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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施工中盾构穿越建筑物的方案分析

张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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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前，土压平衡盾构隧道施工在许多复杂条件下存在贯穿建筑物施工的风险。虽然盾构施工方法在安全、速度和环

境保护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盾构施工跨越建筑物很远，不可避免本文分析了地铁施工中贯穿建筑物的盾构方案，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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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59

盾构穿越时，表面沉降显着，被双线隧道扰动，沉淀池

出现问题。雕刻到达手掌表面时，周围层会迅速膨胀，提升

值为10mm。盾牌结束后，地面上发生了大规模沉降。二次

固结堵塞后表面再次出现膨胀，原因是凝结和液体收缩，形

成上升下降后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

1  地铁盾构下穿建筑物的施工技术

1.1  施工准备及过程控制

护盾期间，对建筑物的施工现场进行检查，改善项目审

核。在穿过建筑的前30分钟，必须完成布线点检查。同时，

增加了巡视建筑的频率，以便通过3小时的检查单位及时获

得测量结果反馈。为了提高施工过程中的应变能力，需要加

强工程施工人员的现场连接，提高标示牌的效率。扩大应急

概念以避免建筑风险。必要时，建筑物的居民必须腾空。为

了最大限度地减少盾构对建筑的负面影响，必须设计分区，

以监测速度、土层压力、填缝质量等指标对工程施工要求的

影响。采用补偿法监测挖掘过程中的土压力系数。最重要的

环节是贯穿建筑的过程中的分拆工作。防护板使用地面尺

寸，以便及时补充，确定是否需要根据项目监测结果进行后

续跟踪。主要用于相应注射成型的凹槽质量，为了避免凹槽

事故，可以增加相应的附加剂量。

1.2  施工工艺

开始钻孔。由于传统的斜井钻机不能满足工程要求，工

程现场配备了潜油钻机。钻到适当位置后，用清水清洗孔通

道，并通过钻井泵将壳体输送到孔底部，直至孔出口达到规

定的塑性。按钻井顺序安装套筒管，以防止在孔内低压时及

时供水。最后，注入封闭的凹槽质量，用膨胀的地板加工封

套。在本节中，请确保截止阀和孔壁之间存在间隙，以防止

凹槽质量穿透。橡胶封套将封套移到底层。构造平面对等离

子注射成型机的影响在封套中最为直接。本节必须确保填料

在载荷下喷射，以避免等离子体沿孔壁流出引起的问题。

2  控制措施

2.1  刀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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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输出过程中，刀把根据不同的地质条件选取适当的速

度。如果速度相同，机床速度的高度会直接影响圆锥尺寸，

进而影响标志扭矩的尺寸。如果刀具在启动过程中平移得太

快，可能会导致刀具磨损速度过高，从而增加土壤侵蚀。为

了减小刀具对地面的影响，刀具速度不要太高，防护盾下的

刀具速度应控制在0.8到1.2u/min之间。

2.2  刀盘扭矩

离开棚时扭矩必须调节到2000KN/m。因为在相同的地

理位置，较大的扭矩会增大，所以我们需要在某些凸度参数

下，例如锥、速度等。如果扭矩大幅增加，请考虑刀具磨损

是否严重。如果刀具磨损是扭矩大幅增加的直接原因，则必

须关闭保护机制才能查看刀具磨损情况。

2.3  优化施工工艺

防护板进入危险源之前必须从第十环开始，方法是同步

从防护板中心的径向孔插入漏电距离解决方案，并及时填充

施工期间根据防护板上方的间隙调整的防护板的上部部署部

分。混凝土脚点在上午11点至下午1点之间，由于污泥流动

性好，只能用单点喷射小招牌。桶效应期间，部分溶液还会

渗入盾构周围的土壤，从而产生污泥皮肤，从而减少同步注

射器流入土层的流量。

2.4  浆液配合比及主要物理力学指标

注射成型机的材料应具有更好的流动方向和吸湿性。

停留时间应在地质条件下，根据开挖速度和坡口加工效率确

定，并由现场试验确定。终端电容通常会将初始强度提高

不到6小时，以获得良好的效果。一天材料的强度不应小于

0.2mPa，28天强度值应为1 . 0 . 2 MPa。确定居民区内盾牌同

步的比率。

3  施工方案分析

3.1  盾构施工与变形控制

本工程采用土压平衡式盾构机，工作原理为：利用压力

仓内的土压力来平衡开挖面的土体，达到对开挖面进行支护

的目的。盾构穿越楼房段应严格控制土仓压力、出土量，保

持开挖面稳定。当地层为粉土、粉砂时，添加膨润土制成的

泥浆。盾构施工时，应对平衡压力值进行设定，设定的依据

是土质、覆土厚度、地面建筑物等。

3.2  推进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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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施工下穿建筑物时，掘进速度应小于3cm/min，如

果作业需超速时，应征得监理和业主的同意。保证掘进速

度的同时还应减少偏差，保证掘进的偏差值控制在一定范围

内。对于掘进方向，应每60cm测量一次。

3.3  总推力

当左右线穿过建筑时，1000至1100T之间的砂砾的整体

下降会分散在整个面团和卵巢沟中。1200 ~ 1300t总中枢随着

卵巢的增大而增大。调整建筑施工中的气泡数，可防止岩石

在不进一步增加压力的情况下积聚在营地中。

3.4  盾尾间隙均匀性调节

地面沉降主要控制方法有：同步注浆、二次补浆。盾构

姿态较差会造成盾尾漏浆、地面沉降。因此盾构施工时，应

保证盾尾四周间隙均匀。在盾构机进入河道前，应对掘进姿

态进行全面调节，防止发生偏差，同时应对掘进姿态进行监

控，保证隧道线形，提高隧道防水性能。掘进施工时，盾尾

注入密封油脂，保证其压力大于0.35MPa。

3.5  盾构施工监测

当盾构施工穿越建筑物时，应对该工程配备专职监测

人员以及先进的监测设备，依据规定严格进行监控，采用合

理的监测方法，保证监测信息的可靠性和及时性。当盾构下

穿建筑物、桥梁、河流时，应对工程及设备进行全天巡视。

当发生异常情况时，应进行逐级上报，采取合理措施进行补

救。情况较为危险时，可直接上报有关部门进行处理。工程

盾构施工中，针对实际地质情况，拟在管片出盾尾5环后，

对管片的建筑空隙进行二次注浆，整个区间每隔5环注浆一

次，重要区段应按实际情况进行加密。处于砂性土层中的隧

道，为防水及沉降要加大注浆量和加密注浆次数。二次注浆

采用专用的注浆泵，注浆前凿穿管片吊装孔外侧保护层，安

装专用的注浆接头。二次注浆应采用水泥浆～水玻璃双液

浆，注浆压力控制在0.2～0.4MPa。通过现场注浆效果对配合

比进行调整，保证注浆质量的同时还应保证注浆顺畅，不会

发生堵管现象。

4  结束语

选择合理的盾构参数，保持连续不断的隧道施工，有利

于沉降控制；盾构同步注浆液采用“水泥砂浆”确保充足的

注浆量，能更好地控制盾构通过后的沉陷，在施工沉降控制

中起着重要作用。长距离开挖建筑依靠盾构施工技术本身和

施工控制措施，满足济南地区粘土和煤粉层施工设施的控制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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