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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隧道预支护原理与施工技术》从岩体工程性质和隧道围岩的变形与破坏规律的研究出发，围绕
隧道结构设计与施工过程必须遵循的力学规律，针对隧道灾害的发生机理、隧道设计理论统一性和适
用性、隧道受力独立性、隧道支护平衡稳定性、隧道施工方法合理性判别原则、特殊问题的治理措施
等问题逐一展开研究，全书系统地阐述了隧道预支护原理及其在各类围岩中的应用，提出了隧道施工
方案的合理性判别原则，强调隧道施工技术的核心是基本维持围岩原始状态，以达到充分发挥围岩自
承能力的目的。
　　该书理论联系实践，实用性强，可供从事隧道工程及相邻学科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使用，也可作
为高等院校隧道工程专业及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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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隧道围岩的变形与破坏　　2.1 隧道围岩稳定的地质环境　　岩体由岩块和结构面组成，
并且赋存于一定的地质环境中。
由于构造作用、风化作用等原因，岩体内部分布许多结构面，它们把岩体切割成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岩
块，整个岩体在某个初始应力状态下处于一定的平衡状态，开挖使隧道围岩发生卸荷回弹和应力重分
布。
如果卢岩强度比较大，不会因卸荷回弹和应力状态的变化而发生显著的变形和破坏，那么开挖出的隧
道就不需要采取任何加固措施而能保持稳定。
但是，有时或因隧道围岩应力状态的变化大，或因岩体强度低，以致围岩适应不了回弹应力和重分布
应力的作用而丧失其稳定性。
此时，如果不加固或者虽然加固但未保证其质量，都会引起隧道围岩的破坏，对隧道的施工和营运造
成危害.存国内外的隧道建造史上，这样的事故屡见不鲜。
　　隧道工程所遇到的地质条件，诸如地质构造、岩性、地下水等都是千差万别的。
这给隧道的设计、施工带来了很大的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
同时也应该指出，多数条件下，隧道工程中使用的某一种类型的支护结构或某一种施工方法都有很大
的地质环境适应性。
例如台阶法可以适应大部分中等程度的地质条件；喷混凝土支护在采用一定的措施情况下，几乎可以
适应绝大多数的地质条件等。
这就说明，针对不同的工程目的是可以把与之相应的地质条件进行概括、归纳并加以分类、分级，从
而为隧道工程设计、施工提供一定的基础条件。
近几十年来，国内外把地下围岩分级分类，并以此作为地下工程技术基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
作为岩体力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从定性和定量上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获得了一定的成果。
　　影响隧道围岩稳定性的地质环境因素大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客观存在的地质环境因素或者
称为内在因素；另一类是人为的主观因素或者称为外部因素。
内在因素是影响隧道围岩稳定性的基本决定性因素，主要包括：围岩初始应力场状态、围岩的结构状
态、岩石的基本性质和地下水状态等。
外部因素是通过内在因素的作用而起作用的，主要包括：施工方法、支护措施、隧道的形状、尺寸及
隧道的埋深等。
　　2.1.1 内在因素　　1.围岩的初始应力状态　　岩体的初始应力状态一般指两个方面，一个是自重
应力，一个是构造应力。
岩体中某一截面的自重应力是指上方覆盖岩体的自重产生的应力；构造应力是指地质构造运动过程中
所积蓄的应力。
各种地质构造形迹会使大部分地应力获得释放，但也极大地扰乱了自重应力的初始状态。
　　隧道是在具有一定的应力历史和应力场的围岩中修建的。
因此，围岩的初始应力场的状态极大地影响着在其中发生的一切力学现象。
修建隧道就必须了解初始应力场的状态及其对隧道围岩稳定性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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