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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山区道路隧道施工技术与管理

 重庆 400000

【摘要】目前国家高速公路网络的整体规划比较复杂,脱贫攻坚要求逐渐增多并且不断细化,高速公路的建

设越来越多的倾向于偏远山区。山区地形隧道占比非常之高,同时穿越地形地质也更复杂,长大隧道多,
所需要的技术也更难。当前国家对环保要求的进一步强化,尤其是穿越保护区的施工要求更高,管理要求

更严,技术难度也更具挑战。山区道路隧道工程建设项目逐渐增多,其不仅可以提高山区经济的发展效

用,还能够加快区域之间的交流。在进行山区道路隧道施工时,需要对施工工艺进行合理选择,做好管理

工作,防止工作的开展产生较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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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区隧道施工的施工环境及施工条件相对而言

比较复杂,在施工推进过程中受各类因素的影响,同
时对施工风险的管控要求更精细。由于目前国内建

设工期都非常紧,而建设任务的强制性,更进一步的

需要对技术的利用和管理的提升。在山区隧道施工

中,技术人员需要全方位的掌握相应技术工艺、隧道

施工的特点,综合应用管理能力、技术能力,从而保

证建设工程的稳步推进。

1 山区道路隧道施工特点
1.1 山区隧道绝大部分地质情况非常复杂,不

良地质现象严重,破碎断层、岩溶、瓦斯、突泥涌水、
高地应力、软弱围岩等问题非常突出,有些隧道位于

陡崖悬臂处,进洞作业难度大。特别在穿越山区湖

泊等区域时,水压作用极大地降低隧道围岩的地应

力,极易造成地层变形和沉降,对支护控制、防排水

难度要求高。

1.2 山区隧道人员较为离散,由于山区位置的

限制,人员流动性较高,同时熟练工种的缺少,操作

人员的参差不齐,作业工人整体年龄偏大、管理人员

的素质有待提升等特点,造成在施工过程中技术要

求、管理措施落实难度大。

1.3 山区隧道的机械化程度投入不高,因为地

形地貌的影响,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难度高,使得机

械化作业困难。

1.4 施工安全风险极高,山区地质的复杂性,
狭窄空间作业的高风险性、交叉作业的集中性、人员

操作的独立性,使得隧道施工的综合风险特别高。

1.5 施工材料加工运输难度大,山区进出道路

一般较为狭小,而工程项目物资投入是非常大的,地
材加工难度、钢材、水泥等主要材料进场难度高。同

时因地形限制,钢筋加工砼加工运输变得极为困难,
加工成本和运输成本都极大地增加。

1.6 部分隧道施工环保要求严,在国家相关保

护区内建设工程,环保监察极为严格,对工艺的要求

更加精细,环保设施占用作业布局,三同时的作业更

加具体。
山区道路隧道施工存在较多的未知因素,工程

建设施工的隐蔽性较大,工作人员在操作的过程中

需要在有限的空间内完成任务。山区道路隧道的工

作面比较狭窄,在利用施工技术时会产生较大的干

扰。由于隧道是纵长的,施工人员就需要循环开展

相关工作,按照规范对循环作业进行完善。在使用

隧道施工技术时,工作人员要对综合的内容进行完

善,在同一施工环境下开展多道工序。山区道路隧

道施工的主要作业内容为掘进、支护及衬砌等,一旦

其中某个环节产生施工问题,就会影响综合施工质

量。整个施工过程会存在较大的地质力学状态变

化,其中的围岩也存在物理力学性质变化,因此施工

管理人员要应对动态的施工情况。山区道路隧道施

工的环境比较恶劣,施工人员不仅需要应对其中的

人为影响因素,还需要对施工中产生的噪音及粉尘

等进行克服,甚至还需要应对自然环境,防止产生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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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施工问题。隧道的环境比较潮湿,其中的光线

较暗,给工作人员带来了不利因影响。在施工管理

的过程中存在较大的风险,并且其隐蔽性及动态性

之间相互关联,工作人员需要时刻注意其中的动态

变化,加强施工质量控制效用。在对技术管理流程

进行实施时,需要对复杂的山区隧道情况进行勘察,
通过实地考察明确其中需要注意的施工要点。工作

人员需要对机械设备进行合理应用,在必要时采取

人力施工的方式,同时也需要提高机械化效用。技

术人员及管理人员要对施工中的风险进行分析,明
确施工安全隐患,找到可以控制施工风险的方法。

2 隧道施工技术管理存在的问题
在使用隧道施工技术时,施工单位的技术人员

及管理人员还是存在较多的缺陷,导致其在工作当

中难以保证其综合性及全面性。大部分施工单位在

开展山区道路隧道施工时,还是应用传统的施工理

念,在利用技术时比较滞后,导致技术的发展不适应

现代化社会的要求。任何一个企业都需要以管理工

作作为基础为企业的综合发展提供保障。而施工单

位在对施工技术进行管理时,并没有将其作为重点

内容,导致企业在市场发展的过程中占据的份额不

足。部分施工单位及建筑企业一味追求技术的提

高,在管理的过程中存在忽视的现象,导致综合管理

水平落后,难以适应企业的发展。山区道路隧道施

工作业较多,在对分项目进行管理时,工作人员掌握

的管理知识落后,在方法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没有

做好精细化管理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技术人员及

管理人员对施工技术的了解不够详细,在管理的过

程中比较粗放,无法保证综合管理工作的实际效用。
在产生管理问题时,技术人员经常还是一味实施相

应的技术,导致工程建设施工质量及安全处于比较

随意的状态,难以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

3 山区道路隧道施工技术管理措施

3.1 加强精细化管理
较多工程建设施工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管理工

作过于粗放,工作人员没有对其中的细节问题进行

分析及处理。在对复杂的山区道路隧道施工技术进

行管理时,管理人员要明确技术的应用形式及相应

的内容。技术人员在实施技术时,要按照施工规划

做好技术交底工作。管理人员在进行精细化管理的

过程中,要对隧道施工的复杂环境进行分析,建立具

体的施工体系对其进行简化。其还需要做好隧道的

地质预报及监控工作,严格按照制度内容实施工作,
保证施工质量水平达到标准。负责人要加强对施工

人员的技术指导,让其明确工作重点,促进山区道路

隧道施工质量的提升。

3.2 树立超前意识
山区道路隧道工程建设施工涉及到较多的专

业,技术人员需要对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及手段进行

了解。在施工的过程中,施工人员要对复杂的工序

进行简化,在出现问题时及时对其进行分析。技术

人员及管理人员要树立超前意识,针对山区道路隧

道施工可能产生的问题提前制定预防措施,促使工

作效率得以提升。超前意识的树立要求工作人员做

好充分的施工准备,在施工前期做好详细的地质情

况调查,在后续施工中以此作为依据。在指导施工

的过程中,能够利用前期准备的施工资料强化管理

效用,工作人员要对隧道进行超前地质预报及监控,
提高隧道施工安全性。

3.3 加强技术控制
在部分山区开展隧道施工时容易产生各类安全

事故,不仅会影响工程建设施工进度,还会给工作人

员的生命安全带来较大的影响。在对隧道的坍塌进

行预防时,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需要对易发生塌方

的地形及部位进行分析,特别需要注重埋深较浅的

部位,还需要对断层破碎带及断层影响带的情况进

行分析。技术人员要合理处理隧道洞口的工作,对
隧道的拱脚及墙角等进行加固。工作人员还需要针

对可能发生的瓦斯、岩溶、突泥涌水、岩爆等安全事

故进行分析。在预防相应的隧道施工安全事故时,
技术人员可以利用地质预报、地质雷达、变形监控、
地应力监测、地表注浆、超前导管锚杆、隧道施工十

八字(管超前、严注浆、强支护、勤监测、短开挖、早封

闭)、防排水等施工方式强化综合施工效用。其在预

防隧道坍塌时,需要选择适当的进洞方法,根据洞口

的地形及地貌等进行分析。在开挖的过程中,技术

人员要对技术形式进行有效的分析,其可以利用全

断面法、台阶法及开挖法三种常见的技术开展施工。
工作人员还需要做好支护施工,保证坡体的整体稳

定性,防止塌方。

3.4 加强质量控制
质量控制工作的开展要求各部门工作人员协同

合作,针对山区道路隧道施工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

行协同分析。在利用施工工艺时需要保证其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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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现场施工的过程中,要保证各项措施的实施落

实到位。在完成工程建设施工之后,工作人员要做

好严格的检查工作,特别需要注重对其中的隐蔽工

程的检查。管理人员一旦发现其中存在问题就需要

与技术人员进行商讨,对存在问题的部位进行整改。
质量控制需要以工序的严格实施作为基础,工作人

员要有条不紊实施各项内容,达到质量控制目标。
其在实施施工技术时,要明确技术要点,对工艺的适

用性进行分析,使其充分发挥作用。材料质量的控

制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管理人员要对施工材

料的应用进行检查,从采购、运输、使用及保存各个

方面保证材料质量符合要求。

3.5 强化安全管理
  安全管理工作的实施可以提高山区道路隧

道工程建设施工效用,为工程综合效用提供保障。
在施工的过程中,技术人员需要明确各项技术的特

点及使用方法,减少其中产生的问题。设计人员在

完成图纸设计之后需要对技术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让其明确工作当中需要注意的问题。隧道施工的条

件比较复杂,在技术受到限制时,工作人员需要利用

施工勘察察觉其中的问题。山区道路隧道随时面临

崩塌及涌水危险,技术人员需要对施工技术进行有

效利用,降低问题的产生几率。管理人员要对施工

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综合分析,不断总结施工管

理经验,明确问题根本原因,促使各项工作的开展符

合要求。施工单位需要针对技术人员工作的实施做

好教育交底工作,严控进洞作业人员,尽可能的使用

机械作业代替人工作业,同时在工作的过程中做好

安全检查,防止产生不可预估的后果。技术人员可

以利用超前预报、人员逃生定位系统、洞内视频监控

系统、有限空间作业措施等强化安全管理效用。

4 结语
山区道路隧道施工的危险性不言而喻,在施工

的过程中要做好技术的合理利用,管理人员要强化

施工管理效用。在对复杂的地形进行了解时,需要

做好勘察工作,对隧道施工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及风

险进行分析。工作人员要提高责任意识,提前制定

准确的施工方案,做好施工规划,落实各项技术措

施,加强施工安全性及综合质量,为施工单位的综合

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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