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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世纪土木工程系列规划教材：隧道工程》根据我国最新颁布的隧道工程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并吸收近几年来取得的科技成果编写而成。
全书共12章，包括绪论，隧道工程勘测设计，隧道结构构造，围岩分级及围岩压力，隧道支护结构设
计计算，隧道施工，隧道特殊地质地段施工，隧道掘进机施工，隧道施工辅助作业，隧道防水、排水
设计与施工，隧道的管理与养护维修以及高速铁路的隧道工程等内容。
本书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并力求做到叙述简明、文字简练。

　　《新世纪土木工程系列规划教材：隧道工程》可作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类（交通土建工程方向）
，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道路与交通工程，公路与城市道路工程，市政工程，机场、港口及航道工程
等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也可作为成人教育有关专业的教材，还可供从事隧道与地下工程的设计、施工
和科学研究的工程技术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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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施工辅助通道 选择横洞、斜井、竖井或平行导坑作为施工辅助通道时，应根据隧道长度、工期
、地形、地质、水文等条件，结合施工和运营期间的通风、排水、防灾及弃渣的需要，通过技术、经
济比较后确定。
施工辅助通道的断面尺寸应根据施工运输要求、地质条件、支护类型、设备外形尺寸及技术条件、施
工安全、管路布置等因素综合确定，当作通风之用时，应根据通风需要核算其断面面积。
运营期间不再使用的施工辅助通道，当隧道主体竣工后，在保证主体工程永久安全的条件下应整理排
水系统，使水流畅通无阻，宜加强辅助通道与正洞连接段的衬砌。
在洞（井）口设置的安全防护设施不再利用的洞（井）口，应予以封闭。
傍山沿河隧道需设辅助通道时，宜采用横洞。
横洞位置应考虑施工场地布置、施工运输和施工主方向的需要，与隧道中线连接处的平面交角宜
为40&deg;～50&deg;，并应有向洞外不小于0.3％的下坡。
长度在3000m以上或确有特殊需要的隧道，当不宜采用其他类型辅助通道时，可采用平行导坑。
瓦斯隧道宜优先采用平行导坑。
平行导坑宜设置在地下水来源的一侧，与隧道的净距应按地质条件、施工方法等因素确定，宜采用15
～20m，当将来有可能扩建为第二线隧道时，应考虑后期扩建的影响。
坑底高程宜低于隧道底面高程0.2～0.6m。
平行导坑应设置水沟，其过水断面、沟底坡度等，应根据导坑排水需要和主洞排水等，统一考虑。
平行导坑宜采用单车道断面，间隔200m左右应设置一处错车道。
错车道的有效长度宜为1.5倍施工车辆的长度。
连接平行导坑与行车隧道的横通道的设置，应符合以下规定：横通道的设置间距应根据施工需要和工
程进度确定，不宜小于120m，其位置可综合隧道避车洞位置确定，应避免设置在断层破碎带等不良地
质地段。
与隧道中线的交角宜为40&deg;。
将平行导坑用于运营期间的防灾救援时，横通道的设置应满足人行横洞的布置要求。
当特长隧道需增加开挖面时，可在洞身埋置不深且地质条件较好地段设置施工斜井或竖井。
其设计可按照通风竖井及斜井的相关规定执行。
3.5.2隧道内附属构造物 1.车行横通道 车行横通道的设置间距宜采用750m，不应大于1000m。
长度1000～1500m的隧道宜设1处车行横通道，中、短隧道可不设。
车行横通道应与紧急停车带紧邻布置，即车行横通道两端与主洞连接处设置紧急停车带，以利于紧急
情况下的交通疏散。
车行横通道宜设置于地质条件极好的地段，并设置一定的纵坡以利于排水，但纵坡不宜大于8％。
衬砌应具有完善的排水措施。
两端洞口应设置防火防护门，且便于开启和关闭。
车行横通道的支护结构可采用直边墙式，但在Ⅴ～Ⅳ级软弱围岩地段宜按曲墙式进行设计。
车行横通道与主洞宜采用垂直连接，以利于救援车辆的双向出入。
车行横通道与主洞连接处的结构应进行加强设计。
2.人行横通道 人行横通道的设置间距宜采用250m，不应大于500m。
短隧道可不设，长度500～750m的隧道宜设置1处，长度750～1000m的隧道宜设置两处。
人行横通道设置时可考虑所设车行横通道的人行功能。
人行横通道应具有完善的防水、排水措施，路面应干燥并具有较好的防滑性能；应设置一定的纵坡，
以利于排水，但纵坡不宜过大。
当纵坡大于15％时，宜设置踏步台阶、边墙两侧宜设置扶手。
设置扶手后人行横通道净宽应符合规范的规定。
人行横通道两侧应设置甲级防火门，防火门应具有双向摊开和自动关闭功能；内应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间距不应大于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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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横通道的支护结构宜采用直边墙形式，人行横通道与主洞的连接宜采用垂直连接，连接处的结构
宜进行加强设计。
3.主要设备洞室 隧道内主要设备洞室包括配屯洞室、变压器洞室、灭火洞室及紧急电话洞室等，其设
置位置、洞室尺寸应根据隧道运营管理设备的需要确定。
配电洞室设计时，应考虑预留足够的放置空间和维护操作空间，底面高于检修道100～120cm，以方便
检修。
其尺寸还应根据配电柜的尺寸以及防护要求而调整。
变压器洞室设计时应结合变压器的实际需要确定洞室尺寸，并预留足够的放置空间和维护操作空间。
底面宜与检修道齐平，应考虑防护要求，并作相应尺寸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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