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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隧道工程施工中的难点及改进措施

王　伟

中交二公局东萌工程有限公司　陕西　西安　710065

【摘要】隧道工程项目建设一直以来都是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的发展要点，能够为人们提供便利的通行条件，满足不同区域

的发展需求。近年来，我国隧道工程项目建设规模逐渐增大，很多施工单位在建设施工当中都存在较大的困扰，导致项目

综合建设效用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文章主要通过分析隧道工程施工中的难点，提出相应的改进措施，致力于改善隧道工程

施工效用，减少其中产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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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渐提升的当下时期，越来越多人

开始利用私家车出行，给道路交通造成了较大的压力。为了

应对这个问题，我国交通部门加大了对隧道工程建设施工的

重视程度，应对这类工程特点满足更高的施工要求，从而达

到与时俱进的要求。

1 隧道工程施工中的难点

1.1 钢筋生锈

钢筋是隧道建设施工的重要材料，可以起到较强的结

构支撑作用，加强工程结构的稳固性，从而达到项目建设施

工的具体要求。在目前的隧道工程建设施工当中，部分施工

单位在使用钢筋时没有做好性能检测工作，甚至会使用生锈

的钢筋开展这项操作，影响工程总体建设施工质量。在具体

建设施工当中，虽然施工人员在使用钢筋时没有生锈的迹

象，但是在隧道工程投入使用之后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产生

锈蚀状况也会影响钢筋结构的质量。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

因是技术人员没有按照合理的方式对钢筋进行涂层处理，甚

至忽略了钢筋涂层环节，致使其在实际应用当中容易产生腐

蚀现象，影响整体结构的质量。在运输钢筋时，部分施工单

位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运输途中产生剧烈的撞击导致钢筋

受损，也会降低施工质量。

1.2 混凝土裂缝问题

混凝土裂缝问题在隧道施工当中比较常见，其会在较大

程度上降低工程项目建设施工质量，导致整个项目施工作业

的开展受到影响。产生混凝土裂缝的主要原因是施工人员在

操作当中不规范，没有严格按照项目建设施工规章制度体现

施工方法的作用，导致施工材料和设备的应用达不到标准，

因此在施工当中遗留了质量问题。隧道施工对技术人员的操

作要求较高，还要求施工单位应用符合质量要求的混凝土原

材料。但是在具体落实相关操作时，施工单位过于注重经济

效益的产生， 在混凝土材料上偷工减料，从而引发施工裂缝。

另外，在实施混凝土施工作业时，没有做好温度控制工作，

路面还会受到荷载因素的影响，都会引发混凝土裂缝问题。

1.3 二衬钢筋保护层厚度问题

由于二衬混凝土浇筑过程中会对钢筋产生挤压，导致

钢筋位移，保护层厚度难以保证。我们针对这一问题首先对

每层钢筋进行测量放样确定钢筋的位置，采用 L 型定位筋

将双层钢筋固定牢固，在初支面和二衬台车之间起到支撑作

用，防止钢筋的位移。同时用 5cm 的水泥砂浆垫块梅花形

布置在内弧钢筋上顶到二衬台车面板上，增强作用力，确保

钢筋距台车面板净保护层为 5cm。经过这一系列措施保障，

钢筋保护层厚度检测合格率已达到 80% 以上。

通过对施工人员进行质量培训，对每层钢筋进行测量

放样定位，使用 L 型定位筋将双层钢筋固定定位、二衬钢筋

施工结束质检工程师对主筋箍筋间距进行逐一检测，合格后

方能进行一到工序等一系列措施后，不仅使二衬钢筋保护层

厚度合格率得到了提高，还提高了工效，节省了处理二衬钢

保的时间，缩短了二衬周期，因此节约了成本，提高了效益。

1.4 施工风险

隧道工程建设施工伴随着较大的风险，主要表现为施

工质量风险和安全风险，导致项目施工质量不达标。隧道工

程建设施工会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部分施工单位缺乏对这

些因素的分析和防控，从而引发了较多的施工风险。技术人

员在实施具体的施工操作之前缺乏对工程项目建设施工环

境、气候等的了解，没有分析其中可能产生的安全问题，从

而造成了较多施工风险。部分隧道施工单位的操作人员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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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其缺乏专业的理论知识和技术培训，仅仅按照自身的

工作经验开展相关工作，在产生施工问题时无法利用科学的

方法予以解决，这也是引发施工风险的重要因素。

2 隧道工程施工改进措施

2.1 科学控制混凝土质量

混凝土是隧道施工的主要材料，施工人员在实施质量

控制时就需要以混凝土的质量控制为主，达到科学的施工要

求，减少其中产生的问题。对混凝土的质量进行控制可以有

效降低裂缝的产生几率，从而提高隧道建设施工综合质量。

在选择混凝土时，施工人员需要勘查现场施工环境，结合具

体的情况明确混凝土的参数和规格，还要采购质量较高的混

凝土材料，在现场施工当中达到较高的施工要求。在落实混

凝土施工操作时，技术人员需要按照施工技术相关标准合理

配置混凝土，还要对其进行搅拌，防止产生混凝土裂缝。在

后期施工当中，完成混凝土浇筑施工之后还要做好混凝土养

护工作，提高其整体性能，延长隧道工程的使用寿命。

2.2 实施安全管理工作

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主要是为了减少其中的安全隐患，

加强工程项目建设施工安全性，一方面确保工作人员的人身

安全，另一方面防止施工单位的信誉遭到损坏。在隧道施工

当中实施安全管理工作需要以科学的安全措施作为基础，施

工单位要对技术人员进行安全培训，让其明确施工当中可能

存在的安全问题，还要排查安全隐患，从而提高工作人员的

安全意识，加强安全管理综合效用。管理人员要对技术人员

提出具体的要求，让其针对安全风险较大的区域采取科学合

理的检查措施，还要按照施工质量安全管理体系落实相关工

作，体现安全管理的实效性。

2.3 二衬保护层厚度改进措施 .

绑扎钢筋前对隧道初支净空进行测量放样，确定隧道

轮廓线长度，根据长度下料，既节约原材料又能从源头控制

保护层厚度不符合要求的问题。第一层钢筋绑扎结束后再次

进行测量放样，确定第二层主筋的具体位置，在第一层钢筋

上焊定位钢筋，控制第二层主筋的位置。定位筋设置好后，

先绑扎二衬两端头处钢筋，端头钢筋绑扎完成后从两端头拉

水平线，粉笔标出环向主筋布设位置，然后施工中间部分钢

筋，各钢筋交叉处均应绑扎。二衬外层钢筋绑扎结束后，在

主筋上绑扎高强度保护层垫块，垫块数量每平米不少于 4 个，

呈梅花形布置，垫块用细铁丝绑牢在外层钢筋上。保护层垫

块绑扎完成后进行二衬台车定位，定位完后检查保护层垫块

是否有损害或掉落的，发现损坏或者掉落的及时更换补齐。

检查保护层垫块是否全部贴近衬砌台车模板，发现有未贴近

模板的要对主筋进行调整，直到全部合格为止。

2.4 优化洞口施工

技术人员在开展洞口施工操作时需要对隧道的洞口进

行综合管理，掌握岩石的基本特征和仰坡土石方开挖的防护

要求，分析这项操作的开展是否会给周围的环境造成负面影

响，在确定洞口施工操作的规范性之后才可以落实具体的工

作内容。施工人员在优化洞口施工时，需要保持周边的水土，

还要提高岩石结构的稳定性，因此其在操作之前要详细勘查

隧道洞口周围的情况，分析解决其中的不稳定因素，采取有

效的防范措施提高隧道洞口施工的安全性。技术人员在操作

当中要做好山体结构的监控工作，防止其在操作当中产生意

外情况，在监控的过程中如果产生数据异常现象就需要及时

作出相应的反应。在整体操作当中，技术人员都要注意维护

洞口的稳固性，促使隧道工程施工可以达到更高的要求。

2.5 做好二次衬砌施工作业

二次衬砌施工是隧道建设施工的要点，如果施工人员

在操作当中没有做好隧道初次支面检查工作就很容易引发衬

砌过程厚度不均匀现象，从而产生隧道结构漏水问题，所以

需要开展二次衬砌操作提高隧道施工质量。在二次衬砌的过

程中，施工人员要严格控制材料的供应时间，防止其在衬砌

施工当中产生脱节现象，同时确保二次浇筑的连续性，避免

产生混凝土裂缝问题。施工人员还要控制二次衬砌施工各个

环节的操作，避免产生空洞现象，否则会影响隧道工程的寿命。

2.6 完善工程监测

部分技术人员在施工当中存在敷衍了事的现象，工作

态度不积极，容易给隧道施工造成较大的影响。在实施项目

建设施工作业时，施工单位就需要完善工程监测，结合监理

单位对工作人员提出较高的要求，让其保持规范化的施工操作。

在落实施工监理工作时，施工人员要提高施工安全管理意识，

结合隧道施工的特点及要求完善技术形式，确保整体结构的稳

固性。监理人员要对技术人员的操作进行管理，尤其需要检

查施工技术的应用是否满足标准，在完成工程施工任务之后

还需要开展施工检验，确保整体项目建设施工的完善性。

结束语：新时期的发展为隧道建设施工形式的优化提

供了较大的契机，在实际开展工程项目建设施工时，需要做

好施工质量和安全管理，利用先进的施工技术优化总体施工

效用，提高项目建设施工水平，为隧道工程施工质量的提升

提供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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