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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铁路工程施工》是为高等院校土木工程专业学生编写的。
全书共分12章。
包括铁路路基工程与挡土墙，铁路轨道工程，铁路桥涵工程和铁路隧道工程等。
主要讲述了铁路工程结构的施工方法和主要程序，并对施工中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注意事项做了较为详
细的叙述。
《铁路工程施工》反映了国内外铁路工程施工技术的新水平，力求体现实用、简明和新颖的特点。
　　《铁路工程施工》除作为普通高等院校、成人院校土木工程类专业的教材外，也可以作为继续教
育的培训教材，对从事实际工程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也是非常有益的专业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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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是指在进行隧道开挖时，要尽量减少对围岩的扰动次数、扰动强度、扰动范围和扰动持续时间，
这与新奥法施工的要求是一致的。
采用钢支撑，可以增大一次开挖断面跨度，减少分部次数，从而减少对围岩的扰动次数。
　　早支撑，是指开挖后应及时施作临时构件支撑，使围岩不致因变形松弛过度而产生坍塌失稳，并
承受围岩松弛变形产生的压力--即早期松弛荷载。
定期检查支撑的工作状况，若发现变形严重或出现损坏征兆，应及时增设支撑予以加强，作用在临时
支撑上的早期松弛荷载大小可比照设计永久衬砌的计算围岩压力大小来确定。
临时支撑的结构设计亦采用类似于永久衬砌的设计方法，即结构力学方法。
　　慎撤换，是指拆除临时支撑而代之以永久性模筑混凝土衬砌时要慎重，即要防止撤换过程中围岩
坍塌失稳。
每次撤换的范围、顺序和时间要视围岩稳定性及支撑的受力状况而定。
若预计到不能拆除，则应在确定开挖断面大小及选择支撑材料时就予以研究解决。
使用钢支撑作为临时支撑，则可以避免拆除支撑的麻烦和危险。
　　快衬砌，是指拆除临时支撑后要及时修筑永久性混凝土衬砌，并使之尽早承载参与工作。
若采用的是钢支撑又不必拆除，或无临时支撑时，亦应尽早施作永久性混凝土衬砌。
　　（二）新奥法　　所谓新奥法是20世纪60年代初由奥地利学者腊布希维兹总结出的一种隧道施工
方法，将喷射混凝土技术和全粘结注浆锚杆结合起来并首先用于硬岩中的隧道断面开挖，使得开挖后
的洞体变形很快得到稳定。
1964年，新奥法用于软岩开挖，以后就进一步试用于土体，在土体中应用新奥法的最早的工程事例
是1970年德国法兰克福地铁的小断面隧道开挖，不久在纽伦堡地铁车站的土体开挖中再次获得成功。
新奥法的主要设计构思是要充分发挥围岩自身的承压能力，也就是说将围岩看作洞室的主要承载结构
，而不是单纯的荷载，它具有一定的自承能力。
它的施工要点是：尽可能不破坏围岩的应力分布，开挖之后立即进行一次支护，防止岩石进一步松动
，然后根据需要进行二次支护。
在施工过程中密切监测围岩变形、应力等情况，调整支护措施，控制变形。
其中，支护的作用是保持围岩完整，与围岩联合作用形成稳定的承载环。
所有的支护都是相当柔性的，能适应围岩的变形。
此外，由于要尽可能地发挥围岩的“自承”作用，因此应尽量保持围岩原有的结构和强度，减轻对围
岩的破坏扰动。
在开挖洞室时一定要采用控制爆破（预裂爆破和光面爆破），使开挖限界以外的破坏大为减少，提高
了边坡的稳定性；同时使开挖边坡线接近设计边坡线，减少或防止超、欠挖。
“岩承理论”就是在新奥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新奥法目前在设计理论上还不是很成熟，目前常用的方法先是用经验统计类比的方法作事先的设
计，再在施工过程中不断监测围岩应力应变状况，按其发展规律不断调整支护措施。
尽管如此，但由于新奥法比传统的隧道施工方法优越很多，如适用范围很广（从不同的地质条件到各
种不同埋深的条件下均可采用新奥法）、施工中有较大的灵活性，便于依照地质条件的变化而非常容
易地修改支护设计、经济、快速等等，所以在现代的隧道施工中广泛得到应用。
从隧道发展的趋势来看，新奥法将被逐渐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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