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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工程概况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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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理位置及地质条件

地理位置

本隧道位于XX省XX市境内，是连接

两地的重要交通通道。隧道穿越地区

地形复杂，山势险峻，施工难度较大。

地质条件

隧道穿越地层主要为砂岩、页岩、泥

岩等，局部存在断层、破碎带等不良

地质条件。同时，隧道内存在低瓦斯

赋存，对施工安全带来一定挑战。



隧道全长XX米，净宽XX米，净高XX米，设计时速XX公里/小时。隧道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

荷载等级为公路-I级。

设计参数

隧道采用复合式衬砌结构，初期支护采用喷射混凝土+锚杆+钢筋网片，二次衬砌采用模筑混凝土。隧道内设置

排水系统、通风系统、照明系统等附属设施。

结构形式

隧道设计参数与结构形式



低瓦斯隧道施工特点及难点

低瓦斯隧道施工需要特别注意瓦斯防治和通风管理。在施工过程中，应加强瓦斯监测和

通风设备的维护，确保隧道内瓦斯浓度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施工特点

低瓦斯隧道施工难点主要包括瓦斯防治、通风管理、隧道开挖与支护等方面。由于隧道

内存在低瓦斯赋存，施工过程中容易发生瓦斯爆炸等安全事故。同时，隧道开挖与支护

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安全风险。因此，在低瓦斯隧道施工中，需要采取一系

列有效的技术措施和管理手段，确保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

施工难点



施工前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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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勘察

进行详细的地质勘察，了解隧道

穿越地层的岩性、构造、水文地

质条件及不良地质现象，评估瓦

斯赋存和涌出情况。

瓦斯检测

在隧道进出口及洞内适当位置设

置瓦斯检测点，定期检测瓦斯浓

度，确保施工安全。

危险源辨识

根据地质勘察和瓦斯检测结果，

辨识潜在的瓦斯危险源，制定相

应的防范措施。

地质勘察与瓦斯检测



施工方案设计

根据工程实际情况，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包括
开挖方法、支护方式、通风系统、排水系统等。

方案评审

组织专家对施工方案进行评审，确保方案的安全性、
可行性和经济性。

安全技术措施

制定针对性的安全技术措施，如瓦斯防治、防火、防
爆等，确保施工过程中的安全。

施工方案设计与评审



材料设备采购

根据施工方案和进度计划，及时

采购所需的材料和设备，确保施

工顺利进行。

储备安排

对易损件、关键设备等进行适当

储备，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

况。

材料设备检验

对采购的材料和设备进行严格的

质量检验，确保其符合相关标准

和规范要求。

材料设备采购与储备安排

030201



隧道开挖方法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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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条件、隧道长度、断面尺寸、工期要求、
设备条件及技术水平等。

选择依据

优点为适用性强、开挖成本低；缺点为对围岩
扰动大、超挖欠挖难以控制。

钻爆法优缺点

优点为开挖速度快、对围岩扰动小；缺点为设备成本高、对地质条件适应性相
对较差。

机械掘进法优缺点

开挖方式选择依据及优缺点比较



操作流程
测量放样、钻孔、装药、爆破、通风排烟、出渣、支护。

注意事项
严格控制钻孔精度和装药量，确保爆破效果；加强通风排烟，降低洞内有害气体浓度；及时支护，确

保施工安全。

钻爆法开挖操作流程及注意事项



VS

适用于软岩、中硬岩及部分硬岩地层的

隧道开挖，特别适用于长隧道和特长隧

道的施工。

优势分析

开挖速度快，效率高；对围岩扰动小，有

利于保护围岩稳定性；减少超挖欠挖现象，

降低工程成本。同时，机械掘进法还可以

与钻爆法相结合，形成综合开挖方法，进

一步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

应用场景

机械掘进法应用场景及优势分析



支护结构施工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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