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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铁路隧道工程施工期间，不仅施工环境较为复杂，

施工流程也较为繁琐，存在着诸多的施工难点和重点，

如果施工质量管理不到位，就会导致施工质量问题的产

生。对此，为了确保铁路隧道工程的施工质量，必须重

视施工监理，对于整个施工过程及环节予以严格监管，

不断提升工程质量。

一、铁路隧道工程施工特点

现阶段，为了满足人们日常出行的需求，铁路隧道

工程建设力度逐渐增大，对铁路隧道工程发展有着明显

的推动作用。隧道建设是铁路建设工作中非常复杂的内

容，施工技术要求也比较高，同时具有以下特点：（1）

一般情况下，普通铁路工程属于露天施工，铁路隧道工

程施工则处于封闭环境。由于经常会出现一些较为特殊

的地势环境，安全隐患的几率相对较高，这时要想有效

克服地理环境方面的障碍，必须做好前期勘察工作，根

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采取合理、有效的处理措施，以

保证良好的施工效果。（2）多数隧道所建设的地理环境不

理想，环山绕水，且在洞内施工非常困难，需要有大量的

设备以及技术才能确保施工的安全，施工工序复杂、难度

大。同时，狭窄的施工面，经常会出现一些未知的风险，

如果施工人员安全防护不当，就会引发安全事故的产生。

二、加强铁路隧道工程施工质量监理的主要措施

（一）做好铁路隧道施工前的监测准备工作

（1）检查施工单位的监测管理机构及模式是否满

足现场需要，是否明确了各级人员的岗位分工及职责。

（2）审查施工单位制订的监测实施计划，应包括监测项

目及方法、断面及测点布置原则、监测频率和周期、监

测值的管理、监测人员资格等是否满足相关要求。（3）

对监测仪器设备及管理进行核查。检查配备的仪器设备

数量、种类及精度是否满足相关要求；是否落实了仪器

设备专人专用、专机专线管理；是否建立了检校、保养

及维修的管理台账。（4）检查监测工作内容及流程、监

测数据分析处理及结果展示是否落实了责任人或部门。

（5）监测工作开展前，检查是否进行了人员培训，是否

落实了分级交底工作。

（二）做好隧道洞口以及明洞的质量监理

在施工现场进行前期检查时，需要精确计算明洞边

墙实际承载压力以及倾斜的角度，正式施工时一定要保

证其没有误差。同时，清理干净悬挂岩石，以及附近杂

物，并根据图纸及实际情况，完成排水工作。在爆破洞

口岩石时，需注意科学合理布置爆破点：在隧道内主爆

药采用2号岩石乳化炸药，使用Φ32mm药卷；起爆材

料采用1 ～ 17段的非电毫秒雷管起爆，塑料导爆管引

爆，用导爆管作为网络起爆雷管；以从浅到深原则，注

意大爆破可能造成岩石出现裂缝，从而会影响隧道总体

稳定性。正式施工时，一定要一边挖掘一边做好观察防

护，并做好裂缝的加固处理。初期支护对隧道总体结构

有比较大的影响，一定要给予高度重视，如果初期支护

未能处理好，则可能会出现受力不均的情况，从而导致

坍塌等事故。在明洞建设时，一定会耗费大量时间和资

金，所以需要在可承重范围内，每隔一段距离就修建窗

洞，可大量节约建筑材料。监理工作还要重视设备的有

效建设，加强施工材料的强度，明确设计图纸的科学性，

以确保施工以及项目的安全。

（三）加强洞身开挖质量监理

最近这些年，铁路隧道在施工时，大多使用混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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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材料喷射法对岩石进行加固处理，可有效保护墙面，

而且还可以减少石岩的掉落。同时设计爆破点时，一

定要考虑四周的环境，炸药引爆后，一旦发现较大裂

缝需尽快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以确保不影响后续

工作。隧道开挖过程中采用三台阶仰拱施工法和微台

阶法对洞身进行开挖，要严格遵循“弱爆破、短进尺、

强支护、早封闭、勤量测”的原则。该环节监理任务

较重，需要及时监控，及时反馈结果，确保开挖过程

的稳定。

（四）加强隧道初期支护、二次衬砌质量监理

（1）隧道初期支护可分为三个步骤。1）锚杆支护。

锚杆支护时，施工人员要熟悉图纸的设计，明确锚杆支

护方式。处理钻孔时，要先将孔洞进行清理，然后插入

锚杆并注浆，需要控制好深度和间距。例如本示例隧道

拱部采用Φ25的低预应力中空注浆锚杆，边墙采用Φ25

低预应力中空注浆锚杆，而后在岩石表面喷一层混凝土

并铺设钢筋网。在施工过程中，对混凝土保护层厚度进

行了合理控制，同时，工作人员还对网格尺寸、单片面

积定期监测，从根本上避免了产生质量问题。2）铺设

钢筋网。钢支撑支护质量直接决定工程整体施工质量，

所以安装钢支撑时，监理人员要高度重视是否符合施工

规范和设计标准，做好检查工作。3）钢支撑及喷射混

凝土支护。喷射混凝土作为初期支护最后一步，监理人

员首先要进行水泥的相容性试验及水泥净浆凝结效果试

验，严格控制初凝时间小于5min，终凝时间小于10min。

并控制初喷厚度，一般不大于水泥用量的5%；一次喷

射厚度不宜超过10cm；后一层与前一层喷射时间间隔

12 ～ 20min。其次，要检查钢架与岩面的间隙并用喷射

混凝土充填密实，可用锤敲击检查。当有空鼓、脱壳

时，及时凿除、冲洗干净后进行重喷，或采用压浆法充

填。钢架应被喷射混凝土所覆盖，保护层不得小于4cm，

要充分保证喷射面的光滑性和稳定性。（2）隧道的二次

衬砌。为建设高质量铁路隧道工程，一定要做好工程的

监督以及管理，实际施工时要明确不同等级的围岩厚度，

让孔洞与标准相符，在达标的前提下，方可进行下一道

工序。在进行二衬混凝土浇筑工作时，采用左、右交替，

从上到下的顺序开展，两边的高差不能超过50m，以保

证浇筑的对称性。并且要严格控制浇筑速度，保证浇筑

过程的连续性，尽量避免中断施工。另外在混凝土强度

达到标准后，方可进行拆模工作，严禁出现麻面、蜂窝

情况，如出现需督促施工单位及时处理并再次验收，直

至合格为止。

结语

综上所述，铁路隧道工程施工质量的监理工作是保

障工程顺利进行和高质量完成的关键。在施工过程中，

应注重施工前的监测准备工作、施工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及后续质量评估与反馈等监管措施。只有做好这些工作，

才能保证铁路隧道工程的施工质量，为我国的铁路建设

事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杨金秋.铁路隧道工程施工质量监理方法探析[J].

智能城市，2022，7（16）：81-82.

[2]雷蕾.浩吉铁路隧道施工监控量测管理与技术创新

[J].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21（3）：3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