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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金丽温高速公路红枫连拱隧道工程地质特征的现场调查和理论分析 ,系统地研究了该

隧道开挖及加固全过程的围岩应力场、变形场和塑性破坏区的状况及变化特征. 结果表明 :红枫连

拱隧道围岩应变率较低 ,围岩衬砌后位移值变化量很小 ;按衬砌类型 ,围岩变形基本满足稳定要求 ;

围岩的拉应力随着隧道开挖面的扩大而逐渐变大 ,除局部位置外 ,衬砌基本满足抗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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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隧道结构形式对围岩稳定提出了特殊的要求.由于连拱隧道施工工序比较复杂 ,同时没有相应的规

范可供参考 ,因此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地质问题较多 ,且大部分问题尚未能解决. 本文根据连拱隧道区工程地质

现场测绘资料 ,研究工程区工程地质的基本特征 ,合理确定岩体的物理力学参数 ,分析连拱隧道施工工序对隧

道围岩稳定产生的影响 ,并结合隧道开挖大变形分析方法 ,研究连拱隧道开挖顺序对围岩稳定的影响[1～9] .

1 　工程地质特征

1. 1 　工程地质概况①

隧道区地质构造形式主要为节理裂隙 ,测绘中未发现断层及破碎带露头. 隧道区岩石节理裂隙普遍发

育. 据野外测绘和统计模型分析 ,岩体主要发育 3 组结构面 ,产状分别为 155°∠85°,60°∠85°及 60°～83°∠8°

～15°,节理面以平直为主 ,多闭合 ,节理间距为 4～6 条/ m ,局部密集处可达 10 条/ m 左右. 地层岩性主要为

第四系覆盖层和上侏罗统凝灰岩 ,后者岩性致密坚硬 ,块状构造 ,抗风化能力较强.

1. 2 　计算参数

根据《金丽温高速公路永嘉鹿城段工程施工图设计阶段工程地质勘察报告》①、J TG—2004《公路隧道设

计规范》及同类地质条件相关工程资料等 ,结合现场工程地质测绘和补充试验 ,依据不同风化带的工程地质

特征 ,确定了如表 1 所示的计算参数.

表 1 　计算参数

Table 1 　Calculation parameters

地层号
岩性
风化带

弹性模量/
GPa

泊松比
密度/

(kg·m - 3)
黏聚力/

MPa
摩擦系数

内摩擦角/
(°)

抗拉强度/
MPa

1 强风化 0105 01330 2 600 01059 01562 29134 012

2 中风化 0175 01316 2 630 01168 01730 36113 014

3 微风化 2100 01290 2 660 01300 11000 45100 015

2 　连拱隧道开挖稳定性分析

2. 1 　位移场分析

图 1 所示为开挖及加固结束后围岩的位移场等值线. 所有开挖及加固后的位移最大值和最小值的统计

结果见表 2 ( x 向向右为正、向左为负 ; y 向向上为正、向下为负) . 开挖模拟方式为先中导洞后两侧隧道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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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顺序分为 1 次、2 次和 3 次分步开挖 ;衬砌模拟材料为钢筋混凝土 ,其构成的约束力作用在隧道洞壁上.

图 2 为 3 次开挖 x 向和 y 向位移最大值加固前后对比.

图 1 　开挖及加固后的位移等值线

Fig. 1 　Displacement isoline after exca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表 2 　隧道加固前后位移变化

Table 2 　Variation of displacement before and after exca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tunnel mm

隧道名称
x 向位移 y 向位移

加固前 加固后 加固前 加固后

中导洞 - 5154～0155 - 5154～0156 - 2105～1128 - 2116～1116
右隧道 - 1190～0182 - 1193～0186 - 5187～2155 - 6104～2147
左隧道 - 2175～1142 - 2182～1145 - 6155～2140 - 6181～2135

图 2 　3 次开挖加固前后 x 向和 y 向位移最大值对比

Fig. 2 　Maximum x2displacement and y2displacement before and

after three times exca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tunnel

由图 2 可以看出 :

a . 开挖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 ,从中导洞到两侧隧道 ,隧道壁的最大位移值有逐渐变大趋势 ,分步开挖的

位移变化为 : x 向从 01535 0 mm →01561 9 mm →11896 2 mm →11925 4 mm →21751 5 mm →21823 5 mm ; y 向从

21050 2 mm →21163 0 mm →51856 4 mm →61041 3 mm →61548 8 mm →61807 9 mm. 最大位移多发生在隧道顶部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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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开挖范围的逐渐扩大 ,位移范围也逐渐变大.

b. 在中导洞开挖过程中 ,由于隧道开挖断面比较小 ,所产生的变形影响区相对较小 ,受地形的影响 ,呈

现以隧道左下角和右上角为轴线的对称特征. 随着右隧道和左隧道的开挖 ,开挖断面逐渐扩大 ,隧道的变形

场逐渐连接为统一的隧道群变形场 ,表现出等值线向隧道群中心偏移的特征. 隧道顶部该特征尤为明显.

c. 最大位移表现部位有所不同 ,中导洞主要出现在隧道的右上角 ,左右隧道主要出现在隧道的顶部.

d. x 方向的位移等值线特征揭示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围岩变形演化过程 ,即中导洞开挖时 x 向的最大位

移出现在隧道的右上角. 在右隧道开挖过程中 , x 向的最大位移从隧道的右上角向左偏移、从左上角向右偏

移 ;受地形的影响 ,最大位移大小不完全相同. y 向的位移基本上以洞室的中轴线为中心呈对称分布 ,呈现明

显的拱效应.

2. 2 　应力场分析

在整个隧道开挖过程中 ,围岩在初始应力场的作用下向临空面方向移动 ,产生了不均衡的变形 ,同时该

变形也改变了应力场的分布特征[10 ] ,有些部位产生了一些应力集中区 ,局部发生了破坏现象[11 ] . 表 3 为隧道

加固前后的围岩应力变化 ,3 次开挖加固前后 x 向和 y 向的最大应力、剪应力对比如图 3 和图 4 所示.
表 3 　隧道加固前后应力的变化

Table 3 　Stress variation before and after exca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tunnel MPa

隧道名称
x 向应力 y 向应力 剪应力

加固前 加固后 加固前 加固后 加固前 加固后

中导洞 - 1129～0132 - 1135～0150 - 3103～0172 - 2175～0181 - 1111～0157 - 1111～0151

右隧道 - 5165～2188 - 5169～0136 - 5149～1194 - 4182～1130 - 3157～3103 - 3118～2166

左隧道 - 4166～1144 - 3197～1137 - 7104～1119 - 5187～0148 - 2157～5168 - 2158～1181

图 3 　3 次开挖加固前后 x 向和 y 向应力最大值对比
Fig. 3 　Maximum x2stress and y2stress before and after three times exca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tunnel

图 4 　3 次开挖加固前后剪应力最大值对比
Fig. 4 　Maximum shear stress before and after three times exca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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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3、图 3 及图 4 可以看出 ,隧道加固前后围岩 (或衬砌)内的应力变化情况比较明显. 中导洞施工过程

中 x 向应力将变大 ,最大压应力增大 0106 MPa ,拉应力增大 0118 MPa ; y 向拉应力变大 ,压应力变小 ;剪应力

变化较小. 在右隧道开挖的过程中及加固前后 , x 向应力变大 , y 向应力和剪应力变小. 左隧道加固后的围岩

应力都小于加固前的应力 ,说明左隧道的加固起到了控制围岩变形破坏的作用. 另外 ,在隧道侧边墙、顶拱、

底板等处出现应力集中区 ,侧边墙比较明显. 受洞室基本形态的影响 ,隧道中隔墙交角部位应力相对较大.

2. 3 　塑性区分析

塑性区出现的准则依据 FLAC3D中的破坏原则 ,即岩体满足拉裂屈服的条件为

F = σ3 - σt
> 0 　(发生拉裂屈服)

≤0 　(未发生拉裂屈服)
(1)

式中 :σ3 ———岩体最小主应力 ;σt ———岩体抗拉强度.

应用上述屈服条件 ,计算评价中就可以判断各种工况下有无塑性区出现. 从隧道不同开挖阶段及加固阶

段围岩塑性区的分布特征图中可知 :

a . 破坏区的分布受岩体性质及开挖范围的影响 ,但破坏区的大小、破坏类型和扩展方式与工程部位和

施工开挖顺序密切相关.

b. 中导洞由于隧道埋深较浅 ,上覆岩体的重力达不到使岩体破坏的程度 ,因此塑性区主要发生在隧道

的边墙.

c. 边墙破坏区的大小与边墙高度直接相关. 随着边墙开挖深度的加大 ,破坏区的深度也越来越大 ,并且

最大破坏深度主要发生在隧道边墙的中下部. 因此 ,在整个边墙的开挖过程中 ,其破坏区在向纵深扩展的同

时 ,也向下部迁移.

d. 在整个开挖过程中 ,底板的塑性区大小随着开挖面的扩大而增大. 由于隧道开挖断面较小 ,塑性区主

要发生在边墙与底板的交界处 ,其破坏类型也随着开挖断面的增大而改变.

e. 同一工程部位的围岩 ,在不同的开挖阶段中 ,其破坏状态的表现是不同的 ,有的在某一阶段处于破坏

状态 ,有的在整个开挖过程中都处于破坏状态. 可见 ,在施工过程中 ,浅部围岩处于一个破坏和非破坏相互转

化的动态平衡中 ,局部出现重复性破坏是围岩二次应力场、变形场变化带来的结果.

f . 在有效的影响范围内 ,隧道破坏区的扩展受相邻隧道施工过程的影响 ,即在右隧道开挖时 ,中导洞部

分围岩的破坏范围有可能继续扩大.

2. 4 　衬砌开裂分析

从图 5 (a) 得知 ,左隧道衬砌大部分区域处于稳定状态 ,未出现破坏区域 ,但在衬砌底部与中隔墙的连接

处出现一个拉裂破坏单元 ,且该单元处于较浅部位 ,因此对衬砌的稳定性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图 5 (b) 可以看出 ,右隧道加固后 ,在上覆岩体及衬砌与围岩的相互作用下 ,衬砌未出现大面积拉裂破

坏的区域 ,在中隔墙与隧道的衬砌连接部位有一单元呈现拉剪破坏状态. 由于该部位处于衬砌与围岩的接触

部位 ,因此对工程的影响较小.

图 5 　红枫隧道衬砌开裂状态

Fig. 5 　Liner rupture in Hongfeng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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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红枫隧道地质条件较好. 从计算断面 K214 + 725 的结果可知 ,围岩位移较小 ,最大为 6181 mm ,小于 1 cm ,

说明围岩应变率较低. 围岩衬砌后位移变化很小 ,说明按衬砌类型 ,围岩变形基本满足要求. 从应力情况看 ,

围岩拉应力随着隧道开挖范围的扩大而逐渐变大. 除局部位置外 ,衬砌基本满足抗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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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bility analysis of excavation of Hongfeng multiple arch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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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ngfeng multiple arch

tunnel of the Jinliwen Highway ,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ess field , deformation field and

plastic failure zone of surrounding rock during the exca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tunnel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rain rate and the displacement of surrounding rock are low during excavation , and that the deformation of

surrounding rock with the liner currently used meets the requirement of stability. It is also indicated that the tensile stress

in surrounding rock increases with the extension of the excavated area , and the tensile strength of the liner is satisfactory

except at some positions.

Key words :Jinliwen Highway ; Hongfeng multiple arch tunnel ; excavation ; stability ; numerical si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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