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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天生桥二级水电站强岩溶深埋长大隧洞勘察与设计》总结了天生桥二级水电站引水隧洞的勘测、设
计经验，系统介绍了在强岩溶复杂地区修建深埋长大隧洞的相关技术。《天生桥二级水电站强岩溶深
埋长大隧洞勘察与设计》的内容主要有：强岩溶地区修建深埋长大隧洞工程的勘察方法，强岩溶地区
隧洞围岩分类和评价及评分的标准，长大隧洞设计方法，岩溶地下水和各类大型溶洞的处理型式和主
要结构，强岩溶地区深埋隧洞的施工技术和主要施工设备，强岩溶地区使用物探技术的评价方法等。
《天生桥二级水电站强岩溶深埋长大隧洞勘察与设计》主要供水利水电工程技术人员，特别是隧洞工
程相关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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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2.2溶洞规模天生桥二级水电站的发电引水隧洞为3条9.8kin×（8.7～9.8m）（长度×
内径），是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引水发电系统，隧洞投资无疑是整个工程投资中最大的部分。隧洞遭
遇多个跨度近70m、深度达50～90余米的溶洞和地下岩溶管道，由于设计理论尚不成熟，缺乏设计经
验和完善的规程规范，隧洞穿越溶洞和岩溶管道的技术措施和施工措施也是面临的重大问题，需要创
新和突破，考验建设者的智慧。1.3隧洞工程技术针对上述技术难题，通过科技攻关，深入研究和精心
设计，取得了复杂地质条件下大型地下工程勘察设计经验并推进相关技术的发展。1-3.1勘测技术在天
生桥二级水电站建设过程中，隧洞沿线遭遇大型溶洞达40多个，远超过预计情况，溶洞的空间发育和
性状也非常复杂，对岩溶位置和规模、形态的判断和对传力介质的评价，广泛运用了声波技术、声
波CT、电磁波CT、、地质雷达、地电测量等物探技术进行勘测，弥补了常规钻探方法的局限性。天
生桥二级水电站引水隧洞工程设计和建设过程说明，在岩溶地区修建大型地下工程，仅仅依靠常规的
钻探技术和手段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更多新技术的运用和先进理论的指导。（1）岩溶“地区围岩分
类。因岩溶发育的不均一性，溶洞发育部位及充填情况、充填物特性，以及地下水活动程度等条件差
别较大，岩溶地区隧洞围岩分类与一般碎屑岩或火成岩地区不尽相同。影响隧洞围岩分类的因素主要
与岩溶发育特征及地下水活动情况有关，其决定因素可能是溶蚀破碎岩体，也可能是性状较差的溶洞
充填物，或是压力较高、活动频繁的地下水，更多情况是不同条件的叠加，故存在的工程地质问题也
较为特殊。天生桥二级水电站引水隧洞施工开挖后，根据开挖揭露的地质条件，以及围岩稳定情况，
考虑隧洞中岩体溶蚀风化程度、岩溶发育程度、溶洞充填物性状、岩溶发育部位及地下水活动状态等
因素，对该电站隧洞围岩进行分类，从而使岩溶隧洞中的围岩分类更加合理，更加能充分反映实际地
质条件，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有利于进行有效的支护处理。（2）钻探结合物探的综合勘察方法。天
生桥二级水电站引水隧洞开展前期勘察工作时，国内尚没有高密度电法、EH一4等探测深度大、精度
高的物理勘探手段，地表勘探手段主要以地震勘探及电法为主。而该电站引水发电隧洞长度长，最大
埋深近800m，地表崎峻陡峭，物探工作实施难度大，效果差。因此，前期主要以地表测绘及验证性钻
探为主，物探工作主要布置在进出口及浅埋过沟段。大量的钻探及物探工作主要实施于隧洞开挖后，
针对开挖揭露的岩溶工程地质问题进行勘察、论证。早期，针对揭露的岩溶工程地质问题，主要采用
地质调查及钻孔勘探的方式进行调查，但因岩溶发育的不均一性及特殊性，仅采用钻探勘探的方式根
本无法查明岩溶发育规律，处理过程中也发现实际地质条件与前期推测结论差别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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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生桥二级水电站强岩溶深埋长大隧洞勘察与设计》是由高山峡谷岩溶地区水电工程实践技术丛书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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