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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随着经济以及城市化建设的快速发展，高速公路的

发展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对隧道施工测量工作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这需要相关企业重视隧道施工测量，并掌握

相应的技术要点，提升隧道施工测量的有效性和准确性，

为隧道施工提供重要保证。隧道工程中，作业测量与施

工工艺两个项目较为关键，测量数值的精准性是保障隧

道作业质量的关键因素，作业工艺的科学选择直接关乎

工程建设的社会与经济双重效益。为此，相关单位开展

工程建设期间，应科学开展作业测量、工艺确定与实施

等项目，保障工程建设的有序性。

1　高速公路隧道施工测量的重要性

我国幅员辽阔，部分地区地势比较险峻，为高速公

路的建设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为了缩短两地之间的距离，

往往需要修建隧道，而施工测量是隧道工程建设中的关

键内容。隧道施工测量不仅是影响隧道施工的重要前提，

也是影响隧道能否顺利施工的先决条件，只有保证隧道

施工测量的准确性，才能保证隧道建设的质量，为安全

通车提供重要保障。同时，做好隧道施工测量工作可以

避免资源的浪费，从而避免出现返工的情况，这对我国

高速公路的建设和长远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2　工程概况

木皮隧道进口位于平武县木皮藏族乡政府附近，出

口位于平武县木皮藏族乡金丰村塘上组，线位均位于火

溪河左岸，出口附近距离华能阴平水电厂较劲。木皮

隧道左线进口里程ZK124+351，出口里程ZK126+502，

全 长2151m， 右 线 进 口 里 程K124+355， 出 口 里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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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6+482，全长2127m。左线进口高程1093.82m，最

大埋深约706.11m。线路纵坡为单面坡，左线纵坡为－

1.81%。隧道以Ⅲ、Ⅳ、Ⅴ级围岩为主，其中Ⅲ级围岩占

比53%，Ⅳ级围岩占比42%，Ⅴ级围岩占比4%。右线进

口高程1093.90m，线路纵坡为单面坡，纵坡为－ 1.84%。

隧道以Ⅲ、Ⅳ、Ⅴ级围岩为主，其中Ⅲ级围岩占比54%，

Ⅳ级围岩占比33%，Ⅴ级围岩占比13%。

3　高速公路隧道施工测量技术要点

3.1施工放线

施工放线是隧道施工时的关键任务，这一工作的开

展是为了保障平面、竖直面掘进方向的正确性，在此过

程中，有关人员还需要参照相应的图纸设计，来使得各

个构筑点的位置与设计要求相符合。施工放线是隧道施

工中最为基础性的工作，其放线呈现出频繁性与重复性

的特征，由于隧道洞内控制点的距离相对较长，难以符

合实际的放线要求，针对这一情况，在洞内导线控制网

基础上，可以利用支导线来确定两个临时控制点，随后

经由后方交会来完成相应的放线测量工作。

施工放线的主要目的是明确隧道的平面和竖直的挖

进方向，在具体工作中需要充分结合具体的图纸，以确

定构筑点的位置。施工放线过程较为繁琐，而且重复性

较高。因为洞内控制点一般距离较长，难以满足日常的

工作需求，所以需要在设置洞内控制网的基础上，使用

支导线的方式测量临时控制点，并结合后方交会方式进

行施工放线测量。在开挖线测量以及拱架支护测量的工

作中，必须保证随时进行测量，以减少工序的衔接时间，

从而保证施工进度。

3.2防排水

防排水作业的设计理念为防、排、截、堵四工序

相结合，以因地制宜为作业理念，开展全面治理与防护

工序，达成防水目标，保障工程排水通畅性。作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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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依据作业设计与相关规范内容综合开展排水盲管、无

纺布等程序。环向盲管安装方式如下：在喷射完成的混

凝土表面，给予划线定位操作，以线位布设为作业原

则，依据洞壁实际情况加以调整，主要参看洞壁的渗水

问题，尽可能地在喷射位置布设线位，保障线位顺利通

过出水位置。沿线布设的材料选择为PE板窄条（规格为

8cm×20cm）、水泥钢钉[1]。将环向盲管作业于初喷混凝

土的表层位置，保障钢钉间距在30 ～ 50m范围内。

3.3贯通误差预计

高速公路隧道施工的过程中，贯通误差是不可避免

的，这一情况往往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的，为了将隧道

贯通误差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相关人员在测量施工的

过程中，必须要遵守相应的施工要点。贯通误差主要表

现为隧道相向开挖时，贯通面的中线点并未完全重合。

贯通误差与其他类型的误差有所不同，其往往是在隧道

贯通以后才能够确定，针对这一特性，在实际的施工过

程中，施工人员往往需要结合现场的具体情况，进行贯

通误差的预先估计，根据其预先估计结果，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指导隧道的贯通施工作业，为隧道工程的质量目

标实现提供保障。根据贯通误差产生方式的差异性[2]，

主要包含了横向、纵向、高程与平面误差，纵向误差主

要指的是与贯通面垂直方向上的分量误差，横向误差

就是与贯通面平行分量的误差，无论是何种误差，其

对于隧道正常的施工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

误差超过相关标准时，隧道甚至会出现严重的施工质

量问题。

3.4支护

隧道开挖作业完成时，结合围岩等级的差异，及时

依据作业设计开展支护工艺，保障围岩自承力的规范性。

支护工程的作业形式以喷锚、挂设钢筋网两个工艺相结

合形成初期支护主体，如若地质条件不佳，应架设型钢

钢架，增强支护效果。支护工程中，作业工序有喷射混

凝土、砂浆锚杆、中空注浆锚杆、钢筋网、钢架[3]。其

中钢筋网作业的具体流程如下：制作网片，将半成品网

片良好拼接，提升挂网效率；依据网片规格、锚杆布置

的具体情况，网片重量应不大于50kg，并为其配置带钩，

便于挂设；挂网期间，应保障网片与岩面连接的稳定性，

提升铺设的平整性，网片搭接长度应大于规范数值；挂

网完成时，焊接网片与钢筋、锚杆头，使其形成牢固状

态，防止网片晃动，提升支护作业效果。

3.5建立隧道测量坐标系统

在建设高速公路的过程中，多数曲线隧道的长度超

过500m，甚至部分隧道的直线长度超出1000m，针对这

种情况，需要在明确贯通精度要求的基础上确定坐标系

统。为此，需要综合考虑施工方案、两端线路能否合理

衔接这两大重要问题，同时结合实际施工需求，合理选

择平面坐标系统。通常来说，需要独立建立坐标系统，

同时为了保证施工更加的便捷，会应用到常规测量网，

建立完善的平面坐标系统，为测量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

3.6洞外控制测量

在洞外控制测量的过程中，对直线隧道以及曲线隧

道的长度及贯通精度也有一定的要求，只有保证其符合

要求，才能进行平面测量设计。为顺利开展洞内测量，

洞外测量时需要做好洞口的引测投点，并按照施工设计

要求测设控制网。常用的洞外控制测量方法有以下几种。

3.6.1三角锁法

（1）三角锁适用于只考虑横向贯通精度的情况，该

方法的关键在于布设角度测量网、边测量网、边交网。

（2）与洞口连接线同向布设三角锁，以三角点为洞

口投点，尽量减少所需三角形数量，确保三角形总数在

12以内，布设位置见图1。

图1　三角锁布设示意图

3.6.2中线法

（1）洞顶直接定线，通过间隔设置控制桩精确标示

中线，基于中线开展隧道洞内测量，中线法适用直线隧

道，操作过程见图2。

（2）如图2所示，图中点B、C和D是隧道洞顶部的

中线控制桩点，点A和点E的共线是定测线路的中线。

图2　中线法示意图

3.7监控量测

在高速公路隧道施工作业中，为了保证施工安全，

需要对围岩进行监控量测，以掌握围岩稳定状态、支护

结构的合理性，为在施工中优化施工方案及为施工工艺

提供依据。该方法为隧道施工安全提供最大程度地保障。

监控量测采用信息化技术，自动采集数据，自动成图分

析测量数据，自动预警，在一定程度上使施工测量作业

的效率提高，减少了人工测量存在的误差，对测量精度

有一定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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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隧道测量的安全措施

由于隧道施工的特殊性，在整个的施工过程中常常

存在着诸多的安全威胁，为了避免隧道施工时各种安全

事故的发生，在实际的隧道施工时，必须要加强隧道测

量的安全管理，在正式的测量工作开始之前，必须要做

好对测量人员、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隧道测量时的安

全管理极为重要，为保障测量的安全性，需在测量工作

中密切观察测量仪器的变化，避免仪器异常所造成的安

全威胁。在仪器的架设过程中，必须要严格遵循相应的

安全要点，保持仪器安装、架设的规范性。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的高速公路网络日益完善，

这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隧道施工

是高速公路施工时的重要环节，这一环节施工的技术难

度更大，主要是由于隧道区段的施工条件恶劣，对各个

施工环节的技术要求很高，且施工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

安全隐患，为了保障隧道施工能够符合相应的标准与要

求，必须要做好隧道施工的测量工作，利用先进的测量

技术，获得全面、精确的隧道施工数据，保障各项隧道

施工作业的安全、高效进行，达到施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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