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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世界建筑业的发展趋势而言，19、20世纪是以占有大量地面土地资源为代价，修筑公路、铁路
、桥梁、机场和争先恐后向空中延伸、建筑高楼的世纪。
自“二战”至今，世界人口迅速增加，城镇化进程加快，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城市的建筑有必要（地
面土地资源的局限）也有可能（非开挖技术水平的提高）从地上转向地下开拓空间，因此，21世纪被
称为地下空间开发的世纪。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且人口超过13亿的中国更是如此。
自2000年以来，随着地铁、铁路、公路、水力、电力等地下T程的大规模建设.盾构法隧道技术从广州
（1995年）在复合地层中大胆尝试并成功应用之后，迅速推广到全国各个地下空间开发领域。
进入21世纪后仅10年时间，最大直径的盾构机（直径15.3 0米）在中国上海成功应用，盾构机台数由10
余台迅速增加到300余台；施工队伍从不足10家发展到超过50家，世界上著名的盾构机厂家，例如海瑞
克、威尔特、小松、二三菱、罗瓦特、罗宾斯等纷纷落户中国，独资、合资或合作办厂，使得中国成
为世界上盾构机生产、加工和应用最多的国家，盾构法隧道建设规模占世界1／4强。
盾构法之所以如此快速地发展，是因为与传统的暗挖法相比，盾构法在施工安全、工程进度、质量保
障、环境保护和施工人性化等方面的优越性非常明显，并且其投资的优势也逐渐显现。
因此，能用盾构法的隧道工程基本上都采用了盾构法施工，盾构事业的蓬勃发展令国人深感自豪。
　　近年来，随着工程项目、规模和数量的急剧扩大，盾构施工过程中安全事故和质量事故总量也呈
现明显上升的趋势。
例如，仅在盾构开仓检查更换刀具过程发生的5起意外事故中，就有10名盾构工作者不幸遇难，这些事
故极大地影响了盾构事业的健康发展，令人深感不安和忧虑。
　　面对“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盾构法隧道建设，面对盾构事业人力资源的紧缺和系统技术积累
的不足.要使盾构事业可持续地良性发展，当务之急是：系统地总结10余年来全国盾构工程的经验（尤
其是教训）。
研究提出风险控制理论；培训大批盾构专业人才，制定风险控制规范或规程，以指导盾构工程安全生
产。
　　令人感到欣慰和难能可贵的是，早在15年前，我在广州地铁做总顾问时的同事，也就是本书作者
等同人.一直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作者在亲自主管或监理了广州地铁100多台次盾构机在复合地层艰苦实践的基础上，认真地考察、学习
并收集了深圳、北京、上海、天津、沈阳、成都、西安、南京、杭州等城市的铁路、水力、电力领域
的盾构施工经验，通过多年的系统研究和分析，首次提出并创立了许多盾构工程风险管理的新观点和
新方法，例如，“盾构工程管理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理念”，并且将盾构施lT风险源概括为三大类，
即地质、盾构机适应性和“人”。
按人们的认知能力来分，一是可预测的，二是不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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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盾构技术在我国的迅猛发展，盾构事故也相应增多，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也很大。
    风险管理是贯穿盾构施工始终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大部分风险可预测，可预防；部分风险可预测，难预防；还有部分风险无法预测。
    尽管盾构施工中的事故难以百分之百地避免，但这绝不是人们在问题面前无所作为的借口，正相反
，因为有难度，才要去研究。
本书无意给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但提供了一些思路。
    本书主要供从事盾构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其中的资料和数据可供教学和科研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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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盾构施工风险源识别概论　　第一节　风险源识别的理论合理性与实际可操作性　　一
、盾构隧道建设风险管理的历史和应用理论，　　风险管理是一门新兴的管理学科，最早起源于美国
。
1929—1933年，由于受到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约有40％左右的银行和企业破产，经济倒退了
约20年。
美国企业为应对经营上的危机，许多大中型企业都在内部设立了保险管理部门，负责安排企业的各种
保险项目。
当时的风险管理主要依赖保险手段。
　　1938年以后．美国企业开始对风险管理采用科学的方法，并逐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世纪50年代．风险管理发展成为一门学科，风险管理一词才形成。
　　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掀起了全球性的风险管理运动。
随着企业面临的风险的复杂多样和风险费用的增加，法国从美国引进了风险管理并在法国国内传播开
来。
与法国同时，日本也开始了风险管理研究。
　　近20年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建立起全国性和地区性的风险管理协会。
1983年在美国召开的风险和保险管理协会年会上，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云集纽约，共同讨论并通过了
“101条风险管理准则”，它标志着风险管理的发展已进人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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