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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一项道路隧道开挖工程为例,探讨了洞内支护施工中的相关工艺技术要点,包括锚喷支

护施工、钢拱架支护、超前小导管施工、锚杆施工等环节,强调了支护施工在保障隧道开挖过程中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以期为类似工程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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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road tunnel excavation project as an example, discusses the key points of the tunnel supporting 

construction in the related technology, including anchor spray support construction, steel arch support, 

advanced small pipe construction, anchor rod construction, emphasized the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tunnel excavation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imila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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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某抽水蓄能电站枢纽工程中道路隧道施工采用先明后暗的

施工工序,先对洞口边坡进行施工。道路隧道起点桩号为K0+023,

高程为478m,终点桩号为K0+270,高程为485m,长度247m。隧道标

准断面尺寸6.5m×6.77m(宽×高),建筑限界6.5m×4.5m(宽×

高),最大埋深101.3m,最小埋深位于洞口部位,埋深2～3m左右。

洞口施工包括：被动防护网、截水沟、边坡、超前支护等。待

洞口开挖支护完成后,进行洞身段开挖支护。 

2 隧道开挖中的洞内支护施工工艺分析 

在本次隧道施工中所采用的支护结构主要有以下几种： 

2.1锚喷支护施工 

锚喷支护施工应在洞室开挖后适时进行,为防止岩体发生

松弛变形,危及洞室安全,对于洞口段、Ⅳ类围岩洞段和不良地

质段的锚喷支护施工在每次爆破后均应及时跟进,即一炮一支。

施工时,先对洞身岩面和掌子面喷4cm厚素混凝土进行封闭,再

进行锚杆支护施工与钢筋网挂设、钢拱架架立,最后再二次喷射

至设计厚度。Ⅱ、Ⅲ类围岩洞段支护工作面与开挖工作面距离

不超过6m,防止岩石面长期裸露导致洞石结构不稳定。 

2.2钢拱架支护 

Ⅳ类围岩洞段采用钢拱架支护结构,钢拱架采用I18工字钢,

其中包含架立钢板(22cm×19cm×1cm)、连接钢板(22cm×19cm

×1cm)、C22锁脚锚杆(L=4.5m)组成。相邻两榀钢拱架纵向间距

为1m,当围岩极破碎或处于断层拱架间距可缩短至50cm～1m,连

接筋为C22,环向间距100cm钢筋。 

钢拱架支撑施工工艺流程：施工准备→场外钢拱架加工→

混凝土初喷→测量定位→现场拼装安设→纵向连接筋及钢筋网

片安装→复喷混凝土 

①钢拱架加工。根据施工设计图纸,单榀钢拱架根据连接板

布设位置采用弯弧机分段进行加工,每段半成品同样由连接板、

工字钢组成,两者间均采用焊接形式,竖向支撑工字钢可根据现

场实际情况调整单根长度。连接板采用氧气焊将钢板原材切割,

切割后连接钢板利用钢板钻加工螺栓孔。加工成型半成品进行

分类码放,码放时,底部需架设方木或垫块与地面隔离,同时顶

部加盖防雨设施。 

②测量定位。按照既定设计规划来进行测量放线,先完成隧

洞轴线高程等的测量,之后再进行钢拱架的测量,需要注意,在

钢拱架安装前还需要进一步检查断面的尺寸,如果存在欠挖净

空等情况,则需要及时处理,以免影响钢拱架安装。 

③钢拱架安设。在初喷4cm混凝土后,原则上要求紧贴初喷

面,其腿部必须支承在坚固平稳的基岩。其安装顺序,按钢支撑

→连接筋→钢筋网片→锁脚锚杆。 

根据测量定位,钢拱架安装方式采取自下而上。利用装载机

将半成品工字钢运至洞内,人工根据现场测量放样先进行两侧

支腿安装,立于可靠的岩石基础上,利用钻爆台车架立顶拱,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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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钢板对位后,缝隙紧密,人工利用扳手将螺栓安装就位,外露

丝扣用电焊点焊；安装完成后进行支腿底部锁脚锚杆加固施工,

锁脚锚杆与钢拱架焊接[1]。在挂网喷护前,两排钢拱架间沿周边

设置φ25@100cm纵向连接筋,与钢拱架点焊,形成纵向连接系。

拱架端部采用I18钢支撑或槽钢支承,或提前预制的混凝土块进

行支撑。边顶拱空隙中的空洞较大部位可采用钢支撑形成拱上拱,

安装完成后进行空腔混凝土回填,达到“主动支护”作用；当钢

拱架与初喷混凝土面之间有较小间隙时喷射混凝土填补。 

④挂网喷护。钢拱架安装完成,经验收合格后,开始挂网喷

护混凝土施工(25cm厚),采取两层喷护方式,挂网前先进行第一

层4cm厚喷护混凝土施工,而后进行第二层喷护(21cm厚),将钢

拱架完全覆盖。 

2.3超前小导管施工 

根据Y3号道路设计图纸,隧道进出口段、Ⅳ类围岩较破碎洞

段都采用超前小导管支护。具体布设图如图1所示。小导管施工

工艺如下： 

①在钢拱架顶部实做超前小导管,超前小导管参数：φ42

×6@400,L=4.5m,外插角15°,搭接长度不小于1m。 

②小导管采用外径φ42,壁厚6mm的热轧无缝钢管制作,前

端50mm加工成圆锥形并予以封焊严实,管身设置注浆孔,孔径为

φ6mm,孔距150mm,按梅花形排列；后端500mm不设注浆孔,管身

在加工过程中要保证顺直。 

③布孔：根据超前小导管的设计图纸,测定开挖线断面的中

线,拱顶外轮廓线后利用全站仪进行布孔放样,同时利用油漆标

注。之后就可以进行打孔作业,打孔完成后需要检验孔的垂直度。 

④插管：小导管安装过程中必须准确对准管孔,然后再利用

推进器将其缓缓推入孔内[2],同时小导管端部还需要与工字钢

进行牢固焊接。之后喷射混凝土,厚度约5cm,对尾管周围加强封

闭,以防浆液外流。 

⑤注浆：超前小导管预注浆过程中要采用两种浆液,一种为

单液水凝胶,另一种则为水泥水玻璃双浆液,水泥水灰比以及水

泥浆、水玻璃比分别为1.0和1:0.5,后者多用于渗水比较严重的

区域。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注浆量以及注浆压力。注浆参

数应根据实际注浆效果进行调整,并经现场工程师同意,注浆量

按实计量。 

2.4锚杆施工 

(1)岩面清理。施工前必须先清理干净整个岩壁上的浮渣,

为后续施工营造良好环境。 

(2)测量布孔。按照既定设计图纸来进行锚杆孔位及孔倾斜

角的测量放线。 

(3)钻孔。施工采用风钻配合锚杆钻机进行钻孔,孔位偏差

最大不超过150mm,垂直偏差最大不超过3%,孔深偏差最大不能

超过50mm。 

(4)清孔。完成钻孔后,需要先通过水对钻孔进行清理,以无废

渣废粉为标准。在通过监理工程师验收后,才能够进行后续施工。 

(5)材料设备就位。所有施工设备及材料都需要有序运至工

程现场。砂浆配合比为1:1.07,水灰比为0.44,通过螺杆制浆机

进行拌合。砂浆在拌合完成后必须及时使用,在初凝结束后则禁

止使用,同时砂浆骨料需要提前过筛,其粒径应该控制在

2.5mm[3]。 

(6)注浆：锚杆注浆采用TG30EB型螺杆制注浆一体机连续注

浆,施工前用水或空气检查管道是否畅通,将注浆管、泵用接头

连接好,结合施工设计图纸控制注浆参数,在注销过程中需要先

进行注浆,注浆期间需要将注浆管直接接触到孔底,然后再往外

拔出50～100mm,之后再进行注浆,随着注浆的增多缓慢,将其拔

出,直至整个浆液注满,然后再将锚杆插入其中。如果在施工中

先插入锚杆,然后注浆,在此过程中必须在排气管出现浓浆后才

能够进行注浆。灌浆压力应不小于0.5MPa,如不能使得砂浆完全

填充锚杆周围空隙,则需要利用试验来确定是否需要增加灌浆

压力,在注销期间,如果停止时间超过半小时,则先需要通过西

水泥浆对管路或者罐体进行湿润,然后再继续注浆。在完成注浆

后,必须在浆液强度超过70%后才可进行拉拔等操作 

(7)锚杆安装与孔口封堵：在注浆完成后,及时将锚杆插入

孔内设计位置,孔口封堵采用干硬性水泥砂浆进行封堵。 

2.5钢筋网安装 

本工程钢筋网采用φ8圆钢,原材料在进场前需要进行质量

检验,如果经检验不合格则禁止使用,网片间、排距250mm×

250mm,钢筋网片在场外加工完成后再利用平板车运至工程,现

场由人工进行挂网作业,并绑扎牢固[4]。如果钢筋网设置在有锚

杆的位置,钢筋网和锚杆需要在尾部位置进行焊接,如果不存在

图1  超前小导管布置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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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杆,则可以直接通过插件和网片进行连接,钢筋绑扎长度控制

在30d。在完成铺设后,还需要对整个钢筋网进行平整,与混凝土

面贴在一起,避免存在架空的情况。然后就可以进行混凝土喷射,

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一般需要在20mm以上。 

2.6喷混凝土施工 

(1)配料拌和。采用的混凝土为C25混凝土,强度必须超过

42.5MPa。在前一阶段主要采用商品混凝土,本工程自建拌和站

投产后采用自建拌和站供料,速凝剂在施工现场添加。搅拌时间

应根据试验确定,且不小于2min。各类材料的计量误差不得大于

规范要求。 

(2)拌和料输送。混合料在拌合完成并经检验合格后,通过

罐车运至现场,再转运至湿喷机内,在此期间需要做好控制措施,

避免混凝土裂隙。 

(3)基底表面处理和其它准备工作。混凝土喷射前,需要先

对整个基地进行清理。同时还需要设置好混凝土喷射厚度的标

志,一般通过钢筋作为标志物,控制面积在两平米左右。同时还

需要对设备管线等进行进一步的检测,确保其不存在任何问题,

以免在施工过程中存在中断。此外,如果受喷面出现渗水等问题,

则需要结合工程现场具体情况,设置导槽或者埋管等方式,将积

水渗水排出。 

(4)喷射作业。在喷射过程中,喷枪与受喷面之间必须保持

垂直,同时喷枪和受喷面之间的距离需要控制在0.6～1.5米之

间,在整个喷射作业中,需要按照先墙后拱,分段分层,由下到上

的顺序进行喷射作业。在喷射过程中,如果受喷面中存在较大的

凹洼,需要先对其修补平整,然后再进行混凝土喷射。在分层喷

射过程中,必须确保前一层终凝之后才可进行下一层的施工,同

时在混凝土喷射过程中,如果上一层混凝土表层存在较多粉尘

则必须先对其进行清理,然后再进行下一层的喷射作业。仙林两

侧混凝土喷射必须设置一定的搭接长度,一般在200mm左右,同

时混凝土表面的起伏差最大不能够超过100mm[5]。由于富水地段

存在着较多的积水如果直接进行喷射,会影响最终的凝固效果,

所以在施工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处理,如果涌水量比较

大,必须先封堵,之后再喷射混凝土,如果涌水量较小或者仅存

在渗水情况,则可以通过导管引排后再进行作业。 

混凝土终凝后需要及时进行养护,一般在终凝2h时开始,连

续养护7天以上。如果施工期间温度过低,则必须严格控制混合料

的入机温度必须在5℃以上,同时如果外界混凝土温度低于5℃,

则禁止洒水养护。 

2.7支护质量保证措施 

2.7.1锚杆施工 

针对不同的锚杆型号,对应的锚杆深度是不同的,为了避免

在施工中发生混淆,必须通过不同颜色油漆进行标识和区别。在

完成钻孔并清孔后,需要进一步检测孔的深度、垂直度等是否符

合既定设计要求,如果不达标,则需要修整,经检验合格后才可

安装锚杆。整个施工期间必须安排技术人员进行旁站监理,严格

控制施工过程中的各方面技术参数。在完成安装后,需要由质检

部门随机抽检,如果经无损检测,发现质量问题,该范围内的锚

杆必须增加抽检比例。 

2.7.2混凝土喷护施工 

(1)喷锚支护作业前必须详细检查围岩情况,以此为基础制

定支护施工方案,确定支护类型和参数。在动土施工期间,对于

不良地段必须确保开挖与支护同步进行,确保施工安全。 

(2)喷锚支护必须严格按照既定工艺流程开展,在完成钻

孔、安装、注浆等各环节都必须由监理工程师检查并签字确认。 

(3)喷混凝土。混凝土材料必须严格按照技术要求经过反复

的试验确定最佳配合比设计,确保混凝土的强度等相关性能指

标都符合设计要求,同时还需要由监理工程师同意确认。 

(4)混凝土喷射需要按照螺旋形轨迹横向移动,分层喷射,

同时还需要采用一圈压半圈的方法,这样才可以保证混凝土喷射

的厚度和均匀性。施工期间,喷嘴和受喷面也需要尽可能维持垂

直,这样可以避免回弹问题的发生,提高喷射质量。混凝土终凝后

需要及时进行养护,一般在终凝2h时开始,连续养护7天以上。 

3 结语 

在隧道开挖过程中,施工工艺、开挖进尺控制和洞内支护施

工是保障工程安全性和稳定性的关键环节。在具体工程建设中,

需要结合隧道开挖的实际情况综合采用一种或者多种支护方式,

比如锚喷支护、锚杆支护、超前小导管等实现对围岩结构的加

固保护,尽可能增强围岩结构的稳定性,为隧道施工提供一个安

全可靠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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