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型地下顶管施工技术原理及应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型地下顶管施工技术原理及应用>>

13位ISBN编号：9787112069651

10位ISBN编号：7112069653

出版时间：2008-2

出版时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作者：韩选江

页数：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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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地下顶管施工技术原理及应用>>

内容概要

本书详细地介绍了地下管道工程中顶管施工的原理、特点及先进的配套施工方法，论述了直线和曲线
顶管施工中影响顶推力的各种因素、顶力分析与计算研究，并通过大型顶管工程实例，针对其工程特
点、场地恶劣环境和技术难度，具体说明顶进施工方法的实际应用及效果。
内容主要包括顶管施工主要设备、顶管施工测量与导向、顶管常用管材、顶管对土体扰动及变形分析
、直线和曲线顶管顶推力研究、顶管对土体作用的三维有限元分析等，以及对顶管施工中相关问题进
行充分的分析与计算，理论与实际结合紧密。
　　全书将“予力”概念渗透到地下顶管施工全过程中，应用“予力技术作用原理”和“予力度”控
制标准来确保顶进作业安全有效实施。
本书内容丰富，并具有新颖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等特点，可供从事土木工程、市政管线工程和其他各
类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和管理人员参考，同时也可作为一本兼具理论和工程应用的图书供土
木建筑院校师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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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毕业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工民建专业；1981年毕业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研究生班（岩土工程
专业），并获工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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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外发表论文220多篇，出版《土力学与地基工程》教材及专著8部。
科研成果10多项，研制钢结构绘图软件一套，申请发明专利6项。
获省部级奖3项。
处理解决过200余项复杂工程技术难题，其中对30多幢危房进行纠偏复位并恢复正常使用，对地上地下
环境苛刻软基上的13.2m深（三层地下室）大型基坑，采用予力土锚技术，成功实现了无支撑安全支
护：对已使用40余年损坏严重的几幢三层楼房成功加层改造为七层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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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　顶管法施工测量与导向技术　　3.7　顶进误差校正　　3.7.1　引言　　顶进管道出现上下左
右摆动前进而偏离了设计位置就产生了误差。
与设计管道中心的左右偏离称为方向误差，也称为中心误差。
该偏离的尺度称为方向误差值。
与设计管底高程垂直方向的偏离称高程误差。
该偏离尺度称为高程误差值。
误差值的单位一般用毫米表示。
高于设计高程的误差值用“+”号表示；低于设计高程的误差则用“－”号表示；而中心误差按偏左
、偏右表示。
　　在校正误差过程中，由于顶进管道周壁与管前端受力状态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将会产生局部应
力。
当误差发现过晚且误差值又过大时，急于校正将会使管体所受的局部应力急剧增加，严重时将会使钢
筋混凝土管道破裂，或造成钢管变形甚至焊口开裂。
如该应力再继续增加达到管材的屈服点时，钢管就将出现折皱现象及管口卷曲。
此外，还须防止首节管或前面管线容易产生的扭转现象。
　　管道自转现象出现在首节管最显著，扭转角有时甚至达到10°。
如管口是刚性连接，相应的转角不能调整，以致使管口或管体应力集中，甚至造成破坏。
如管前采用机械挖土和装运，管体自转后，将会导致各种机械设备的工作部位与校正千斤顶的布置受
到影响，也将妨碍正常顶进施工操作。
　　3.7.2　误差产生的原因　　对于顶管施工来说，由于管道周围土质的变化、后背的设置条件以及
管前挖土等因素的影响，作用在管节上的力系不平衡始终贯穿在整个顶进过程中。
所以，管节经常处在各种外力和力矩的作用下向前顶进，致使管节前进的轨迹永远不可能完全沿着设
计路线前进，而是随时都会发生各种方向上不同程度的误差和自转。
　　产生力矩不平衡的原因可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1）主观因素　　由于施工准备工作中的设备加工、安装、管节选择、操作技术等人为原因产
生的误差，从而造成力矩的不平衡。
这类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工具管或刃脚加工的误差。
如工具管或刃脚的整圆度不符合技术要求，则会造成顶进一开始就会出现误差。
　　2）管节的外形尺寸误差。
要求向工作井内下管前须认真挑选管段，尤其应从管端面的垂直度与平整度上优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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