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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工程建设规模的日趋扩张,使得工程建设变得更加的复杂,为能提高线路的平顺性,在遇到山地丘陵地带之时需

要采用桥梁、隧道的方式,所以桥梁与隧道在交通工程建设中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然而隧道内车辆经过引发的振动、温差

变化引发的热胀冷缩等要素都会造成隧道混凝土形成裂缝,若是不能及时检测、治理隧道裂缝,那么就会严重影响隧道的安全

性与可靠性。基于此,本文根据某隧道工程实际情况,对隧道裂缝检查方法与结果进行分析,然后根据隧道裂缝产生的原因提出

几点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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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地大物博,各个地区的地质环境有着不同特点,隧

道建设条件也因地质环境的不同而存在着一定差别,同时设

计技术和施工技术也会对隧道建设带来深远影响。基于新时

代背景下,关于交通量的需求日益增加以及线路行驶速度的

加快,桥梁、隧道的建设长度也持续增加,也使得隧道裂缝病

害现象越发严峻,不仅会影响隧道的使用寿命,也会威胁行

车的安全。对此,为能加强交通线路运行的安全性与可靠性,

就必须要有效检测隧道裂缝病害,然后有针对性、有目标性

的加以治理,从而为提高隧道质量保驾护航。 

1 隧道工程情况分析 

以某隧道工程项目为例,此隧道工程项目的长度达到了

629.3 米,埋深是 1.6 米至 43.5 米,高度是 6.9 米,长是 11

米,侧墙的高度是 4.5 米,宽度是 11 米。此隧道建设选择的

为直墙变截面,拱矢跨比是 0.25,且拱圈内圆的半径是 6.89

米,此隧道工程的洞身选择的是喷锚支护与挂网支护形式。 

2 隧道工程裂缝病害检测分析 

2.1 裂缝检测方法 

此隧道工程项目裂缝病害使用的检测方法为“简易测量+

观察”。进行隧道裂缝情况分析时,必须把裂缝的相应状况通

过三维图形的方式于计算机之中呈现出来,然后结合裂缝的

具体形态深入分析其形成的原因[1]。此次隧道裂缝病害检测内

容如下：①裂缝轴向和横剖面,检测此处裂缝长宽高；②裂缝

渗水与流水问题；③裂缝平面分布态势。关于隧道裂缝问题

严重的区域,而且裂缝心态比较复杂,需要用高清摄像机拍摄

高质量照片,然后用电脑进行呈现并展开研究[2]。 

现阶段,隧道裂缝病害检测方法相对偏多,普遍应用的

检测方法：超声波测量、尺子测量等。关于一些存在延展性

的隧道裂缝病害,主要使用的方法如下：①金属板侧标检测

方法,选择此种方法实现隧道裂缝检测,必须要先于裂缝的

两侧位置有效的埋入 2 颗标钉,然后将两块金属板进行固定,

进行测量时金属板就会相应的出现位移,然后结合金属板的

具体刻度就可以得出隧道裂缝扩大程度。②灰块侧标观测,

此方法是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其是借助于 1：3比例的水泥砂

浆,制作圆形灰块(直径是100毫米,厚度是10毫米),并在灰

块上进行日期的标注,若是隧道裂缝发生了扩张,那么就会

发现灰块裂开。 

2.2 检测结果 

通过对此隧道工程项目的裂缝病害检测,隧道裂缝病害

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隧道边墙检测出了纵向与斜向裂

缝,各种裂缝组成了网状,其中最长的裂缝达到了 7 米,而最

短的裂缝也达到了1米。另一方面是隧道拱璧检测出了纵向

裂缝,一些局部位置也检测出了斜向与环向裂缝,这些裂缝

表现出了比较强的分离性,有的相对严重的位置还存在网状

形态的深度裂缝。从总体角度进行分析,隧道拱顶位置的裂

缝是最严重的,裂缝宽度区间达到1毫米至8毫米,其长度达

到了1毫米至 14 毫米区间。 

3 隧道裂缝病害的根本性成因分析 

3.1 设计成因 

此隧道工程项目的建设时间比较早,工程的设计思想、理

念存有一定的滞后性,未能重视工程初期支护的建立,单纯的

在局部位置建立一些喷锚支护,由此隧道工程经过一段时间

的运行,其顶部慢慢形成了裂缝,甚至一些局部位置发生了

掉块问题[3]。此工程项目也没有建立衬砌防水板,而且混凝

土的使用也忽略了抗渗性要求,随着隧道工程的长期使用,

其主体结构慢慢发生了裂缝病害,在地下水的影响下又进一

步扩张,从而造成隧道自身承载能力严重减弱。除此之外,

隧道工程埋深设计也有失科学性,埋深比较浅,其围岩需要

承受比较大的垂直压力。上述分析,这些要素都是隧道工程

发生裂缝病害的成因。 

3.2 施工成因 

分析此隧道工程项目建设情况,尚未使用光面爆破施工

技术,有的位置爆破质量相对偏差,洞的内部存在坍塌现象,

从而造成隧道衬砌背后形成了大量空洞,一些位置衬砌没有

满足设计厚度根本要求[4]。因为施工技术偏于落后,主要以

小模板施工为主,在混凝土施工时往往容易发生蜂窝与漏浆

等问题,从而引发隧道裂缝病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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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自然环境成因 

从地貌方面进行分析,此隧道工程项目所经过的路段地

质环境比较复杂,有的地段围岩风化程度比较大,容易发生裂

隙,但是在工程项目勘察时忽略了此要素。基于岩石种类角度

分析,此隧道工程项目施工区的岩石大多是砂质泥岩,在岩石

种类中属于软岩,因为长期遭受地下水的浸泡,更容易发生软

化问题,从而造成围岩强度严重弱化,与衬砌结构相比,弱衬

砌结构长期不能承受外荷载[5]。除此之外,此隧道工程项目施

工区围岩的倾斜方向是南部。由于地下水由高到低流动,南端

地下水储量高于北端。隧道南端渗流情况比较严重。在长期

的渗漏环境中,隧道的整体质量必然会急剧下降。 

4 隧道工程裂缝病害的治理方法 

4.1 建立科学、有效的排水系统 

此隧道工程项目在使用的过程之中,隧道裂缝位置发生

的漏水、渗水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的地段发生了大面积的

积水现象,直接影响着隧道建设质量与安全性,所以需要进

行及时、有效的治理,建立科学的排水系统[6]。结合此隧道

工程项目基本状况,建立 YAS 排水板管是最佳的一种治理方

法,可以构建无压排水系统,由此地下水就能排出隧道。关于

隧道工程项目排水系统的打造,必须通过钻孔集水,于隧道

内墙的底部与拱脚建立向上的斜钻孔,且孔半径以 50 毫米

为宜,若是地段内的渗水面积相对偏大,那么就需要于钻孔

之内建立塑料花管,以实现统一排水[7]。关于排水半管铺设

工作,需要根据设计图纸基本要求,把半管铺设于相应的位

置,并且选择水泥钉进行固定,在铺设排水板管过后,需要在

半管表层涂抹环氧砂浆,其厚度应该控制在 2 厘米,目的是

避免混凝土喷射影响其性能,整个无压排水系统主要由纵向

排水管、周向半管、斜向半管和侧沟组成。集中排水孔和注

浆孔用半管封闭,排水系统与它连接。 

4.2 选用必要的补强措施 

补强隧道衬砌,可以进一步提高其承载能力,减小隧道

裂缝病害发生率。目前,普遍使用的补强方法分为衬砌后背

补强与衬砌本身补强,此隧道工程项目以衬砌后背补强方法

为主。隧道衬砌背衬加固主要是针对隧道衬砌背衬的空隙和

裂缝进行的。正是由于这些空隙和裂缝,衬里某些部分的应

力显著增加。为了提高衬砌背衬的抗压能力,需要使用空隙

灌浆方法。而空洞注浆方法使用时,必须要建立科学的注浆

孔,此隧道工程项目的注浆孔建立通过三个阶段实现,而钻

孔的深度需要控制在 0.6 厘米上下,各个钻孔间的距离也要

控制在 3 米左右。在建立注浆孔的基础上,还应该建立一些

排气孔。关于注浆液的使用,可以选择水泥浆混合液,其包含

的主要成分为水、粉煤灰以及水泥等,需要结合隧道工程现

实情况要求进行选择,合理制定原材料的具体比例,注浆施

工前必须要落实试浆工作,只有保证其抗压强度满足标准要

求后,才可以进行注浆作业。 

5 结束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日趋扩张,施

工条件与影响要素越来越复杂,其直接关系着出行的安全性

与可靠性。然后隧道工程在长期运行之后,十分容易发生不

同类型的病害,从而影响隧道工程的质量,尤其是隧道裂缝

病害。为了提高隧道工程建设质量,有效治理隧道裂缝病害,

就需要针对隧道裂缝病害进行有效检测,并分析裂缝病害形

成的具体原因,最后制定有针对性、有目标性的裂缝病害治

理措施,进一步加强隧道运行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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