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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墅岭隧道右线出口偏压段进洞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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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桃墅岭隧道右线出口严重偏压，重点介绍在施工中采取的进洞措施，通过对比原设计方案与实际施工方案
和通过现场的监控量测，论证该方案的可行性，为今后处理偏压进洞提供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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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地质条件
1．1　地质情况

桃墅岭隧道位于皖赣省界，安徽端位于安徽省
东至县马坑乡老屋村，江西端位于浮梁县西湖乡牛
石村，为左右分离式单向行车曲线特长隧道。 隧址
区地貌单元属构造剥蚀低山，隧道走向 １８０°左右，
隧道穿越段地面标高在 １７０ ～４９０ ｍ 之间。 相对切
割深度约 ３２０ ｍ，地形上表现为山顶，山脚坡度较
缓。 景德镇端洞口（即桃墅岭隧道右线出口偏压
段）位于低山斜坡位置，山坡自然坡度 ２５°～３５°，上
覆碎石土层厚 １ ～４ ｍ，强风化变泥质粉砂岩厚一般
５ ～１０ ｍ，岩层产状 １８５°∠５５°，为近顺向坡。 但岩
层倾角较大。 两组主要节理中一组与坡向相反，一
组与坡向大角度斜交且倾向山体内侧，山体斜坡整
体稳定性较好；洞口岩石裂隙较发育，覆盖层较薄，
岩体较破碎，呈块石及块碎状镶嵌结构，完整性较
差，成洞条件难，围岩易坍塌。 右线隧道景德镇端出
口从山体一侧通过，此段发育一小冲沟，地形较陡，
易于隧道拱肩覆盖层厚度差异过大而形成偏压。
1．2　施工便道

该隧道从 ２０６ 国道安徽段 Ｋ１３５５ ＋５００ 处往西
湖乡方向走 ４畅３ ｋｍ，到桃墅店村，其中有 １畅７ ｋｍ的
砂石路面需要加固硬化处理，从桃墅店至桃墅岭隧
道口要新修 ４畅６ ｋｍ 的便道，到牛石村以前有条小
道，只需要扩宽至 ４ ～５ ｍ。 从牛石村到隧道口必须

重新修筑便道 １畅７ ｋｍ。 且该处便道施工难度大，需
要翻过几个大的山头，为了便于重车能运送材料，纵
坡不大于 ８％，并且必须硬化处理。 施工单位于
２００５年 １１月进场，由于前期协调工作滞后，１２ 月
２０日便道修至牛石村，２００６ 年 １ 月底才修至洞口。
再由于前期石料缺乏，没有硬化处理，２ 月一直下
雨，施工设备无法运至洞口。 直到 ３月 １０日设备才
运到位。
1．3　洞口场地

该隧道出口左侧有一冲沟，右侧也有一冲沟，两
冲沟在左洞出口会合形成一条峡谷，右侧洞口出口
为挖方路基，挖方有 ５万 ｍ３。 施工场地受这些因素
的影响，前期难以拓宽，非常狭窄。

2　原设计的进洞方案
桃墅岭隧道右线桩号为 ＹＫ８１ ＋１８３（江西段桩

号为 ＹＫ０ ＋６０５），出口衬砌形式为 ＹＫ０ ＋５９８ ～６０５
为 ７ ｍ明洞单压衬砌，ＹＫ０ ＋５５８ ～５９８为４０ ｍ Ⅴ级
浅埋偏压衬砌。 设计方案经优化设计后采用明洞暗
进，先在右洞出口右侧离行车道中心线 １２ ｍ处修建
Ｃ２０混凝土挡墙，施工桩号为 ＹＫ０ ＋５９８ ～５８０，然后
在挡土墙与山体之间采用水泥稳定碎石土回填夯

实，回填前先清除表面植被，腐质土，并在山体表面
开挖台阶，填料选用稳定性较好的碎石土，水泥掺量
为 ７％～９％。 拱顶覆土厚度≥３畅５ ｍ，预注浆浆液

６７ 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　　　　 　　　　　第 ３６卷第 ４期　



采用双液浆，１∶１ 水泥浆，水玻璃。 水玻璃模数 M
＝２畅５ ～３畅０；浓度为 ４３ ～４５；注浆管采用饱６０ ｍｍ ×
５ ｍｍ ＰＶＣ 打孔塑料管，埋入原地面≮１畅５ ｍ，管壁
每隔 １５ ｃｍ交错布眼，孔眼直径 １０ ｍｍ，孔心间距为
３００ ｃｍ梅花形布置，注浆压力≮２畅０ ＭＰａ。 ＹＫ０ ＋

５８６ ～５８０段挡土墙外侧采用 Ｍ７畅５ 浆砌片石反压回
填，以增强挡墙的稳定性；并在 ＹＫ０ ＋５８６ ～５７５畅５
原山体斜坡未回填处采用 ５ ～９ 排饱３２ ｍｍ 自进式
中空注浆锚杆处理，L ＝１２ ｍ，＠２５０ ×２５０ ｃｍ。 洞口
增设套拱。 具体方案见图 １。

图 １　原设计进洞方案

3　实际施工中采用的施工方案
由于前期施工便道未拉通，严重影响到后期的

工作开展。 鉴于江西的雨季来临较早，若采用设计
方案难以赶在雨季之前安全进洞。 根据现场实际测
量标高，明暗交界处 ＹＫ０ ＋５９８ 原地面中心高程为
２３１畅７０２ ｍ，此里程处隧道设计拱顶高程为 ２３５畅０３５
ｍ，设计拱顶高程比原地面高出 ３畅３３ ｍ，明洞暗进
ＹＫ０ ＋５８８ 处原地面中心高程为 ２３８畅３７１ ｍ，而此里
程处隧道设计拱顶高程为 ２３５畅０３５ ｍ，此时隧道洞
顶覆盖层厚度为 ３畅３３６ ｍ，拟定 ＹＫ０ ＋５８８里程处为
暗洞进洞里程，并在此处进行长管棚施工。 此时 １７
ｍ明洞段采用以下方案进行施工。

（１）以隧道原设计 ３１ 号管棚处为坡脚，从上到
下，分两个 １ ｍ的平台进行刷坡施工，最高刷坡高度
达 ２６ ｍ（至隧道底板），坡面及时进行挂网、喷浆，锚
杆防护，每刷坡４ ｍ左右支护一次。 此 ２６ ｍ高边仰
坡防护的稳定性直接关系到该方案的成败，必须加
强支护。 支护参数如下：锚杆长度 L ＝６ ｍ 的 饱２２
ｍｍ砂浆锚杆，局部破碎地带采用中空锚杆，间距 １
ｍ ×１ ｍ，梅花形布置。 网片采用＠２０ ｃｍ ×２０ ｃｍ的
饱８钢筋网片。 边仰坡采用 １０ ｃｍ Ｃ２０ 喷射混凝土
进行喷浆防护。

（２）隧道外侧混凝土挡墙施工，施工桩号为

ＹＫ０ ＋５８４ ～５９１，基础尺寸为：长 ８畅５ ｍ ×宽 ４畅３ ｍ
×高 ２畅６ ｍ。 墙身高度 ６ ｍ，顶宽 ２ ｍ，底宽 ３畅５ ｍ，
长 ７畅０ ｍ，外侧坡率为 １∶０畅２５，采用 Ｃ２０ 混凝土浇
筑。

（３）挡墙施工完成后，进行套拱施工。 套拱右
侧拱脚与挡墙内预埋锚固钢筋焊接牢固，左侧拱脚
嵌入围岩内，以锁脚锚杆固定。 套拱为 ５０ ｃｍ 的混
凝土，内设 ５０ ｃｍ／榀 Ｉ２０ａ 型工字钢，套拱施工完成
后进行水泥稳定土回填，挡墙外侧进行坡脚反压回
填。 套拱内预埋导向管，以方便长管棚施工。

（４）洞顶外侧 ＹＫ０ ＋５８０ ～５８８ 注浆加固，采用
饱５０ ｍｍ小导管进行，长 ８ ｍ。

（５）长管棚施工。
（６）正式进洞，采用台阶法进行，做到短进尺，

强支护，弱爆破，勤观测。 及时施工锚杆，钢拱架和
挂网喷射混凝土。 每 ５０ ｃｍ一循环。
具体方案见图 ２。

4　原设计方案与实际施工方案对比
4．1　工程量

原方案工程量：碎石土回填 ８５０ ｍ３，水泥 ２２９畅５
ｔ，Ｃ２０ 混凝土挡墙 ２９０畅０４ ｍ３ ，Ｍ７畅５ 浆砌片石 ３００
ｍ３ ，饱６０ ｍｍ ×５ ｍｍ塑料管 ４５０ ｍ，１∶１ 水泥浆 ６５０
ｍ３ ，水玻璃１４畅６２５ ｔ，饱３２ ｍｍ自进式中空注浆锚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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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实际进洞方案

８２０ ｍ。 费用合计 ３４畅５万元。
实际施工方案工程量：开挖土石方 ２７５０ ｍ３ ，

饱２２ ｍｍ砂浆锚杆２３２８ ｍ，喷射混凝土４９畅９５ ｍ３ ，饱８
ｍｍ钢筋网 ４９２７ ｋｇ，挡墙混凝土 ２１０ ｍ３ ，碎石土回
填２１０ ｍ３ ，饱５０ ｍｍ小导管４００ ｍ。费用合计２４畅５

万。 此费用还不包括因原设计需暗挖 １０ ｍ 洞身而
节省的部分。
4．2　工期

实际破土施工于 ３月 １８日开始，于 ５月 ５ 日放
第一炮进洞，耗时 ４９天。 原设计方案经测算处理洞
外部分需 ６０天左右，进洞后要掘进至 ＹＫ０ ＋５８８ 还
需要 １５天左右，总耗时要 ７５天左右。

5　结语
本文所论述的进洞方案，在桃墅岭隧道右洞实

施后，经过对洞口地表下沉，仰坡、边坡及洞内的拱
顶下沉，周边收敛的监控量测，洞口边仰坡及洞内均
无大的变形。 现正在二衬施工。 通过实践验证，这
种进洞方案是可行的，为工程节省了费用，并赢得了
宝贵的施工时间。

中国地质调查局全面部署开展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
　　枟地质勘查导报枠２００９ －０４ －０２消息　２００９年 ４ 月 １ 日
上午，中国地质调查局召开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讨论动员部
署会议，全面部署地调局系统的大讨论工作。 国土资源部副
部长、中国地质调查局局长汪民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王
宝才副局长主持会议，钟自然副局长在会上作动员报告。 局
领导王学龙、李广湧出席会议。

会议明确提出了地调局系统开展地质找矿改革发展大

讨论的目标任务、总体要求、实施步骤及组织领导的要求等。
钟自然在动员报告中，从三方面强调了本次大讨论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 他强调，在地质工作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
了深刻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地质工作的需求发生了深刻
变化、地质找矿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节点时期，迫切需要全
面深入的开展大讨论，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形成新思路，提
出新举措，推进地质工作根本转变，加快地质找矿重大突破，
努力增强对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和服务功能。

钟自然强调，中国地质调查局系统要结合自己的实际，
在转变观念、找准问题、改进管理、创新体制机制、提高服务
水平的总体目标任务下，实现四方面的目标任务：一是解放
思想，统一认识。 要在深入学习中央、部一系列指示精神，全
面分析自身问题的基础上，树立大地质、大服务理念，切实把
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部党组的要求上来，统一
到提升服务能力和促进地质找矿重大突破上来。 二是找准
问题，剖析根源。 中国地质调查局要求各单位结合各自职责
定位、工作领域，全面查找问题，系统梳理分析，深入剖析根
源，为寻求治本之策奠定扎实基础。 三是突出重点，破解难
题。 紧紧围绕加快地质找矿改革发展，着力解决体制不顺、
机制不活、创新和服务能力不强、队伍建设不到位等突出问
题。 四是完善制度，改进管理。 更新管理理念，克服业务管
理行政化、地质工作简单化的倾向，转变重立项、轻监管，重
调查、轻服务的工作方式。 健全业务推进、项目管理体系，完
善技术管理、经济管理制度，系统清理完善各项技术标准、规

范，全面提升业务技术管理水平。
在明确四大目标任务后，钟自然要求，中国地质调查局

系统各单位要按部的统一部署要求，坚持解放思想、把握正
确方向、着力解决问题、实行分类指导的四项原则，发动局系
统全体干部职工，集中专家、学者智慧，围绕思想观念、体制
机制、队伍建设、技术管理以及其他重要方面的关键问题，开
展广泛深入的大讨论，比照中央精神找差距，根据社会需求
查问题，在转变思想观念上狠下功夫，在落实中央和部党组
的决策上务求成效，遵循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
和地质工作规律，敢于解放思想，勇于超越自我，彻底解决议
而不决、久拖不决的问题，全面提升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推
进地质找矿重大突破，实现“两个更加”。

钟自然还就全系统如何开展大讨论进行了具体部署。
他明确指出，参加大讨论的范围，为局机关各个部室和各直
属单位的全体干部职工。 各单位在讨论过程中，可邀请相关
单位的专家及人员参加。

在时间安排上，地调局要按照部的统一安排，分四个步
骤。 在四月中旬前的准备动员阶段，要制定实施方案，编印
学习材料，召开动员大会。 要做到广泛发动，部署到位。 在 ６
月中旬前的第二个阶段，要全面深入系统的学习，提高认识，
统一思想，广泛讨论，总结经验教训，聚焦制约地质找矿改革
发展的突出问题，提出解决的初步思路。 要做到学习深入，
讨论聚焦。 在 ７ 月底前的第三个阶段，要针对重大问题深化
讨论研究，分层次，分领域提出解决的措施和建议。 要做到
成果可用，措施可行。 在 ８ 月底前的总结完善阶段，要对讨
论活动进行总结，形成总结报告和专报，召开总结大会。 要
做到总结全面，布局明确。

钟自然要求，一要加强组织领导，二要落实工作责任，三
要强化交流互动，将大讨论活动与推进全年工作紧密结合，
努力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按照部的统一部署，结合
实际积极推进，使这次大讨论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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