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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在高速公路隧道工程施工技术评估中，需要优化交通

路网发展水平。高速公路属于新兴的网络交通工具，是打

通地区化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我国经济路网快速发展中，

对于一些特殊区域的地形，需要通过开挖隧道，提高交通

的便捷价值特性，重视路网交通中的节约调控流程。根据

综合高速公路路网的结构化优势，不断提升高速公路隧道

综合工艺研究效果。重视结合专业化知识经济标准规范要

求，加强高速公路隧道的技术平衡，促进高速公路隧道施

工综合化全面地快速发展应用。

一、高速公路隧道施工规范化管理的技术要求

1. 灌浆隧道施工的技术要求

在高速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要求中，需要运用符合

山体隧道施工的技术规范标准及要求，注重不同地质变化

条件下的施工措施分析。注重施工建设中的安全，对后期

施工软弱破碎层进行快速地加固处理。高速公路建设中，

需要注意可能存在的意外事故的发生概率。结合施工规范

要求，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编制有效施工方案的技术规

范。在灌浆施工操作前，需要确定施工的地段位置。从加

固规范的操作方式入手，控制灌注范围和操作标准。根据

实际压力进行评估分析，注意泥浆中可能存在的不均匀性

问题。依据施工规范下的操作规程，对岩层薄弱的要点思

路进行分析。充分考虑技术中的相关事项内容，对岩层的

实际可承载比例和水平，稳定性水平进行评估，加强人身

安全 [1]。

2. 隧道边坡的支护技术规范要素分析

高速公路隧道施工中，受地形等因素的影响，需要对

边坡进行改造与升级。隧道设计时，首先需要明确边坡的

实际技术标准。依据山体连续变化形式，分析边坡结构的

改造思路。依据施工规范要求，需要确定支护结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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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岩层的结构改变性因素，及时调整隧道的整体稳定性，

重视隧道边坡的有效支护和效果评估。

3. 隧道施工排水技术的规范要求

高速公路隧道施工规范中，受岩层结构破坏等因素的

影响，岩层出现较多的缝隙。阴雨或潮湿的天气，渗水较

为明显。采取恰当的排水方法，可以有效的控制隧道渗水

问题。渗水可能对隧道结构存在侵蚀作用，应加强隧道整

体结构设计的合理性，通过排水系统的整体设计规范操作，

提高施工操作的合理性，注重勘查效果的评估，提高自然

地势优化水平，做好排水排涝工作，确保排水系统符合实

际使用的要求，满足隧道施工的整体技术要点标准 [2]。

4. 隧道爆破技术的优化实施工作

高速公路隧道施工中，需要明确隧道爆破的技术参数

及操作方法。以隧道作为基础建设的标准，结合隧道施工

的技术规范要求，提出符合山体实际可承载的标准思路方

式。按照爆破施工标准要求，充分考虑爆破对岩体扰动变

形问题。从施工操作的规范方式入手，分析软弱岩层的实

际防护要求，做好变形控制。通过隧道掌子面的加固操作，

防止爆破断面受整体的压力影响。注意建筑施工中的实际

安全防护操作水平，重视提升施工的安全意识。按照爆破

的实际程度进行评估，注意爆破区域下的保护流程和操作

标准。爆破后，不可直接进入到爆破的区域范围内。需要

结合爆破区域平面进行检查分析，注意山体滑坡导致的各

类风险因素。在实际操作规范要求中，需要对每个人配置

安全防护服，注意人身安全水平的评估，逐步提高公路隧

道整体施工的优化顺利运行。

二、高速公路隧道施工的关键技术要素

1. 注浆技术操作

注浆技术加固围岩是隧道施工过程中重要的施工步骤，

可以通过加固地层达到有效提升围岩承载力的效果。对于

堵漏、填充具有重要的作用，可以实现承载力水平均匀的

目标。山区隧道建设施工中，地质整体结构较为复杂，地

表、地下的结构都有所不同。通过注浆方式，可以实现地

上、地下受力程度的均衡，达到加固衬砌和防止渗漏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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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保证隧道的正常有效使用，快速地提升隧道的安全性

能效果。

2. 改造自然边坡技术标准

隧道建设操作中，对周围边坡的开挖，不可避免会引

起周围边坡结构发生变化。为了保证周围结构不受隧道的

整体结构影响，解决隧道过程中的各类问题。按照周围地

势变化，需要准确的勘察分析，对周围地质进行抗滑、挡

墙、锚杆搭接手段操作，保证隧道建设效果和养护的合理

性 [3]。

3. 引排水技术操作

隧道施工过程中排水技术的应用在高速公路隧道施工

的过程中，排水技术对于施工的顺利进行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排水技术对于岩层的稳定有着重要的应用价值。其实

在实际的施工过程中，不管是采用哪种施工方式，都会或

多或少的对岩层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岩层之间的缝隙过多

的话，就会产生漏水的现象。这种现象多出现在地下隧道

的建设过程当中，因为地下水道的建设需要对地基进行挖

掘，如果达到地下水的水位线，很容易就发生了渗水漏水

的现象。所以在地下室到施工的过程中要非常注意排水问

题。在实际的排水技术的实施当中，工作人员要对岩层的

缝隙之间和排水系统进行处理。其中排水系统就是通过设

置管道等方式来进行地下水的排出。而对盐城的缝隙进行

处理，就是防止漏水现象的发生。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

都需要工作人员结合实际的地理位置以及实际情况来进行。

4. 软岩变形的控制

软岩变形一般需要采用基础加固措施，强化支撑面的

稳定性，以正确喷涂方式，调整打锚杆的操作范围。加强

基础脚的措施评估，确定底部、侧壁的准入调控标准。其

中，包括向底部地层的注浆操作，控制两侧打锚杆位置的

操作。通过底部横向支撑，防止断面挤入。注意锚杆长度

和范围，注意围岩塑性的规范要求，对围岩进行超前地质

预报检测，保证地质数据库检测反馈的及时有效性。

三、不同地质条件下高速公路隧道施工的相关注意要

素分析

1. 溶洞地质条件的操作评估要求

高速公路隧道施工中，需要注意地质条件的变化要求。

从溶洞的侵蚀方式入手，调整隧道开挖前的标准。需要注

意溶洞深度的实际情况，充分制约溶洞的整体稳定性。在

水位调整变化中，对于不同的地段侵蚀水平，需要采取合

理的判断方式，重视加强溶洞的排水效果方式，尽量地避

免溶洞地下水位，调整隧道整体的水平。

2. 疏松地质综合条件的评估标准

高速公路需要注重相关地段的加固融合评估。通过支

护操作，规范作业流程和操作要求。对于岩层需要制定稳

定的评估操作方式，做好预防操作规范，防止疏松地质对

于整体水文地质变化的效果。结合地质进行评估分析，判

断导致疏松条件的相关原因和问题 [4]。

3. 砂土地质条件水平的评估

对于砂土地质而言是不适合高速公路隧道的实际施工

规范要求，不利于地理条件的实际操作方式。对于砂土地

质的隧道，需要制定符合砂土地质条件的评估方法。注意

实际影响的比例范围和水平。按照排水操作的管理要求，

注重加强土质水平改造条件，做好升级管理。注意隧道开

挖施工中砂土的实际评估标准。结合砂土开挖疏松的实际

评估方式，加入一定量的材质标准，逐步提升砂土地质整

体建设水平和操作效果。按照隧道实际的施工规范要求，

分析实际的操作过程，注意加强隧道整体的框架加固效果

分析。针对实际设计规范要求，充分考量隧道承受受压力

均衡比例水平和承载力变化的要求。结合砂土地质的实际

条件，做好有效的评估分析，对沙土地质变化的条件进行

研究 [5]。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速公路隧道操作施工规范技术要求中，

需要结合不同地质变化条件的相关要素进行分析，注重改

善地质文化差异的建设水平。依据高速公路隧道施工的规

范基本要求，对部门实施边坡支护规范化管理，注重岩层

的整体加工，对山体滑坡和爆破等技术水平进行评定，分

析排水体系的实际操作标准和优化方式。按照高速公路的

整体操作规范稳定性要求，注重提升承载力的建设水平。高

速公路隧道施工中，需要制定符合规范化操作管理要求的区

域划定实施标准，提升高速公路整体的稳定性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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