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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基坑开挖对武汉长江隧道影响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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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临近武汉长江隧道的华电集团华中总部研发基地基坑项目为研究对象,采用岩土、隧道结构专用有限元分

析软件 MIDAS/GTSNX对该基坑施工过程中的９个施工工况进行模拟,得到基坑开挖完成后的地层、连续墙、隧
道变形情况以及基坑开挖前后的隧道应力情况,并进行分析,得出模型的建立是合理可行的,且基坑开挖、支护变

形带动坑外土体位移,引起临近基坑侧隧道产生水平位移最大值为４１７mm;隧道的应力值与基坑开挖前的变化

不大,在安全范围内.
关键词:深基坑;基坑开挖;长江隧道;数值模拟;变形;应力

中图分类号:TU７５３．１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７４２８(２０１８)１２－００５３－０５
NumericalSimulationofInfluenceofADeepFoundationPitExcavationforWuhanYangtzeRiverTunnel/DENGKai１,HU
FuＧhong２,CHENJianＧgang１,ZENGJiＧwen２,HE Hao２ (１．HubeiHuabinRealEstateCo．,Ltd．,Wuhan Hubei
４３００７２,China;２．WuhanGeologicalProspectingFoundationEngineeringCo．,Ltd．,WuhanHubei４３００７２,China)
Abstract:TakingsomefoundationpitprojectofhuadiangrouphuazhongheadquartersR&DbaseadjacenttotheWuhan
YangtzeRivertunnelastheresearchobject,thefiniteelementanalysissoftwareMIDAS/GTSNXofrockandsoilstructure
wasusedtosimulatethenineconstructionconditionsduringtheconstructionofthefoundationpit．ThedeformationofforＧ
mation,diaphragmwall,andtunnelafterthecompletionofthefoundationpitexcavationandthetunnelstressbeforeand
afterfoundationpitexcavation,wereobtainedandanalyzed．Theresultsshowthatitwasreasonableandfeasibletoestablish
themodel;thefoundationpitexcavationandsupportsoilproducedthesoildisplacementoutsidethepitwhichcausedthe
maximum４１７mmhorizontaldisplacementofthetunnelnearthefoundationpit;thestressvalueofthetunnelandthe
changebeforetheexcavationofthefoundationpitwerenotsignificantandwithinthesaferange．
Keywords:deepfoundationpit;excavationoffoundationpit;YangtzeRivertunnel;numericalsimulation;deformＧ
ation;stress

１　工程概况

１．１　工程基本情况

华电集团华中总部研发基地项目位于长江一

桥、长江二桥之间的武昌滨江商务区,临江大道以

东、过江隧道以北.拟建项目临近武汉长江隧道,地
下室外边线距离隧道结构净距离最近为３５９m,地
下室基坑最深处为２３４m.基坑开挖临近的武汉

长江隧道为盾构法施工段.拟建基坑距离隧道较

近,且基坑深度临近隧道顶部.

１．２　工程地质条件

拟建场地属长江右岸一级阶地地貌,场地原为

煤场,经 人 工 整 平,现 地 形 较 平 坦,地 面 高 程 在

２３７０~２８０３m(依孔口高程计),高差为４３７m.
场地内分布的地层有人工填积(Qml)层、第四系全新

统冲积(Qal
４)层和志留系坟头组(S２f)岩层.

根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拟建场地区域内土层

有①１ 杂填土、③１ 粉质粘土(可塑)、③２ 粉质粘土

(软塑)、④淤泥质粉质粘土(流塑)、⑤粉质粘土夹粉

土、粉细砂(软塑)、⑥１ 粉细砂(中密)、⑥２ 粉细砂

(密实)、⑧１ 泥质砂岩(强风化)、⑧２ 泥质砂岩(中风

化)等,基坑土层参数如表１所示.

２　基坑支护设计

拟建项目地下室底板面标高为－１８８００m;底
板底标高－１９９００m.其周边环境非常复杂,紧临

长江,有重要的建筑物,有重要的公共交通设施,基
坑支护设计需考虑变形、地下水控制、监测等重要技

术要求必须满足隧道、堤防及周边管线和房屋的变

形要求.根据工程的边环境、工程条件和地层情况,
结合武汉地区很多成熟的基坑施工经验,经过多种



表１　基坑土层参数

地层
代号

岩土名称
天然重度

γ/(kN
m－３)

承载力特
征值fak/

kPa

压缩模
量Es/
MPa

粘聚
力ck/
kPa

内摩擦
角φk/
(°)

①１ 杂填土 １９００ ８ １８
③１ 粉质粘土 １９１０ １３０ ５５ ２０ １１
③２ 粉质粘土 １８４０ ９０ ４０ １７ ９
④ 淤泥 质 粉 质

粘土
１８２０ ８０ ３５ １５ ７

⑤ 粉质 粘 土 夹
粉土、粉细砂

１８５０ １１０ ５５ ２０ １０

⑥１ 粉细砂 １９５０ １８０ １７０ ０ ３３
⑥２ 粉细砂 ２０００ ２７０ ２５０ ０ ３６
⑧１ 泥质砂岩 ２２６０ ５００ (４４０)

⑧２ 泥质砂岩 ２５３７ (１２００) 不可压缩层

方案比选,对本地下室基坑支护采用“二墙合一”地下

连续墙方案.地连墙同时兼做地下室外墙,墙厚１０
m;设置３层临时水平钢筋混凝土内支撑.如图１所

示:地下连续墙采用嵌岩落底式地连墙,在连续墙外

围墙段接头处设置高喷止水,隔断基坑与周边地下水

图１　基坑支护结构

的联系.同时设置一定数量的备用降水井以疏干基

坑内积水和作为应急之用.基坑采用的是全落底封

闭式围护结构,降水对基坑及隧道变形影响不大,未
考虑降水井的影响.

３　模型的构建

３．１　模型的选取与建立

本次采用岩土、隧道结构专用有限元分析软件

MIDAS/GTSNX进行三维数值模拟计算分析拟建

项目基坑施工对已建长江隧道的影响,隧道结构管

片连接采用壳弹簧模型.
由于岩土材料物理力学特性的随机性和复杂

性,要完全模拟岩土材料的力学性能和严格按照实

际的施工步骤进行数值模拟是非常困难的.在建模

和计算过程中,应考虑主要因素,忽略次要因素,结
合具体问题进行适当简化.在数值模拟中假设围岩

土体材料为均质、各向同性的连续介质,假设其为理

想弹塑性材料.
根据地质勘察报告,计算模型的相关参数如表

２所示.

表２　基坑土层的材料参数

地 层 岩 性 或 材 料
容重/
(kN
m－３)

弹性
模量/
MPa

泊
松
比

内摩
擦角/
(°)

粘聚
力/
kPa

①１ 杂填土 １９００ ２０ ０４７ １８ ８
③１ 粉质粘土 １９１０ １６５ ０４２ １１ ２０
③２ 粉质粘土 １８５０ １２０ ０４１ ９ １７
④淤泥质粉质粘土 １８４０ １０５ ０３９ ７ １５
⑤粉质粘土夹粉土、粉细砂 １８７０ １６５ ０３７ １０ ２０
⑥１ 粉细砂 １９８０ ５１０ ０３３ ３３ ０
⑥２ 粉细砂 ２０５０ ７５０ ０３３ ３６ ０
⑧１ 泥质砂岩 ２２９０ １３２０ ０３０ ４０ １００
⑧２ 泥质砂岩 ２５５４ １００００ ０２５ ４２ ３００
钢筋混凝土支撑C３０ ２５００ ３００００００２０
地下连续墙/隧道管片结构C４０ ２５００ ３２５００００２０
三轴搅拌桩C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５５００００２０
立柱桩C２５ ２５００ ２８０００００２０
格构柱 ２０００ ２５５００００２０
地下室桩C５０ ２５００ ３４５００００２０
筏板C４０ ２５００ ３２５００００２０

根据工程经验和理论分析,考虑到基坑开挖面

积较大影响范围,所取模型范围为４００m×３００m×
６０m(X×Y×Z).在此区域模拟土层,通过激活和

钝化开挖区的土体单元、衬砌单元、围护桩及支撑,
模拟基坑及隧道施工过程,整个三维有限元计算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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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共６７６９９６个单元,１３１５３７个节点,本结构模型采

用摩尔库伦模型.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了整体模型

(图２),并模拟了围护结构及基坑支撑与隧道的关

系(图３、图４).

图２　三维数值计算整体模型

图３　模型围护结构与隧道关系

图４　模型基坑支撑与隧道关系

３．２　施工工况模拟

工况１:初始地层应力平衡;
工况２:隧道开挖及拼装管片(位移清零);
工况３:施做连续墙、三轴搅拌桩及立柱桩格构

柱结构;
工况４:开挖基坑土体到第一层支撑位置,开挖

厚度２９m,施加冠梁及第一层支撑;

工况５:开挖基坑土体到第二层支撑位置,开挖

厚度６１m,施加二层支撑;
工况６:开挖基坑土体到第三层支撑位置,开挖

厚度４６m,施加三层支撑;
工况７:开挖基坑土体到坑底２０４m 深度,开

挖厚度６８m;
工况８:开挖基坑中部加深区域土体;
工况９:施做基坑底部筏板,施加底部荷载.

３．３　基坑开挖后对长江的影响

３．３．１　基坑开挖后长江隧道的变形

按照模拟施工步骤,采用冻结单元的方法,模拟

土体的开挖采用激活单元的方法,模拟结构的施做,
并在基坑的开挖过程中,分层开挖,分步释放,避免

一次开挖引起过大的变形,得到基坑开挖完成后的

地层整体变形如图５所示,连续墙围护整体变形如

图６所示,长江隧道结构整体变形如图７、图８所

示.

图５　拟建项目基坑开挖后土层整体水平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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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基坑开往后连续墙围护水平变形

图７　基坑开挖后长江隧道结构水平变形

图８　基坑开挖后长江隧道结构水平整体变形

由图５~８可知,拟建项目基坑施工过程中,因
支护变形带动坑外土体位移,会引起临近隧道产生

水平位移和竖向位移.项目基坑开挖完成后的地层

最大水平位移２３３３mm,位于坑底加深附近基坑

侧面,竖向最大位移６３４１mm,竖直向上,位于坑

底;项目基坑开挖完成后的连续墙最大水平位移

１９６mm,位于坑底加深附近,距离隧道最近的地

方;项目基坑开挖完成后的隧道最大水平位移４１７
mm,位于隧道与基坑距离最近的位置,隧道结构向

基坑方向变形.
考虑地下工程建设施工的不确定性,且项目施

工期隧道已通车运营,隧道安全责任重大,建议拟建

项目基坑施工加强隧道监控测量措施,保证运营的

安全.

３．３．２　基坑开挖后长江隧道的应力

考虑到基坑开挖会引起隧道周围应力的变化,
影响长江隧道的应力情况,所以有必要分析基坑开

挖前后的隧道应力情况.模型计算得到的隧道弯矩

和轴力如图９~１０所示.
由图９~１０可知,基坑开挖对盾构隧道结构力

也存在一定的影响.长江隧道在基坑开挖前的最大

弯矩为４７２１８kNm,最大轴力为３４３９７４kN;出
入段线段隧道的最大弯矩为４７６８４kNm,最大

轴力为３４３６１４kN.可以发现,隧道结构由于基坑

开挖的原因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在隧道结构内引

起的是应力的变化和改变,对比隧道建成后的管片

内力和基坑开挖完成后的内力可以发现,由于基坑

的开挖,长江隧道的结构弯矩有所增加,轴力有所减

小,但改变值都比较小,所以对隧道结构的裂缝发展

影响不大.

４　结语

(１)考虑地下工程建设施工的不确定性,且项目

施工期隧道已通车运营,隧道安全责任重大,建议拟

建项目基坑施工加强隧道监控测量措施并制定基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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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基坑开挖前后长江隧道结构的弯矩

施工的风险评估方案和应急预案,以保证基坑施工

的顺利进行以及隧道通车运营的安全.
(２)拟建项目紧邻武汉长江隧道武昌岸盾构段,

地下室主体结构距隧道结构最小净距３５９m,基坑

坑底标高与隧道顶标高最小净距３６m.根据对两

者的相互影响分析,在采取足够安全措施,保证施工

及运用期间武汉长江隧道正常运营的前提下,该工

程方案可予实施.即当隧道距离基坑约１５倍开挖

深度范围外,当采取合理的支护方式,可以基本不考

虑基坑开挖对隧道的影响.
(３)通过三维数值计算分析,项目基坑施工过程

中,因基坑开挖、支护变形带动坑外土体位移,引起

临近基坑侧隧道产生水平位移最大值为４１７mm;
隧道的应力值与基坑开挖前的变化不大,在安全范

围内.
总之,拟建项目基坑工程在该设计情况及正常

施工情况下不会影响长江隧道结构安全和正常使

用.

图１０　基坑开挖前后长江隧道结构的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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