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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公路隧道的养护及病害防治 

李富旭 

甘肃省兰州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甘肃省兰州市  730000 

摘  要：公路隧道自投入使用之后，便会不可避免的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出现渗透水、隧道冻害等问题，因此必须对公路隧道

进行养护，同时加大病害防治力度，不断完善病害防治方案，这样才能有效提高隧道的抗病害能力，进而延长隧道的使用年限，最大限度

地降低公路隧道的坏损率。本文以公路隧道为研究对象，阐述了在公路隧道中常出现的几种病害，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养护和防治方案，

方案的实施能有效改善公路隧道病害频出的问题，确保养护和防治工作有序进行，保障公路隧道运营正常，助力我国公路建设实现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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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也在公路隧道

的建设方面取得了许多不俗的成绩。可是由于中国具有复杂的水文

环境，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差异也很大，再加上有关部门对公路隧

道缺乏养护意识，导致公路隧道总会出现棘手的病害问题。病害得

不到及时解决会严重弱化公路隧道的使用功能，不利于保障行人的

安全出行，也会给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带来威胁。因此必须做好对

公路隧道的日常养护工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消除公路隧道的

病害，使公路隧道尽快恢复到正常使用状态。 

一、公路隧道的常见病害种类和成因 

公路隧道在使用过程中会因为养护工作不到位，或受自然因

素、水文地质的影响而出现多种病害问题，常见病害问题主要有衬

砌腐蚀、水害、隧道冻害以及衬砌裂损四种类型。四种病害的具体

成因如下：1、水害。水害是公路隧道中最容易出现的一种病害问

题，水害的出现会改变公路隧道的内部湿度，进而引发电路短路等

问题，导致运输事故频频出现，还容易引发其他病害。2、衬砌裂

损。这种病害的产生是因为隧道内的渗漏水、积水等问题长期得不

到解决，久而久之便出现衬砌开裂的现象，还撑大了原有裂缝，开

裂的衬砌给地下水提供了一条向外渗透的通道，使隧道内极易出现

水害，加剧了混凝土侵蚀，到了冬季还会产生冻害。3、衬砌腐蚀。

若将公路隧道建在腐蚀性较强的地质环境上，会导致衬砌背后因受

腐蚀性环境水的影响而被侵蚀，混凝土也变得十分松软，着降低了

混凝土硬度，也导致衬砌失去原有的高承载能力，缩短了隧道使用

年限。4、隧道冻害。处在寒冷地区的隧道常会受冻害的影响，冻

害出现的原因是由于隧道内部水流和围岩积水极易发生冻结，而衬

砌也随之冻裂开胀，衬砌的表面开始脱落，大大降低了衬砌结构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影响公路隧道的正常使用。 

二、对公路隧道进行养护及病害防治的具体措施 

公路隧道必须定期进行养护和防治处理，才能避免出现病害问

题，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有专门人员来完成，在养护过程中也能及时

发现隐患并解决隐患，有效延长了公路隧道的使用年限，也降低了

事故发生率，保证了人的出行安全，同时助力公路工程可持续发展。

常见的养护措施如下： 

（一）做好对公路隧道的检查工作 

公路隧道的属性相对特殊，既属于道路工程的构造物，也属于

地下工程结构。建造公路隧道涉及到的技术种类较多，工种非常复

杂，再加上公路隧道常建在崇山峻岭之处，来往的车辆无法绕行，

所以公路隧道成为了车辆通行的必经之处。若在公路隧道内总是出

现渗漏水、衬砌腐蚀等常见病害，势必会引起设施故障而造成出现

安全事故，阻碍车辆正常通行的同时也使当地的交通线路陷入瘫

痪。因此必须定期对公路隧道进行检测，工作人员要时刻秉承着“预

防为主、早期发现、及时维护、对症施救”的工作原则，对公路隧

道展开全方位的细致检查。在检查过程中要将发现的问题记录下

来，并建立专门的数据库，确定好需要加以整治的各项技术指标。

检查主要分为日常检查、定期检查、特别检查以及专项检查四种，

每种检查的目的和标准都各不相同。日常检查主要是对公路隧道的

结构破损情况以及异常情况进行检查，检查需要和道路巡查共同进

行；定期检查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检查周期，工作人员必须按照周

期对隧道结构展开全方位的监察，这次检查规模更大一些，检查后

所获得的信息资料将为日后进行隧道养护和病害防治提供依据；特

别检查主要在易出现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的地带展开，也可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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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火灾或重大交通事故后进行特别检查，有助于及时掌握隧道坏损

情况，判别出坏损的成因；专项检查的检查范围有所缩短，但加深

了检查的深度，工作人员会结合定期检查和特殊检查的结果，对隧

道重点部位进行专项检查，进一步查明隧道的实际坏损情况并评价

结构损伤情况，为后续制定防治方案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进行检查的过程中，检查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完成检查

工作，不能态度懈怠，更不能流于形式，要使用专门配备的设备完

成检查，并将检查结果详细记录下来。通过检查，工作人员能及时

获知隧道的实际坏损情况，分析出是否存在病害问题，若有防治的

必要，则需立即将掌握的病害资料上报有关部门，有关部门会立即

对公路隧道进行维护管理，使公路隧道尽快恢复到正常状态。 

（二）针对水害问题 

想要避免公路隧道出现水害，关键要做到防、排、堵、截相结

合，并根据隧道所处的地理环境，因地制宜，使四个环节自动形成

体系，彼此相互配合，共同发挥出防治水害的作用。具体的防治方

法是：①及时补充地下截水；②针对地质条件不佳的公路隧道，可

采用截留或者引排的方式防止出现隧道积水；③保证隧道内的各个

排水系统相互贯通；④在衬砌的背后围岩注浆并向衬砌的内部和基

地分别注浆；⑤针对渗漏水严重的位置，专门给此处的衬砌设置排

水系统；⑥施工缝和变形缝需要重点维护，可使用止水带或密封性

良好的材料封堵住缝隙；⑦隧道严重漏水，可对隧道进行套拱加固

处理。因此，在施工阶段和后续维护阶段都要做好相应的措施，确

保公路隧道不易受到水害的影响。 

（三）针对衬砌裂损问题 

解决公路隧道的衬砌裂损问题的前提是要将已经出现裂损问

题的衬砌结构消灭干净，也要避免裂损进一步扩大。另外，要做好

加固围岩的工作，加固衬砌和稳固岩体必须同时进行，二者共同发

挥作用。稳固围岩主要有治水稳固、注浆稳固以及支挡稳固等多种

工程措施，而加固衬砌可通过压浆加固、套拱加固、更换衬砌等方

式来完成，这些措施都能有效防治隧道出现衬砌裂损的问题。 

（四）针对衬砌腐蚀问题 

防治衬砌腐蚀必须从勘测设计阶段开始进行，现场人员通过勘

察掌握关于隧道工程的地质和水文环境资料，根据资料分析当地是

否存在腐蚀性较强的环境水，若环境水确实含有很多腐蚀性的介

质，需要查出腐蚀介质的来源和具体成分，了解腐蚀性介质对隧道

的腐蚀程度，有针对性的采取防治措施。由于公路隧道被腐蚀的原

因和条件各不相同，因此防治措施也有所区别，防治隧道腐蚀的措

施主要有：①保证衬砌具有良好的密实性和稳定性；②采用外渗加

料法克服隧道侵蚀；③涂抹耐腐蚀的水泥材料；④在衬砌的周围设

置好排水系统；⑤主要采用性能稳定并且不会与混凝土产生化学反

应的材料，将材料涂抹在衬砌的外表面，将其作为隔离防水层；⑥

砌筑衬砌的材料可使用天然石料，天然石料不易与侵蚀性介质发生

化学反应；⑦混凝土材料要有良好的抗腐蚀性。上述措施均能起到

防治衬砌腐蚀的效果，提高公路隧道的安全性能，提高隧道的质量。 

（五）针对隧道冻害问题 

冻害问题是公路隧道在冬季常会出现的一种病害。随着围岩地

下水被冻结，维护人员必须及时采取措施将水排除在冻结圈之外，

水不能再出现在冻结圈，若存在积水，便会引发冻害问题。防治冻

害要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常见措施主要有：①尽快弥补衬砌缺陷，

解决漏水问题，确保衬砌不会出现受冻情况；②重视结构层建设，

接缝处进行防水处理，注意选用抗冻性良好的防水材料；③针对隧

道内出现冻害的段落要安置好排水系统，保持系统畅通无阻，避免

在衬砌的背后出现大面积积水，及时将积水排除，阻止冻结圈之外

的水迁移到圈内；④衬砌的背后存在许多空隙，空隙用砂浆填充好，

保证填充精密性良好；⑤必须保证隧道内的排水系统和泄水沟可以

在任何季节、任何温度下使用，并且不会发生冻结；⑥针对冬季温

度过低的严寒地带，可在隧道的中心深埋一处泄水洞，专门用来处

理积水；⑦及时更换土壤，也可增加保温材料，做好防冻措施，能

起到加固隧道的效果。冻害问题必须及时解决，否则将严重损害公

路隧道的结构稳定性和安全性，上述措施针对性强，可操作性也强，

工作人员要因地制宜，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治措

施，使冻害问题能够得到根治。 

总结： 

综上所述，为保障公路隧道的质量和稳定性，相关部门必须坚

持做到预防为主、早起发现、及时维护、对症施救，要从勘察阶段、

检查阶段和施工阶段严格把关，将各种病害遏制于萌芽状态，从根

本上提高公路隧道抗病害的能力，切实提高公路隧道的质量，为人

们的出行提供方便的同时，也能助力我国公路事业发展更上一层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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