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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高速公路隧道设计关键技术

盖志伟  王轩隆  

郑州华路兴公路科技有限公司..河南..郑州..450000.

【摘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对于城市间连接的交通线路也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但我国由于国

土面积辽阔，地质地貌较为复杂，在进行高速公路的施工过程中往往要进行隧道工程来保证交通线路的效率，文章

通过对山区高速公路的隧道建设过程进行深入的探讨，对我国今后类似隧道的建设有着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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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民经济水平快速发展，这也对交通线路的建

设提出了一定的挑战，高速公路作为公路建设中较为高

效的通行方式，但其较高的施工难度，导致目前有很多

的山区高速公路隧道工程还没有正式开展。相对于其他

国家来说，我国国土面积辽阔且地形更加复杂，这就要

求我们必须有着过硬的公路建设技术来保证我国经济的

平稳快速发展，在隧道技术上我国发展较为迅猛，但隧

道工程由于当地地质地貌环境的差异工程的难度不尽相

同，施工的安全性受到巨大考验。

1 提升公路隧道地质勘察质量
为了保证山区高速公路工程能够保证较为优质的设

计质量，首先要对当地的地质地貌情况进行较为详细的

勘察工作，贯彻地质超前预报工作。山区公路隧道往往

周围的主要地质环境为岩石，因此围岩地质条件和隧道

的开挖位置对于隧道的设计工作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

工程地质条件的准确判断是保证公路隧道工程质量的重

要前提。在进行山区公路隧道勘察的过程中，航测遥感

技术是目前较为先进的勘察手段，此技术可以对当前区

域中的地质结构稳定程度以及隧道中特殊围岩情况进行

较为清晰的勘查工作，以岩体力学为基础，保证隧道选

址的科学、安全。相关设计人员要保证方案的可行性，

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通过前期较为完备的勘察工作，将隧

道安置于岩性较为稳定的区域中，避免将隧道放置于水

文条件差或是岩性条件较差的区域，保证隧道设置的安

全、合理。如果在工程设计中不可避免的要通过地质条

件较差的区域，可以提前对现场的地质环境以及水文环

境进行较为详细的调查工作，将区域内较差的地质条件

给工程造车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的程度，同时利用各种

措施对工程质量进行有效改善，提高工程的安全系数。

由于围岩分级的精准程度对工程实际施工过程中有着较

为明显的影响，因此在进行分级的过程中要求必须遵守

相关的要求规范。

2 隧道整体设计
进行山区的隧道设计过程中，要关注对山区周边生

态环境的保护工作。山区中大部分地区地形较为狭窄，

生态环境相对较为脆弱，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要尽量避

免不可再生资源的规划。进行隧道的设计时，在满足了

公路路线要求的同时，也要结合实际的地形、地质条件

进行综合规划，进行规划时要适度进行直线、曲线的规

划，将隧道功能与当地周边的实际环境进行良好的结合，

在以保证道路施工安全为前提，选择更为环保的隧道建

设线路，保护生态的同时提高工程的安全程度。进行隧

道的整体设计期间，要遵循全寿命周期的成本控制方法，

增强工程建设的可行性，在符合整体线路方向的情况下，

通过隧道进行部分区域的调整控制。根据以往隧道设计

工作的总结，低线方案线路往往在地形、地质方面呈现

出较为卓越的效果，但由于隧道长度较长，需要投入更

多的人力物力成本进行施工和维护，相对需要跟多的资

金成本。而高线方案的施工过程中，首先要先进行提坡，

一般来说这种隧道的长度都比较短，但会降低相应的线

路标准，周围的地质情况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两种

线路各有优劣，在进行隧道工程设计的过程中，要根据

现场的实际情况，对于实际路线的使用问题进行综合性

考虑，保证隧道建设的整体安全程度。在中隧道和短隧

道的设计过程中，首先要遵循相关的线路布置要求，根

据隧道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分析，高速公路的普遍施工

方式为分离式施工，可以根据经济、技术等方面进行综

合情况分析，选择较为合理的施工方法。若线路位置在

沟谷交错且下切趋势较为明显，线路容易形成隧道群，

在进行施工的过程中可以使用线路内移裁弯的方法，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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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缩减成本过度追求过段的隧道长度对工程的安全稳

定会造成极大的威胁。

3 洞口段线形设计
通过分析近年来的交通事故发生情况来说，很多与

隧道有关的交通安全事故都是在隧道引道或是隧道的前

200m发生的，这种特点在隧道交通事故中具有普遍性。

在驾驶人员的驾驶过程中，进入隧道时驾驶员会有短暂

的失去视野的状态，在驶入和驶出隧道时都会产生这种

情况，由于光线的变化，导致驾驶员的反应速度降低，

视觉上不能适应光线的强弱变化，所以在隧道内频发各

类交通事故。在隧道的建设过程中为了加强隧道的安全

性，在进行隧道设计的过程中，保证隧道的线性连续性，

在隧道的进出口位置进行平纵线型施工处理，保证驾驶

人员能够较为平稳的应对光过渡情况，提升车辆行驶的

安全系数。

在某隧道工程中，其洞口位置线性为直线，因此在

各类外部因素都满足的情况下可以进行线性施工。但相

对来说山区的自然环境相对较为复杂，在进行施工的过

程中也坑能遇到各种突发性问题，所以要求洞口布置较

为缓和的曲线。

4 防排水设计
在进行山区高速公路的设计过程中，要根据放、排、

截、堵四个方面开展相应的施工工作，让隧道内长期保

持畅通的状态，有助于今后更好地进行维修维护工作，

在施工过程中涉及到部分不可替代的换防排水材料时，

要选择相对材料寿命较长的材料进行使用。进行隧道防

排水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的生态环境条件，隧道

工程往往会涉及较大的工程规模，对于当地的水文地质

或生态环境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若隧道中不能进

行排水那么可以使用堵水或限量排放的方式，根据区域

的实际情况，保证设计的合理性。

5 隧道衬砌结构
隧道的横断面大小以及横断面的质量对于今后隧道

的实际运行质量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且隧道工程造价

也与其息息相关。在进行隧道的设计规划时，首先要符

合限界要求标准，降低负面效应造成的效果，从根源上

完善隧道的结构受力方式。在进行隧道结构的设计过程

中，车辆通行的安全性以及隧道运行的耐久性都是需要

相关设计人员进行分析的因素。一般隧道结构形式不但

在洞口处有明洞，而且还通过复合式衬砌结构进行施工，

提高了工程的标准化程度，提高工程质量。

6 断流层破碎带处理方式
在遭遇断层或溶洞等类似不良地质时，需要进行较

为详细的勘察，探查清除断层和溶洞的具体位置及规格，

通过对各种勘察信息的分析汇总，制定出较为合理的加

固施工方案，防止施工中出现各类安全隐患。如果相应

的加固措施仍然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可以更改施工方案，

进行绕行。在隧道路线的规划过程中要远离不良地质，

防止不良地质给工程带来各类工程安全问题。若发现有

断裂带时，要立即对该位置的超前地质预报进行完善，

将断裂构造和形式进行全面分析，通过双层超前小导管

对断层破碎带进行加固。此外还要观察周围的水文地质

情况，地下水较为丰富的区域要使用帷幕灌浆保证工程

的防水性能，保证施工的安全可靠。

7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山区高速公路隧道设计过程中各类问题

进行全面分析，并给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对于行业中类

似的隧道施工工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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