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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中铁二院自成立以来，历年所承担的以铁路为主的工程建设项目中，具有一定代表性
的工程地质实例和科研成果、技术总结、技术方法等共167篇。
全书共分八章，内容包括西南地区区域工程地质条件综述，主要铁路的工程地质概况，工程地质选线
，路基工程，隧道工程，桥梁与涵洞工程，公路、城市交通工程及建筑地基，科研成果、技术总结与
技术方法等。
本书大部分实例由该项工作的参加者自行撰写；部分实例系根据中铁二院保存的技术档案、科研成果
报告或技术总结报告整理、编录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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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对西藏嘉黎一易贡深大断裂通麦至松宗段的初步认识
　八、龚嘴水库坍岸观测
　九、水口水库坍岩线的预测及水库蓄水后库岸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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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铁路地质综合勘察方法探讨
　十三、对水均衡法预测岩溶区坑道涌水量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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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孔内水柱压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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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综合物探在南昆铁路岩溶复查工作中的应用
　十九、综合物探在内昆铁路越岭复杂地质地段选线中的应用
　二十、capo-test后装式拔出法在工程检测中的应用
　二十一、高次趋势面分析在岩溶勘探中的算法与应用
　二十二、浅层地震反射波法在厦门海沧大桥勘测中的应用
　二十三、地质雷达技术在隧道衬砌检测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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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铁路工程地质实例>>

章节摘录

　　4.沿线砂卵石土层广泛分布，地下水十分丰富，如何取得各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参数，尤其是多次
穿越河流段地下水与河水的水力联系，分析隧道、基坑施工中出现涌水、突水的可能性，评价其对施
工和工程的影响，为设计、施工提供准确的水文地质参数和合理的工程措施建议；　　5.环境因素（
车流、人流引起的微震动，混凝土路面、地面建筑物、地下管线、洞室等）对利用电法、电磁法、地
震波、声波法的物探工作干扰极大，如何合理选择物探方法、手段及设备，保证取得工程设计所必需
的、准确的物探资料；　　6.成都地铁1、2号线为贯穿成都市主城区的SN-EW向的十字交叉线，沿线
车流、混凝土路面、地面建筑物、地下通信、电力、供气、供水管线、洞室对工程地质勘察的实施有
极大影响，既要确保勘察本身的工期、质量、安全，又要确保上述邻近既有设施的安全，同时还要降
低勘察对成都市交通、市民生活的影响，如何组织、实施综合勘察也是勘察工作面临的难题。
　　（五）勘察方案　　针对成都地区特殊、复杂的地质条件和环境条件，结合地铁工程的特点，全
面分析地铁工程建设中主要的工程地质问题，认清岩土工程勘察的重点和难点，勘察单位合理选用了
地质调绘、钻探、井探、物探、原位测试（动力触探、静力触探、十字板剪切试验、标准贯入试验
、K30载荷板试验、旁压试验等）、水文地质试验、室内试验等综合勘察方法和手段，制定了合理的
岩土工程勘察方案。
　　1.砂、卵石土的勘察　　成都地区砂、卵石土中卵石含量高，粒径大，含漂石，石质强度高，砂
质充填，钻进十分困难，遇大卵石、漂石跟管护壁极为困难；地下水位高，地下水丰富，砂、卵石土
强透水，地下水水动力大，钻探中极易塌孑L，泥浆等护壁极易被稀释、流失；钻探取芯、采样也极
为困难；由于大卵石、漂石的不均匀分布，动力触探的使用也受限；卵石层强度较大，成孑L较难，
使得旁压试验难以实施；卵石、漂石的含量、最大粒径、强度、渗透性等对盾构选型、施工的影响很
大。
因此，保证砂、卵石层的勘察质量成为成都地铁岩土工程勘察的重点和难点。
针对以上问题，砂、卵石土勘察采用了以下方法：　　（1）采用单动双层、双动双层、三层岩芯管
、金刚石钻头、泥浆加植物胶护壁，保证了砂卵石层钻探的采芯率，以便准确地划分岩土分层，尤其
是鉴定砂土透镜体的分布特征，效果很好。
　　（2）采用取砂器采取砂样，原则上对砂样进行砂的物理力学指标的测试，如砂的重度、天然密
度、天然孔隙比、饱和度、相对密度、颗粒分析；灌砂法测定砂的干密度；采取扰动砂样测定砂土的
水上、水下休止角。
　　（3）采用标准贯人试验，判定砂土的液化特征。
　　（4）对石质岩芯采用还原分析法，结合相邻工程、既有工程开挖的基坑的统计分析，计算漂石
的粒径和含量。
经计算分析得知，成都地区漂石的分布南部多于北部，漂石含量一般在2%N8%之间，据既有资料，漂
石直径为20~67cm。
　　（5）利用点荷载试验确定卵石、漂石的抗压强度，从而换算其单轴极限抗压强度。
试验结果：漂石单轴极限抗压强度为67.4~151.3MPa，平均值107.3MPa；卵石单轴极限抗压强度为70.1
～116.2MPa.平均值87.7MPa。
　　2.液化土的勘察　　采用标准贯入试验，对饱和砂土、粉土的标贯间距为1-2m，按照《铁路工程
抗震设计规范》（GB50111-2006）判定其液化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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