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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广州号称国内地铁城市的地质“博物馆”，且城区建(构)筑物密集，导致盾构工程在设计及实施阶段
，不可避免地遇到很多未曾经历的技术难题，工程风险和难度巨大，艰苦实践的经验教训非常多，在
探索并尝试了许多新工法、新工艺之后，盾构设计和施工技术得到很大提升，已施工的120km盾构隧
道的经验和教训，对其他城市的地铁建设十分有借鉴意义。

结合广州复杂的周边环境及复杂的工程水文地质条件，廖鸿雁编著的《复合地层盾构技术——广州地
铁盾构工程的探索与实践》重点介绍复合地层盾构工程的设计方案；对硬岩、岩溶、花岗质岩等困难
地层的处理方案；盾构始发、到达的新技术、新材料；先隧后站技术，上下重叠、小曲率半径、大坡
度、小间距盾构隧道的实施方案。

针对国内地铁市场的旧盾构机越来越多的状况，《复合地层盾构技术——
广州地铁盾构工程的探索与实践》也总结了广州地铁对旧盾构机的选用和改造经验，供建设单位(地铁
、城际铁路、铁道、交通、大型管廊的建设业主)，以及相关设计、监理、施工单位的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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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廖鸿雁（1970.11~），女，工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参加了除一号线之外所有广
州地铁工程的建设。
　　自2001年开始接触盾构，经过12年的磨砺，积累了大量的地铁盾构隧道设计、施工、建设管理的
经验。
　　现任广州地铁总公司建设事业总部总经理助理，副总工程师，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一级注册建
造师，注册监理工程师，主管地铁土建工程重大设计、施工方案的技术论证及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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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3 拟用盾构机适应性论证　　1.广州地铁对盾构机的宏观管控模式　　合适的盾构机选型、盾
构机各系统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是盾构施工成功的必要条件。
　　因此，盾构机在投入施工前，广州地铁对盾构机的宏观管控模式是：无论拟用的盾构机是新是旧
，都针对各标段的地层，做盾构机适应性论证；对拟投入使用的旧盾构机，还需承建商对各自的盾构
机进行系统设备现状评估，制定改造、维修保养计划，最后盾构机才能验收。
即要求承建商对各自的盾构机进行有针对性的配置、改造、维修保养。
　　其中，进行盾构机适应性论证前，应有足够数量的地质钻探成果，对隧道通过的地层的岩土颗粒
粒径、含量应有较充分的分析。
　　另外，进行系统设备现状评估时，主要系统设备，需提供厂家或检测机构出具的勘验报告。
譬如，从承包商自己的盾构机购买合同执行角度出发，对主轴承的气密性进行检查，最好配有厂家在
现场的录像。
　　（1）对旧盾构机进行现状评估　　若采用旧盾构机，考虑到盾构机的关键系统及部件，如主驱
动、主轴承密封等，在隧道掘进过程中难以更换，或更换会影响工期，因此，盾构机适应性论证前，
关键系统及部件要进行状态评估。
　　盾构机状态评估的主要工作：　　1）盾构机拆机前　　液压系统各部件运行情况评估：每次盾
构机结束掘进时，提取液压系统的油样进行检测及铁谱分析，判断油质是否正常。
　　主轴承：进行润滑油取样检查，评判主轴承内部元件是否正常。
　　电气方面：电气系统是否一直运行正常，有无出现过大问题。
　　此外，还有其他方面，在此不一一赘述。
　　2）盾构机拆机检测　　盾构机拆机检测的目的是：综合判定盾构机机械部分、电气、液压、传
动部分进行是否处于良好状态。
譬如检测以下各项等。
　　①主轴承状况：检测主轴承底部残留齿轮油，分析齿轮油品质；检查大齿圈外观状况。
检查主轴承密封磨损情况，评判密封寿命。
　　②刀盘：检查刀盘外观有无变形，对刀盘进行结构及焊缝探伤，评判刀盘能否满足工程的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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