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施工监测数据及数值回归的山岭

隧道围岩稳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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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山岭隧道施工中!通过对开挖围岩进行监控量测!可及时掌握围岩稳定情况!既为隧

道施工安全提供有利依据!又为后期二次衬砌施作提供合理时机$文中以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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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靖龙

溪至迁陵公路屋场坪隧道为工程背景!对监控量测所得周边位移和拱顶下沉数据进行数值回归分

析!得出其围岩变化规律以指导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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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岭隧道最常见的施工方法是新奥法#其主要

思想是充分发挥围岩的自稳能力#开挖后进行打锚

杆和喷射砼#使其有机结合形成初期支护约束围岩

变形#同时在相应位置布置观测点进行施工监测#为

安全施工提供依据$文献)

0

*通过线性回归分析了

围岩的变化情况#得出前
$B

为围岩变形增长速度

较快的阶段#围岩整个变形周期为
2#

多
B

$文献

)

2

*通过对监控数据的线性回归分析#得到采用三次

多项式对周边围岩与时间的关系%拱顶下沉与时间

的关系有着较好的拟合性$文献)

"1/

*对隧道监控

量测进行研究#积累了大量数据处理方法#可为不同

地质情况提供围岩稳定性分析方法$该文以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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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靖龙溪至迁陵公路上屋场坪隧道为

工程背景#对施工监测数据进行数值回归分析#分析

围岩变形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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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概况

屋场坪隧道起讫里程为
O0#Z-//

+

O00Z

!$"

#全长
303+

#设计标高为
24$.0/

"

2$".!"+

$

全线位于直线段#路拱横坡为
0./G

#纵断面!进口至

出口方向"均为
12.4G

下坡$隧道区属于侵蚀剥蚀

丘陵地貌#隧道穿越一个丘陵体#该丘陵体地面标高

为
24-.2"

"

!4!.20+

#相对高差
04$.43+

$隧道最

大埋深约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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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量测方法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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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

范(#隧道施工中的必测项目有洞内外观察%周边位

移%拱顶下沉和地表下沉$洞内观察主要是在掌子

面开挖过程中#结合工程地质资料对掌子面前方和

开挖面初期支护周围的掌子面岩性%岩体结构%有无

不良地质构造及地下水发育等进行观察#确保施工

安全性$地表下沉主要是在进%出口段进行加强量

测的项目#该隧道的观察点设置在
O0#Z44#

#距离

进口有
""/+

#地表沉降影响特别小#故对地表下沉

不进行详细分析#主要分析周边位移%拱顶下沉情

况#监测断面布置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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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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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位移%拱顶下沉监测断面布置间距
+

围岩级别 断面间距 围岩级别 断面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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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围岩收敛监测

预埋挂钩#喷完砼后#采用
7''"#(

型数显式收

敛计测量周边围岩位移$为消除钢尺松紧程度所带

来的测量读数误差#在其竖向指标指到第
"

条格时

开始读数#每次读数进行
"

次#分别为第
"

条格微

左%中%微右#取
"

次读数的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

按下式对周边位移测量数据进行温度修正#得到实

际水平收敛值,

*J*

"

Z

#

P+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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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实际收敛值-

*

"

为收敛计读数平均值-

#

为收敛计系统温度线胀系数-

P

为基线长-

+

Y

%

+

#

分

别为收敛计观测时%标定时环境温度$

&%&

"

拱顶下沉监测

采用精密水准仪进行拱顶下沉监测$在洞内找

一个永久点并确定其坐标#把
/+

长塔尺挂到预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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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挂钩上进行测量$按下式计算拱顶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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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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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为实测拱顶标高-

V

D

为后视点
D

坐标-

$

0

为后视点读数-

!

为塔尺总长度-

$

2

为前视点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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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监控数据及回归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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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施工监控数据

主要对
(

级围岩
O0#Z44#

断面所测数据进行

分析#测量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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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周边位移和拱顶沉降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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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1

为本次测量与上次测量的收敛增量-

%

!

1

为

"

收敛总量#正号表示收敛值为正%测边变短#负号表

"

示收敛值为负%测边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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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回归分析

对监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可预测周边位移%拱

顶下沉最终值和各阶段围岩变形变化速率#为二次

衬砌施作提供合理时机$借助
)(8P(&

软件进行

回归分析$目前数据拟合处理的主要函数有指数函

数%对数函数%双曲线函数#其表达式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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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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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位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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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归常数-

+

为初读

数后的时间!

B

"$

采用
"

种函数进行回归分析#取相关系数最接

近于
0

的曲线方程作为回归分析拟合函数#回归分

析结果见表
"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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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函数回归分析结果

项目 拟合函数 拟合方程
相关系

数
;

水平

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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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指数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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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曲线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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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知,指数函数的相关系数最高#其拟合

程度最高#表明采用指数函数可更好地拟合监控量

测数据#达到满意的预测结果$指数函数回归曲线

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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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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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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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归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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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顶沉降
6

时间回归曲线

'%'

"

结果分析

根据
78LM-#12##4

'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

范(#围岩变形达到基本稳定时#其收敛量应达到最

大值的
3#G

"

4#G

$当围岩趋于稳定时#便可施作

二次衬砌$对指数函数进行回归方程求极限#得到

监测断面的最终位移值#其中水平收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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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顶沉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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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拱顶沉降收敛度为
0!.44

&

0$.4-""J

3".!G

#水平位移收敛度为
".0-

&

".-!-0J3-.-G

#

每天的增量都低于
#.0++

&

B

#表明监测断面支护合

理#围岩变形已趋于稳定#可施作二次衬砌$

(

"

结语

以屋场坪隧道为工程背景#采用最小二乘法原

理对施工监控量测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指数函

数拟合度最高$通过指数函数进行最终沉降量计

算#判断该隧道
"#B

时围岩变形已超过
3#G

#趋于

稳定#可施作二次衬砌$

施工监控量测作为新奥法施工的重要法宝之

一#其数据处理非常重要$现场测量数据难免因为

各种原因存在数据离散和误差#需对其进行回归处

理#通过回归分析准确地预测隧道支护安全状况#确

保施工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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