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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隧道施工之于铁路施工而言是一件危险性比较强需要重点关注的工程。安全自始至终都是生产工作的红线，绝不

能逾越，所以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进行隧道作业的时候必须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制度。铁路隧道建设工程往往由于其复杂性导

致其工期总会受到这样那样因素的影响，而为了赶工期就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如何在确保工期的同时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这是我们的工程管理人员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我们必须在不违反现有的安全规章制度的条件下采取有效的对策去开展工

程施工工作。本文对铁路隧道施工安全管理与控制措施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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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铁路隧道施工安全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

（一）施工人员缺乏应有的安全意识

隧道施工的地质情况较为复杂，熔岩、断层等多种复

杂地质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这也会导致隧道作业的难度在

不断提升，使施工工序更加复杂。而施工人员则应该能够做

好地质预报工作，提升工程变形量的监控水平，根据围岩的

实际情况做好相应的变更设计。另一方面来说，在施工过程

之中，要能够对火电使用有着较高的安全意识，而在实际施

工作业过程之中，往往会因为施工人员对安全缺乏敏感意

识，导致事故问题的产生 [1]。

（二）设计方案与地质勘察的深度不足

地质条件是决定铁路隧道施工设计的首要因素，而为

了确保铁路隧道施工能够顺利开展，就应该做好相应的地质

勘察工作。然而有些设计单位为了能够减少施工成本，追赶

工程进度，往往缺乏深入的地质勘察与施工设计，导致勘察

数据与实际的水文信息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难以对隧道中断

层破裂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对于存在异常的地区也没有更

加合理有效的勘察手段，这也导致整体铁路隧道施工设计方

案深度不足，勘察数据与实际的情况存在着相脱离的问题，

这也导致在施工过程之中容易出现突水突泥和塌方的情况。

举例而言，在南山口隧道斜井施工作业过程之中，就出现了

掌子面初喷掉块的问题，在后续的施工作业之中，掉块和坍

塌的问题持续出现，最终造成了钢拱架被压垮的情况，出现

了大规模的施工事故 [2]。

（三）安全管理体系无法正常运行

建设单位在施工监督管理上往往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无法将生产责任制度加以有效落实，这也导致铁路隧道施工

之中的安全管理体系无法正常运行。监理人员往往在安全管

理与施工监督管理之上缺乏完善的体系，风险评估机制也不

够完善，无法对风险产生的根源加以有效管理。而设计单位

和施工单位也存在着沟通不够全面的问题，缺乏行之有效的

技术交底方案 [3]。

二、强化铁路隧道施工安全管理与控制的有效对策

（一）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隧道坍塌问题

根据铁路隧道施工的经验来看，往往会出现多种坍塌

事故，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而在隧道施工

安全管理之中，必须能够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对策防止出现

隧道坍塌的问题。

要能够做好地质的超前预报工作，严格根据地质预报

方案之中的实际情况和相关要求，对不良地质信息进行动态

化的监督和管理，并对施工过程之中支护体系和围岩的稳定

性进行全面的检测，为衬砌二次混凝土施工以及锚喷支护工

程提供有利的保障，在不良地质地段之下，要能够选择专业

人员来强化检测和监控工作，对于出现的异常问题，要能够

及时采取有效的管理手段并对人群加以迅速的疏散。

要能够根据隧道工程建设地点的地质条件对隧道开挖

的方法加以科学确定。在开挖方法确定之后，要能够遵循循

序渐进的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开挖部分加以严格的质量控

制，确保开挖与支护工作能够得到紧密的结合，从而使围岩

变形的程度得到有效的控制，确保支护效果能够得到全面提

升，为隧道施工安全性的提升提供有力的保障 [4]。

（二）做好施工设备管理工作

在铁路隧道施工过程之中，往往需要使用多种施工设

备，而施工设备管理工作也就是提升铁路隧道施工安全性的

主要措施。要能够确保所有进入隧洞车辆的制动能力保持在

正常水平，并对运输车辆超载情况、超速情况和超高情况加

以全面控制，对施工机械设备进行有效的保养和维护，另一

方面也要确保安全通道的畅通性。

要能够从爆破器材角度出发开展安全管理工作，要能

够做好爆破器材的选择工作，严格根据当前的标准和规范要

求开展爆破器材的管理工作，并由专人进行爆破器材的采

购，强化爆破器材使用的监督管理工作，并严格遵循相关要

求进行爆炸物的使用。所有爆破人员必须具备更加专业的从

业资格，在爆破作业过程之中，也要确保所有作业人员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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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安全状态之下 [5]。

（三）加强钻爆施工的安全管理

钻爆施工是铁路隧道施工安全管理之中最为重要的一

个环节，这也就要求了相关作业人员能够强化对钻爆施工的

管理工作。

首先，能够为相关的作业人员树立安全管理的意识，

对于机械操作人员和爆破施工人员，要能够使其通过专业化

的培训并在考试合格之后才能上岗。

其次，要能够结合施工设计的要求开展爆破施工，在

施工过程之中，应该做好加药量的控制工作，防止出现超欠

挖情况和塌方情况，从而确保爆破面更加平顺。另外，要能

够对应力过于集中的现象加以预防和控制，防止出现初期支

护开裂以及开挖断面掉块等安全问题。

最后，各个班组之间也要能够建立行之有效的交班管

理制度，如果钻眼施工人员到达工作地点，要能够对当前的

安全情况进行仔细的核实，在钻进过程之中，应该选择湿式

凿岩机器开展，这里要注意的是，切不可选择残眼开展钻进

工序。当钻孔台车进入隧洞时，如果需要经过临时台架或者

道路，应该做好安全界限的检查工作，并选择更加专业的从

业人员加以指挥，防止出现到位后的倾斜问题，如果需要进

行爆破施工时，要确保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撤离到安全距离之

外才能开展爆破工艺。如果当前工作面的支护施工没有全面

完成，照明不足且工作面岩石没有完全破碎，并且涌水涌泥

问题没有得到有效处理，不能开展相应的爆破施工，必须在

处理好这些异常现象之后才能开展爆破施工 [6]。

（四）强化装喳与运输的安全管理工作

要能够对多种运输设备进行有效的管理，设置摘挂作

业的联络人员，对进入隧道的相关机械与车辆，要采取带有

净化设备设施的柴油机开展作业，汽油车严禁进入到洞内，

在进行料具装载时，不能出现超载超限的情况，同时在进行

钢拱架与管棚等长料具的装运时，要确保其捆扎较为严密。

在机械装碴时，要能够确保坑道的断面符合相关设备

设施安全运转的要求，同时要有专业加以指挥作业，在无轨

运输阶段，应该在洞口设置相应的缓行标语，同时要有较为

专业的人员负责进行交通协调。在隧洞之内，所有的设备设

施都应该设置低压红色的闪光灯，使其成为限界显示设备，

相关作业人员要能够对运输车辆加以全面的检查，防止出现

带病作业的情况 [7]。

（五）铁路隧道施工工艺工法的控制措施

想要确保铁路隧道施工的安全性与可靠性，就应该能

够从隧道施工的工艺工法角度进行控制。在进行砼浇筑作业

时，要能够注意分层过厚的问题，提升振捣方法的科学性与

合理性。混凝土分层厚度应该控制在 50 厘米，其浇筑的左

右两侧应该以对称的形式开展，防止出现偏压变形的情况，

挡头板附近应该能够提升振捣的有效性，防止出现空洞问

题、蜂窝问题和麻面问题，使衬砌砼强度得到改善，为水提

供合理的通道。

在铁路隧道拱顶施工时，由于无法采用插入式振捣器，

因此混凝土必须有着良好的和易性，使其具有一定的流动

性，进而使其能够依靠混凝土输送泵来填充模板内空间，使

其达到良好的密实效果。在采用插入式振捣棒时，应该以快

插慢拔的原则进行振捣，振捣的时间应该控制在 20 秒以内，

而模板的距离应该控制在 10 厘米左右，防止因为距离不当

产生的多种质量问题。混凝土浇筑施工应该能够连续开展，

如果存在着必须间断的情况，那么不掺外加剂混凝土间歇时

间应该在 2 小时以上，而在温度超过 30 摄氏度时，则可以

减少到 1 小时左右 [8]。

三、结束语

面对目前铁路隧道施工过程中的工作人员专业能力不

强以及施工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工作单位只有采取有效的

预防措施，加强钻爆和装碴运输过程的监督和管理，才能

保障铁路隧道工程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促进我国铁路建设

行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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