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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定向钻穿越工程的项目风险评价
沈华，马保松，吴浪辉，肖 威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T-程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大型基础工程建设投入力度的加大，大型的水平定向钻穿越工程项目也

越来越多，然而针对这类工程的风险评价却还不多。某大型天然气输气管道工程项目，投资多，风险大，事先进行

风险评估十分必要。首先根据项目专家进行项目评估建立指标体系，然后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各自

的优点，针对该指标体系及专家所提供的评判数据，建立判断矩阵和隶属度矩阵并运用Matlab编程计算得权向量

和隶属度向量，计算得出项目的风险值，得出相应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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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Evaluation for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Crossing Project／SHEN Hua，MA Bao—song，WU￡口，皤一hui，XIAO

Wei(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Wuhan Hubei 430074，China)

Abstract：It WaS only about two decades that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crossing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s a type of

trenchless technology，which WaS rapidly developed
in this period．As urbanization WaS accelerated in China，and along

with the intensity of large—scale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creaSed，more and more large—scale projects of

pipeline crossing were carried，but risk assessments on these projects are still few．The paper introduced a large-scale gas

pipeline project with large amount investment and serious risk；the risk assessment prior to project construction is necessa-

ry．Firstly index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project evaluation by the experts，then the synthesis of advantages of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method and AHP(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WaS adopted and according to the evalna-

tion data，the iudgment matrices and membership matrices of this index system were built；and the weight vectors and mem—

bership vectors were calculated by Mat．1ab programming，risk value of the project WaS obtained and the corresponding con—

elusions WaS drawn．

Key words：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AHP(analytical hierarchy process)；risk aSsessment；trenchless technology；

horizontal directional drilling crossing project

O 引言

非开挖是一门新兴的铺管技术，指利用岩土导

向、定向钻进等手段，在地表不挖槽的情况下，铺设、

更换或修复各种地下管线的施工新技术¨1。随着

我国西气东输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地下

管线建设的要求越来越来高，传统的开挖方法正遭

到淘汰，而非开挖技术越来越得到广泛的应用。而

水平定向钻穿越作为新兴的非开挖工程中的一种重

要的技术，在一些无法实施开挖作业的地区铺设管

线方面，如穿越公路、铁路、建筑物、河流、古迹保护

区、闹市区、农作物及植被保护区等，取得了显著的

社会经济效益旧J。然而现今大型的水平定向钻穿

越工程投资动辄数千万，且施工多在地下进行，这就

使得工程项目不可避免存在很多风险，若操作不当，

可能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此，对工程事先进行

风险评价，为工程项目的实施提供一个可供指导的

信息就显得十分必要旧J。目前风险评价已经在工

程建设的各个领域都有应用，建设项目的风险评价

也越来越受到重视【4J，但是针对地下管道水平定向

钻穿越工程的项目还不多，目前只有杨伟、苏欣等人

做过基于模糊层次分析法的水平定向钻穿越优选方

案的研究口’61。因此，本文结合某工程实例针对水

平定向钻管道穿越工程进行了风险评价，以期对工

程实际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1 评价方法的选择

风险评价就是要对风险进行定量分析判断，确

定出风险的大小，为进一步的风险控制提供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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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操作的信息。目前，项目风险评价的方法很多，

如层次分析法、主观评分法、决策树法、网络分析法、

模糊评价法o71，而在工程项目中应用较多的是模糊

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方法

(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是～种运用模糊

变换推理分析和评价模糊系统的方法，它以模糊推

理为主，定性和定量结合，精确与非精确统一进行项

目的综合评判L8j。由于这种方法在处理各种难以

精确描述的复杂系统问题方面表现出独特优越性，

因此得到广泛的应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al Hier-

archy Process)是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

(T．L．Satty)于20世纪70年代初所提出的一种层

次权重决策分析方法，现今也已十分成熟，应用十分

广泛‘9’10】。

本文利用两种方法各自的优点，将层次分析法

的权重决策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模糊评判理论相结

合，对某水平定向钻穿越工程进行了项目的风险评

估。

2项目评价的理论原理及其过程

2．1 建立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项目风险评估的基

础。大型工程项目的风险有人为管理的缺陷，也有

材料、设备本身的缺陷，参照Delphi法¨1|，该穿越工

程项目部组织相关领域20余名专家进行调查和反

馈，得出该工程项目所存在的风险，本文根据此建立

了一个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该工程

的风险指标体系分为3层：

第一层是系统的总的风险度，它直接反映系统

所处的总的风险等级，为项目的工程实际提供参考；

第二层是制约和影响系统总风险度的4个主要

的一级指标，它们分别是环境风险、材料与设备风

险、施工风险、设计风险和承包商风险。

第三层是影响风险的18个子因素集，也叫做二

级指标，环境风险里面的场地的危险性，场地生活垃

圾、泥浆、动力用油等对环境的危害，暴雨、洪水等对

施工进度的影响，场地的障碍物和稳定性等；设备、

材料风险里面主要包括了钻机设备、数据采集系统、

防护系统如防止卡钻设备、各种应急系统以及运输

状况等；施工风险里面又包括了管道回拉时表面防

腐层的保护、光缆和套管的保护、施工操作及安全等

这些会在施工阶段造成影响和必须注意的问题；然

后就是设计风险，设计的合理性，直接关系项目的成

功实施，而设计图纸交付的及时性则会影响工程实

表l该穿越工程风险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场地的危险性(C1)

辫(Bl冀器冀羹裂鬣∥
场地稳定性、障碍物(Ca)

穿 穿越设备(水平定向钻机、泥浆、钻杆、扩孔器)(c5)

奏群要荔然‰
1—51 消防安保系统(C9)

风 穿越段防腐层的保护(C-t)

险施工风险回拉扩孔时的操作控制(Cm)
(A) (岛) 光缆和套管的保护(G。，)

施工者风险(C14)

设计风险设计的合理性(c-5)

(风) 图纸交付的及时性(C。。)

承包商 项目部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CI，)

风险(口5)承包商的施工能力(C18)

施的进度。

2．2指标权重的计算

2．2．1构造判断矩阵

工程项目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建立起来之后，

参照层次分析法，请相关专家对指标层各元素进行

两两比较评分，再写成矩阵形式。项目风险评分值

采用T．L．Satty一1所提出的评价尺度，其表示的含义

如表2所示。当认为风险介于两个相对程度中间

时，对应的分值可取中间值，例如甲与乙相比的程度

介于极重要和很重要之间，则分值取8。

表2项目风险评分

寻艺墨鑫重要墨相等誓妻妻墨妻警茎

茗谍备 9 7 5 3 1 1／3 1／5 1／7 1／9

2．2．2一致性检验及权向量的确定

判断矩阵得出来之后，还要进行一致性检验，以

避免出现A比B重要，曰比C重要，而c却比A重

要的逻辑错误。

矩阵一致性的检验采用Satty提出的一致性系

数c，和随机一致性指标R，以及随机一致性比率

CR的方法来进行。

CI=(A一一n)／(rt一1)
式中：A。——所得矩阵的最大特征值；凡——矩阵

的维数。

CR=CI／Rl

彤是随机一致性指标，一般认为CR≤O．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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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判断矩阵的不一致程度在容许的范围内时，

可用其特征向量作为权向量，否则就要重新进行成

对比较，对矩阵进行调整。本文利用Matlab平台强

大的矩阵运算功能，以及可以与Excel互动的优点，

把一致性检验、权向量计算统一用一个程序来实

现‘1 21。

2．3模糊集的建立

指标权重计算出来后，我们再根据模糊综合评

判理论建立评语集，以及各因素的隶属度向量，进行

最后的评价。

该工程项目风险一级指标为B，B={日。，曰：，

毋，B。，玩}，相应的权重为形，其各自所属的二级指

标Ci(i=1，2，⋯，n)的权重为职，耽，职，职，职。

同时设模糊评语集为V={无风险，低风险，中

等风险，高风险，极高风险}，以向量C={10，30，50，

70，90 r表示其对应的分值。

2．4模糊综合评判及相对隶属度向量的确定

对项目风险指标进行模糊综合评判，通过组织

专家讨论各个因素对评语集的隶属度，得到各风险

隶属度向量。例如通过专家讨论得出环境风险中现

场操作环境的危险性(c，)对于评价结果是：有13％

的人认为无风险，35％的人认为低风险，39％的人认

为中等风险，8．7％的人认为高风险，4．3％的人认为

极高风险，则得出的评判结果为(0．13，0．35，0．39，

0．087，0．043)。同样对其它3个因素进行评价得到

环境风险所对应的隶属度向量R，，再对曰层其它4

个因素进行评价依次得到隶属度向量R：，尺，，R。，

恐。对足(i=1，2，⋯，5)进行归一化处理，再运用

矩阵的模糊乘法，得到B层所有因素对评语集的总

的隶属度向量：B=形oR。(i=1，2，3，4，5)，其中0为

取大取小算子¨1。

2．5评估结果

由S=B·C就可以得到工程项目的风险总值，

从而确定该项目的风险水平。

3穿越工程风险计算

3．1 判断矩阵的建立及其一致性检验

环境风险(曰。)判断矩阵，材料、设备风险(日：)

判断矩阵，施工风险(曰，)判断矩阵，设计风险(B。)

判断矩阵，承包商风险(口，)判断矩阵，日层所有因

素相对于A层的判断矩阵分别见表4～9。

表4环境风险(B．)判断矩阵

c5

c6

D

c8

c9

Clo

l 2 2

0．5 l l

O．5 l l

0．3333 0．3333 0．5

0．3333 0．5 0．5

4 0．32831572

4 0．21863995

3 0．19118879

2 O．09965283

l 0．09453005 c，=0．019

0．25 O．25 0．3333 0．5 1 1 O．06767266 CR=0．015

衰9 B层所有因素相对于A层的判断矩阵

3．2权重的计算

通过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以及一致性检验

的Maflab计算程序，对表1所建立的风险指标体系

得出的判断矩阵得到各层次因素的权重分别为：

Wl=0．227045102，0．42358874，0．227045102，
0．122321056

职=0．32831572，0．218639947，0．191 188795，

0．099652833 j0．094530047．0．067672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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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0．356440567，0．193576301，0．325728532，

0．124254601

矾=0．666666667，0．333333333

3．3各个风险因素的隶属度归一化矩阵

Rl=

R2=

0．130434783

0．086956522

0．1 30434783

0．173913043

0．043478261

0

0．043478261

0．043478261

0．043478261

0

r 0．086956522

髓2【o．04347826l
r0

见2【o．043478261

0．347826087

0．173913043

0．47826087

0．52173913

0．173913043

0．217391304

0．217391304

0．347826087

0．434782609

0．217391304

O．173913043

0．260869565

0．17391 3043

0．17391 3043

0．130434783

0．260869565

0．304347826

0．217391304

职=0．666666667，0．333333333

形=0．294624076，0．156905861，0．31381 1723，

0．137718215，0．096940126

0．391304348

0．217391304

0．217391304

0．173913043

O．304347826

0．47826087

0．347826087

0．391304348

0．347826087

O．391304348

0．347826087

0．391304348

0．217391304

0．434782609

0．434782609

O．304347826

0．347826087

0．304347826

0．086956522

O．434782609

0．1 30434783

0．1 30434783

0．391304348

0．217391304

0．347826087

O．1 30434783

0．086956522

0．260869565

0．304347826

0．260869565

0．39 1304348

0．217391304

0．217391304

0．260869565

0．260869565

0．347826087

O．043478261

0．086956522

0．043478261

O

0．086956522

0．086956522

0．043478261

0．086956522

0．086956522

0．130434783

0．130434783

0．086956522

0．217391304

0．130434783

0．130434783 1

0．130434783 J

0．0869565221

0．086956522J

3．4合成隶属度向量 量和对应的隶属度矩阵相乘得到合成隶属度矩阵JR

在Matlab平台上，通过调用相应的模糊乘法的 并归一化：

取大取小函数，运用矩阵的模糊乘法将各个权重向

B，=肜，oR，=(0．119110881 0．207333824 0．207333824 0．386814216 0．079407254)

B，=职oR，=(0．044343417 0．221717087 0．310403921 0．334848743 0．088686835)

B1=职oR，=(0．038544541 0．171610123 0．308356329 0．288766306 0．192722706)

B4=职oR。=(0．074074074 0．222222223 0．370370371 0．222222223 0．111111111)

B5=阢oR5=(0．038961039 0．272727272 0．31168831l 0．298701298 0．077922078)

而得到矩阵R=(B，，B：，B，，玩，B)7。 合成隶属度矩阵冗相乘得到综合评判结果B并归

再次运用矩阵的模糊乘法将总权重向量形与 一化，得到：

B=(0．106145446 0．184765162 0．274791185 0．262553712 0．17174449)

3．5计算最终的风险值

将最终的评判结果与评语集相乘得到最终的风

险值：s=B·C=54．18。将最后的风险值与相应的

评语集y和评价分向量c相比较，可知该风险值处

于中等风险范围，风险级别较高，应当引起承包商以

及项目部的重视。而由权重向量形可知环境风险

和施工风险是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施工单位及项目

部应加强施工和环境保护这2个方面的工作。

4结论

层次分析法是一种半定性与半定量的方法，具

有系统、实用、简洁的特点，可以用来确定HDD穿越

工程中各风险因素相对总风险系统的权重。而模糊

综合评价法是一种以模糊推理为主的半定性与半定

量方法，可以用来求出系统总的风险度，根据最大隶

(下转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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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危险源的识别，是～个动态管理的过程，应

根据现场工程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样，重大危

险源的控制措施也是一种动态管理，应根据重大危

险源的实际控制情况，适时调整管理方法。

6工程实践

我公司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一规范》

(GB／T 280001—2001)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在各爆破工程项目部积极进行推广，要求各项目

部建立相应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福建福清核

电工程项目部、田湾核电扩建工程项目部按公司管

理体系要求，针对项目实际情况对工程危险源进行

辨识、风险评价，确定项目重大危险源，并针对重大

危险源制定详细的控制措施，取得了良好的安全运

行绩效。截止到2008年9月底，田湾核电扩建工程

共计爆破376次，使用炸药1300余吨，雷管13余万

发，爆破石方量300余万立方米；福清核电工程共计

爆破500次，使用炸药2800余吨，雷管9余万发，爆

破石方量700余万立方米，均未出现安全事故。

7结语

爆破行业作为特种行业，安全管理是企业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建立企业的安全管理体系，

各爆破施工单位有各自的管理经验。随着国际交往

的增加，国际先进标准越来越被国内优秀企业所采

用。职业健康安全OHSAS 18001标准提供了一套

安全管理的应用模式，在国内各行业中广泛应用。

本文提出的危险源的辨识、风险评价方法和风险控

制措施，是OHSAS 18001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标准体系中的精髓。希望能给同行提供一定

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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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度原理判断穿越工程项目风险的等级。所以层次

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结合在一起，可以达到互

补，比原来的单一方法有所改进，是一种有效的风险

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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