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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如何做好隧道工程施工质量管理 

禹梓皓 

（中国水利水电第七工程局有限公司  四川  成都  610000) 
 

【摘  要】在我国的隧道工程施工中，加强对于施工过程的质量管理，提高隧道施工工艺才能满足现阶段的我国隧道施工要求，保证隧道

施工质量。本文分析了隧道工程施工中存在的质量管理问题，并根据相关的问题提出了优化隧道工程质量管理的措施，为我国的隧道工程

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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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公路、铁路等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隧道施工占据着

交通建设项目的重要地位。而在我国的隧道工程施工中，由于我国

地形条件和施工条件的限制，给我国的隧道工程建设带来了一定的

影响，因此，在隧道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加强对于隧道施工质量控

制与管理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这就需要相应的施工人员对施工环

境及要求等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和管理标

准，全面的落实才能保障隧道工程的施工质量，保证施工过程中的

安全性及可靠性。 

1.隧道工程施工特点 

1.1 容易发生塌方事故 

由于我国的地势环境和水文条件的影响，在隧道工程施工时经

常会遇到一些施工中的难题。如果在隧道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没

有采用合理的保护措施及防护措施，在隧道施工时就会很容易出现

山体塌方的现象，特别是在隧道的开挖后，受到外力的影响，如果

不能及时的采取防护措施，就会造成隧道周围的围岩发生变化，从

而造成严重的塌方事故。 

1.2 施工过程隐蔽点多 

在隧道的施工过程中，施工地点的选择和施工过程只能通过施

工图纸来观察施工效果，而在施工效果的观察和评价的时候，由于

隧道施工过程中隐蔽性，施工人员很难从施工现场做出准确的判

断，这就使得工程技术人员在施工隐患问题的查找过程中，存在着

一定额困难，同时，在施工问题的解决上施工人员也很难通过分析

表面的原因来找到相应的解决措施。 

1.3 施工环境十分恶劣 

在实际的隧道工程施工中，受各种施工恶劣环境的影响，给我

国的隧道建设工作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同时，在隧道工程的施工

时，施工环境比较小，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问题，给隧道工

程的施工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这就要求不断的提高隧道工程的施

工工艺要求，多种施工工艺或者创新性的施工工艺的实施，才能满

足隧道工程的特殊情况作业要求，降低隧道工程施工过程中的难

度。 

2．现阶段，我国隧道工程施工质量管理存在问题 
在我国的隧道工程施工管理过程中，受多方面影响因素的影

响，会导致施工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影响隧道工程的施工质

量。 

2.1 隧道开挖过程存在施工质量问题 

在隧道工程的施工过程中，造成隧道开挖的质量问题主要是在

支护过程中喷射混凝土时所产生的滞后问题，给隧道的边墙产生一

定的影响，使得边墙缺乏一定的稳定性。如在隧道的施工开挖过程

中，没有及时的对初期的施工制定一定的支护喷锚方案的话，就会

造成在后续的隧道开挖过程中无法进行开挖范围的有效控制，从而

使得隧道后期出现欠挖或者超挖的情况，无法满足隧道工程的施工

质量标准，从而产生一定的安全质量隐患。 

2.2 隧道工程防水施工时造成的质量问题 

在隧道工程的施工过程中，为了使得隧道工程更加的安全稳

定，在实际的隧道施工过程中，为了提高施工质量需要根据施工现

场的实际情况，结合先进的防水施工工艺和采用良好的防水材料来

对隧道工程进行防水处理，这就对隧道工程的防水材料和防水效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实际的隧道工程施工中，如果存在着防水

材料达不到相应的设计标准或者说在施工时存在着部分漏刷的话，

就会给隧道施工的质量问题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在隧道工程的施

工质量管理过程中为了防止意外的事故的发生，就需要加大对于防

水工艺的重视程度。 

2.3 隧道工程支护造成的质量问题 

在隧道工程施工过程中，隧道支护工作是保证隧道工程安全施

工的重要保证。而在实际的隧道工程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在隧道

开挖时采用钢拱架的形式，这种开挖方式很容易造成隧道边墙角出

现欠开挖的情况，从而无法确定具体的围岩情况，便不能进行合理

有效的开挖，或者在开挖过程中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支护措施，就

会导致混凝土中存在着一定的岩石，从而使得混凝土达不到施工质

量要求，因此，在隧道施工的支护过程中，加强对于相关的围挡措

施的应用，减少支护的脱离问题，才能提高隧道施工工程的施工质

量。 

3.加强隧道工程施工质量管理优化的策略 

3.1 加强隧道工程质量管理人员的组织管理工作 

在隧道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加强施工质量管理人员的组织工作

是保证质量管理制度顺利执行的保证，在隧道工程的施工过程中，

施工质量管理人员可以结合着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相应的

技术变更及管理工作，在遇到不良地质时，可以及时的做好相应的

质量管控工作，同时在施工新技术的引进过程中，施工质量管理人

员可以很好的起到管理工作，从而提高隧道工程的施工质量。另一

方面，施工质量管理人员加强自身的质量管理意识的同时还能为相

关的施工人员树立良好的带头作用，从而激发整个施工团队人员的

质量意识，提高隧道工程的建设质量。 

3.2 加强对于隧道工程施工材料的管理工作 

在隧道工程的施工过程中，良好的材料特性是保证施工质量的

基础。这就需要在隧道工程的施工过程中，要加强对于相关施工材

料的管理工作，从而提高隧道工程的施工质量。在施工材料的检测

过程中，相关的人员要熟悉相关的材料检测规范，明确相关材料的

检查方式和检查内容，从而在材料的管理上能够选用符合建设工程

需要的材料，严禁杜绝投机倒把的行为，杜绝不合格材料的使用，

提高整体隧道工程的施工质量。 

3.3 加强对隧道建设工程合理方案的制定工作 

为了加强对于隧道工程的建设质量管理，在实际的隧道工程施

工中，就需要制定合理的施工方案，同时采取相应的监管措施，在

施工中按照合理的施工方案来组织施工工序和施工流程，在施工中

根据不同的施工内容制定相应的质量监管和质量检测方案，在施工

中严格按照施工检查方案进行监测，确保相关的检测内容能够符合

相关的工程质量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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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有地方特色的植物选择 

在园林工程建设过程中，我们通常采用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乡

土植物进行设计，这样可以突出当地城市的特色，更好地反映城市

的特色和习惯。它是园林技术中最常用的设计手段。 

（3）选择具有传统和现代文化的植物 

设计师可以在园林工程建设中选择一些具有传统和现代文化

意蕴的植物，使城市的文化遗产得到充分的展示，达到创造植物意

境的目的，也能给人一种美感，激发人们的联想，使整体充满活力

的城市。 

4.5 植物配置形式 

(1)模纹形式。利用矮生植物，根据一定的格局，相应的格局由

植物格局构成。具有一定韵律的模具排样，不仅能展现其优美的艺

术形象，而且能表达一定的主题思想。 

（2）雕塑形式。雕塑是时代精神和文化状态的体现和象征。

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在用雕塑塑造自己城市独特的人文景观，力求精

神的表达和环境的改造，从一个侧面反映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和地区

的文化内涵。 

（3）布置形式。从海拔高度上可分为森林群落排列、单层排

列或简单疏林草地排列等，从平面上可分为各种不同形状的排列，

如曲线波浪排列、正方形排列、矩阵排列或一些特殊形状的排列。 

4.6 植物的大小 

（1）小乔木。最大高度为 4.5m～6m 的植物为小树和装饰性植

物。小乔木的渗透性可以在垂直面上指示空间边界，使空间更加深

远。它还可以作为一个焦点和一个构图中心，比如在建筑前面的小

广场上，靠近人口和景观空间的尽头。这种植物适用于面积有限的

小空间，或要求更精细的地方。 

（2）灌木。最高高度为 3～4.5m，称为高灌木，最高高度为

0.3～1m，称为矮灌木。在景观中，灌木就像一堵墙，可以在垂直

面上形成空间的封闭。高高的灌木可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走廊状空

间，将游客的视线和动作直接引向终点站，比如在纪念性公墓，这

样可以衬托出一种安静的氛围。灌木也可以代替坚硬的和不变的墙

和栅栏，形成绿色屏障。低矮的灌木可以限制和分隔空间，而不会

挡住视线。例如，在人行道或小径两侧种植低矮的灌木，既不会影

响行人的视线，又能引导行人的方向。 

（3）地被植物。地被植物的高度一般在 15 厘米到 30 厘米之

间。不同的地被植物有不同的形状、颜色和纹理，它们可以暗示空

间边界，衬托出主景观，连接起独立的景观元素。地被植物通常种

植在开阔草坪的边缘。 

4.7 植物表现手法 

（1）植物根据空间环境主题的不同内容，创造相应的氛围，

表现出与环境主题相协调的意境美，即衬托手法。即通过植物造景

强化环境主题，与其他造景元素一起，形成意味深长、突出突出的

环境特征，如劲健或含蓄、洗练或典雅、雄浑或清漪、亲切或雄伟、

幽雅或壮丽、轻灵或沉重、宁静或动荡、精致或粗犷，在有的时候，

甚至神秘、不安或恐怖，这些都可表现为意境主题的内容。[5] 

（2）直接手法。利用植物品种的自然和生态属性进行栽培，

创造植物的自然和生态美，创造植物造景的意境，是一种直接的方

法。 

（3）模拟手法。通过对被表现对象实体的分析，将被表现对

象的主题通过实体的形状来反映，如图案、雕塑以及由植物组成的

各种平面和立面图案。 

3 结论 
在园林绿化工程设计过程中，植物造景技术是最关键的工程技

术。在实际工作中，设计师需要根据每种植物的特点进行合理的分

析，然后运用一系列的配置技术进行设计，从而创造出最佳的景观

效果。此外，设计师还需要运用多种表现手法，将植物的美感带出

来，使整个城市充满生机和活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空气质量，

实现城市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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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严格执行隧道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流程 

隧道工程竣工后，要加强对于隧道工程竣工验收工作的检验工

作，在竣工验收过程中，严格的执行相应的竣工验收检测流程，在

隧道的相关施工程序，如洞口工作、洞身衬砌等工作进行严格的检

验，切实的做好相关的竣工验收工作，对于不达标的工程及时的提

出相应的更改方案，切实的做好相关的隧道工程的施工质量管理工

作。 

4.结论 
综上所述，在隧道工程的施工过程中，加强对于隧道工程的施

工质量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对于提高隧道工程的施工建设质

量，保证隧道安全的重要保证。隧道施工相关单位在隧道工程的施

工中，结合实际的工作需要，制定严格的隧道施工质量管理质量，

加强对于施工过程中各个阶段的质量管理工作，保证隧道工程的相

关项目施工质量，从而提高施工的安全性和工程质量，为我国的经

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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