l～3星期内趋于稳

定，即水平收敛速度≯0．1～0。2 mm／d；拱顶下沉位

移速度≯0．1 mm／d。量测数据表明：进洞开挖方法

和支护措施有效，施工控制效果明显。

7结语

浅埋偏压隧道的综合防治首先从分析工程地质

特点人手，了解围岩结构力学变化规律和自承能力

的特点，采取适宜的超前加固措施，提高岩体本身的

结构承载力和控制其变形；对初期支护进行加强，受

力结构进行完善，使其适应围岩后期变化对支护层

产生的压力，限制其变形，确保最终沉降量在可控的

范围内。任何支护和加强措施都有一个时效性，针

对浅埋偏压不良地质，施工中选择合适的施工工法，

作到“短进尺、强支护，早封闭“，同时辅以监控量

测，对施工方案和加强措施进行验证，确保顺利进

洞，安全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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