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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京地铁盾构隧道技术》分为3篇。第1篇为综合篇，主要论述了城市典型地层条件，首段盾构隧道
试验段的科研试验成果，盾构机如何选型，及三种典型地层条件盾构机选型的结果、经验与不足；
第2篇为设计篇，主要论述地铁4号线、5号线及首都机场线盾构隧道的工程筹划、横纵断面设计及隧道
结构设计与计算；第3篇为施工篇，主要论述盾构施工场地布置，盾构施工用电设计与计算，盾构隧
道管片制造厂设计与管片制造技术，穿越城市典型地层和各种重大环境风险源的盾构施工控制技术。
《北京地铁盾构隧道技术》对北京首次采用盾构法修建地铁隧道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技术总结
，理论紧密联系国程实践，图文并茂，突出应用，可参考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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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贵平，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著名盾构隧道工程专家，现任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主持了北京市轨道交通工程多条线路的建设管理工作；目前正代表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
理有限公司主持新疆乌鲁木齐市轨道交通工程的建设管理工作。主持的科研项目“混合地层小半径连
续正反向曲线段士压平衡盾构综合施工技术研究”获2008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在核心期刊《
现代隧道技术》等发表论文20余篇；参与编制了多个国家行业标准和北京市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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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富荣，博士，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目前主持北京市轨道交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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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荣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北京市级人选
．2006年被评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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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特殊地段的通过能力　　本合同段的特殊地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部分隧道区段较小
距离穿越建（构）筑物，且局部隧道覆土厚度仅6m，这样的地段对盾构的施工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盾
构在通过该类地段时必须能很好的调整与保持土仓压力，控制地面沉降；　　区间隧道局部地段含有
少量的砂层和卵石圆砾，这就要求盾构机刀盘具有较强的耐磨能力和有效保护刀具的能力。　　区间
线路曲线段长度占区间总长的66％，且最小曲线半径仅为350m。这就要求盾构机具有小半径曲线施工
的能力，且对运输系统、通风系统及测量导向系统均有较高的要求。　　当盾构机处于含砂地层施工
时，应具有相应的施工辅助措施及设备，如对土仓压力的控制与渣土改良等。　　（3）方向调整与
控制能力　　本合同段盾构隧道线路较长，且曲线段施工及工程接口较多，要求盾构的导向系统具有
很高的精度，以保证线路方向准确。盾构方向的控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盾构本身能够进行纠偏、转
向；二是采用先进的激光导向技术，保证盾构掘进方向的正确。　　（4）环境保护与控制能力。　
　盾构法施工的环境保护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盾构施工时对周围自然环境的保护，即地面沉降满足
设计要求，噪声、振动等满足相关环境保护规定的要求；再者要求盾构施工时使用的辅助材料，如油
脂、泡沫等，不能对环境造成污染。　　（5）掘进速度满足计划工期需求　　根据计划工期安排，
盾构的掘进速度必须满足本合同段的计划工期要求。　　4）盾构机形式的确定　　不同类型的盾构
机适用的地质类型是不同的。盾构机的选型必须做到针对不同的工程，不同的地质条件进行针对性设
计，才能使盾构更好地适应工程。如前所述，盾构机的主要类型有泥水式、插刀式（敞开式）盾构、
土压平衡式、复合型盾构等。其中土压平衡盾构能够适应较大的地质范围与地质条件，能用于黏结性
、非黏结性、有水或无水、软土和卵石圆砾等多种复杂的地层，施工速度较高，能有效地控制地表沉
降。所以根据本合同段的工程条件、地质特点、工期及施工要求，结合类似工程盾构的选型经验和北
京地铁既有盾构工程的盾构类型，在本工程宜采用土压平衡式盾构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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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地铁盾构隧道技术》可供从事盾构隧道设计、施工、工程管理、教学和科研等相关人员参
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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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还好，当做资料收集，以后参考
2、内容很多，值得细细研读
3、书的内容真的很赞，推荐购买。

Page 10



《北京地铁盾构隧道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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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