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断面水下盾构隧道结构力学特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断面水下盾构隧道结构力学特性>>

13位ISBN编号：9787030275264

10位ISBN编号：7030275268

出版时间：2010-1

出版时间：科学出版社

作者：何川，张建刚，苏宗贤　著

页数：2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断面水下盾构隧道结构力学特性>>

前言

　　近年来，盾构法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
随着现代盾构装备技术的进步，盾构法在大型水下隧道工程中得到了大量应用。
近年我国大型跨江海水下盾构隧道的高速发展时期已经来临，一大批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性的大型
跨江海水下盾构隧道建成或正在建设中，如武汉长江隧道、上海长江隧道、南京长江隧道、杭州钱江
隧道和珠江狮子洋隧道等。
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大型水下盾构隧道工程建设数量最多的国家。
　　大型水下盾构隧道的断面直径从地铁区间的6m左右跃升至10m以上，加之特殊的水下环境，工程
建设难度很大。
原有的小直径盾构隧道的建设经验不足以满足大断面水下盾构隧道的需要，相关理论与技术水平有待
进一步提高，值得进行深入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
在此背景下，我们近年来针对大断面水下盾构隧道的结构设计和施工过程控制开展了相关研究。
本书主要内容取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大型跨江海盾构法隧道施工期流固耦合问题研究”、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长大交通隧道建设与营运关键科学问题”、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大型跨江海隧道结构力学特征及整体化设计方法研究”以及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复杂环境作用下地下结构的长期安全性及其预测方法”的相关成果，同时结合了近年来针对
武汉长江隧道、南京长江隧道、珠江狮子洋隧道、沪通铁路黄浦江隧道及重庆主城长江排水隧道等多
项工程专题研究的相关成果。
全书以管片衬砌的结构力学特性分析为主线，系统地阐述了大断面水下盾构隧道的结构理论体系及分
析方法，详细介绍了相似模型试验、结构原型试验及现场测试的具体细节和相关试验研究成果，希望
能供国内同行参考。
　　感谢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南京长江隧道有限责任公司、中铁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和重庆排水有限公司等单位对相关课题研究提供
的协助和经费资助，感谢以上单位的相关技术及管理人员对研究工作的大力支持。
同时，还要感谢参与相关课题研究的西南交通大学博士及硕士研究生在现场试验和模型试验等方面所
做的大量协助工作。
鉴于著者的水平及认识的局限性，书中如有不妥之处，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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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2007年，为了配合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设，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辉县市百泉、凤泉区郭柳
和卫辉市山彪三处墓地进行了全面发掘，清理了近120座墓葬。
本书全面、系统地报道了这批资料，从墓葬形制、规格和年代及随葬品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为探
索豫北地区汉、唐、宋金、明清时期丧葬习俗和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
    本书可供考古学、历史学研究者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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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川，1964年6月出生，重庆市人，日本早稻田大学工学博士，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地
下工程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大型及复杂交通隧道工程”教育部创新团队学术带头人、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四川
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詹天佑专项科技奖获得者。
长期在长大交通隧道领域开展基础与应用性研究工作，先后主持承担了863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火炬计划和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等国家及省部级重大工程研究课题50余项。
主要研究方向有：高海拔地区大型交通隧道修建与营运技术；水下隧道及地铁盾构隧道结构设计理论
；长大交通隧道营运防灾与节能控制方法等。
在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50余篇（其中被SCI和EI收录55篇），获授权国家专利13项（其中发明专利6项）
、国家软件著作权5项；以第一或第二完成人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4项、二等奖4项，以第一完成人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
近年来主持开展了多项有关水下盾构隧道的研究课题，包含863计划“大型跨江海隧道结构力学特征及
整体化设计方法研究”、973计划“复杂环境作用下地下结构的长期安全性及其预测方法”、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大型跨江海盾构法隧道施工期流固耦合问题研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大交通隧
道建设与营运关键科学问题”以及武汉长江隧道、南京长江隧道、狮子洋隧道、重庆长江排水隧道和
沪通铁路黄浦江隧道等我国多座大型水下盾构隧道的结构关键技术课题。
　　张建刚，1974年10月出生。
山东郓城人，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2008年获西南交通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工学博士学位。
现为山东农业大学水利土木工程学院力学系讲师，主讲《隧道工程》和《桥梁结构》等课程，主要研
究方向为盾构隧道结构设计理论、结构维修与加固等。
在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2篇，其中EI收录5篇，编写教材1部（副主编）。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研了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针对武汉长江隧道、南京长江隧道等重
大工程的多项科研课题。
　　苏宗贤，1980年4月出生，祖籍广东潮州，2009年获西南交通大学桥梁与隧道工程专业工学博士学
位，现就职于港珠澳大桥管理局，主要从事水下隧道及大桥的工程建设和科研管理工作。
已发表学术论文10篇，其中EI收录4篇。
曾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比赛二等奖、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工程教育学生奖。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研了国家86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针对南京长江隧道、狮子洋隧道等重大
工程的多项科研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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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盾构法施工的主要过程是在隧道一端建造竖井或基坑，然后盾构从竖井安装和始发。
周边土层在盾构钢筒结构保护下不会发生坍塌，前方土体掘削面在盾构钢面板支撑下与舱内土压或泥
水压始终保持压力平衡和稳定。
前方采用盾构刀盘开挖土体，然后通过螺旋出土器或专用钢管道从后方出土，并同步在盾尾拼装管片
衬砌环和向土层与衬砌的空隙中高压注浆。
每当拼装完管片衬砌环就通过千斤顶推动盾构前进，继续进行下一循环作业。
　　第一节 水下盾构隧道　　大型水下隧道工程的修建技术主要有盾构法、矿山法和沉埋管段法。
矿山法造价较低但应对突涌水灾难的能力差，仅适于有安全保障的完整岩质深埋水底隧道；沉埋管段
法存在问题较多，应用未能普及。
世界上最早的盾构法隧道就是为穿越江河而设计的，是为克服海底或河底等非常恶劣的地质条件而开
发的。
随着封闭式盾构机的研制成功，盾构法成为了施工最安全、掘进速度快、适应复杂地层和地表沉降最
小的优秀施工工法，已成为当今城市和水下隧道工程的主要施工方法。
　　盾构法具有以下优点：第一，施工安全。
始终在密闭盾壳的保护下施工作业，基本避免了高压涌水和软土塌陷等重大施工灾难的发生。
第二，施工速度快。
盾构法施工的机械化程度最高，前方掘进、后方出土和安装管片作业均可自动化。
第三，地表沉降小。
能够更好地控制堤坝塌陷和变形，防止扰动决堤，前方土体掘削面始终在盾构面板保护下保持与舱内
土压或泥水压的压力平衡，可以较好地控制地表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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