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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绪论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模不断扩大，
联络通道作为隧道间的重要连接部分，其施工安全性至关
重要。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需求

机械法施工技术具有高效、安全、环保等优点，在城市轨
道交通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施工过程中可能对主隧道
结构造成破洞等不良影响。

机械法施工技术的广泛应用

破洞响应分析能够揭示主隧道在联络通道施工过程中的受
力变形规律，为保障施工安全和优化设计方案提供理论支
撑。

破洞响应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背景和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联络通道施工对主隧道的影响进行了大量

研究，主要集中在施工方法、数值模拟、现场监测等方面，

但针对机械法施工过程中主隧道破洞响应的研究相对较少。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计算机技术和数值模拟方法的不断发展，未来研究将更

加注重精细化建模和仿真分析，同时结合现场监测数据进行

验证和优化，为联络通道施工提供更加准确的理论指导和技

术支持。

发展趋势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研究内容
本研究以机械法联络通道施工过程中主隧道的破洞响应为研究对象，通过数值

模拟和现场监测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不同施工参数和地质条件下主隧道的受力

变形规律，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和优化建议。

研究方法
采用有限元数值模拟方法建立精细化模型，模拟机械法联络通道施工过程，并

结合现场监测数据对模型进行验证和优化。同时，运用统计分析方法对模拟结

果进行处理和分析，揭示主隧道破洞响应的规律和特征。

研究内容和方法



02
机械法联络通道施工概

述



• 机械法联络通道施工：利用机械设备在地下工程中进行的
联络通道施工方法，包括盾构机、顶管机等设备的运用。

机械法联络通道施工定义



进行地质勘察、设计联络通道位置及形状、
选择适当的机械设备等。

施工准备

运用盾构机或顶管机等设备，按照设计线路
进行掘进，同时安装支护结构。

掘进施工

在掘进过程中，根据设计要求，逐步形成联
络通道的形状和尺寸。

联络通道形成

完成联络通道施工后，进行设备拆除、场地
清理等收尾工作。

施工收尾

机械法联络通道施工流程



高效性

安全性

适应性

环保性

机械法联络通道施工特点

机械化施工可提高工作效率，

缩短工期。

可适应不同的地质条件和施工

环境，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采用先进的支护结构和施工技

术，确保施工过程的安全。

减少了对周围环境的干扰和破

坏，有利于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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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隧道破洞原因及危害

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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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质构造运动、地层岩性变化、地下水等因素可

能导致隧道结构受力不均，引发破洞。

地质条件复杂

隧道施工过程中，如混凝土浇筑不密实、钢筋布

置不合理等施工质量问题，容易在隧道运营期间

出现破洞。

施工质量问题

隧道在运营期间，由于车辆荷载、温度荷载等长

期作用，可能导致结构疲劳损伤，进而引发破洞。

运营期荷载变化

主隧道破洞原因



结构安全性降低

破洞会导致隧道结构局部刚度减

小，承载能力下降，严重时可能

引发坍塌事故。

渗漏和侵蚀

破洞处容易出现渗漏水现象，长

期作用下会对隧道结构造成侵蚀，

加速结构老化。

影响交通运营

破洞会对隧道内车辆通行造成不

便，严重时需要封闭维修，影响

交通运营。

主隧道破洞危害性



按破洞形状分类

可分为圆形、椭圆形、不规则形等。不同形状的破洞对隧道结构的影响程度和范围有所不

同。

按破洞大小分类

可分为小破洞（面积小于0.5平方米）、中破洞（面积在0.5至3平方米之间）和大破洞

（面积大于3平方米）。破洞大小直接影响隧道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按破洞位置分类

可分为边墙破洞、拱顶破洞、仰拱破洞等。不同位置的破洞对隧道结构的影响程度和范围

也有所不同。例如，边墙破洞可能导致隧道侧向变形加大，而拱顶破洞则可能导致隧道顶

部坍塌。

主隧道破洞分类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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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隧道破洞响应数值模

拟分析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046144035111010141

https://d.book118.com/046144035111010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