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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工程概况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起点位于 XXXXXXX 接入 XXXXXXX 电站 4.5×3.0m 的电力隧

道。起点桩号：00+00。向东穿越 XX 北路、XX 北路、XX 路与 XX 路 2.5

×3.0m 的电力隧道相接，桩号 7+31.712。 

在桩号 7+31.81 处 XXX 公园内新建通道接原 2.5×3.0m 的电力隧道向

北穿越 XXX 路进入 XXX 路东侧绿化地，沿东侧绿化带经地铁 4 号线盾构

出口井 17+40 后折向西侧绿化地内，在 17+80 顺塔山路西侧穿越成洛路，

经沙河东侧进入地铁 4 号线一期工程沙河东主变电所，桩号 24+09.089。 

  二、顶管设计概况 

    1、穿越汇泉北路段 

穿越 XX 北路段社会交通流量大，为 XXX 市的主要交通要道，无法开挖，

采用顶管施工。 

0+00 至 1+59.292段，管道深度在 7.5m、7.40m、6.80m。 

顶管中心线距桥梁桩基础边缘 4.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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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 XX 北路段顶管平面示意图 

 

 

 
 

 

 

 

 

 

 

 

 

穿越 XX 北路段顶管纵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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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穿越 XX 路顶管工程 

穿越 XX 路段，该段社会交通流量大，为成都市的主要交通要道，无法开挖，采用顶管施工。 

1
井
检查井至 4

井
检查井竖井深度在 14.0m、9.22m、6.82m、3.20m。顶管管道中心线距桥梁桩基础边缘

8.2m。 

 

 

 

 

 

 

 

 

穿越 XX 路段顶管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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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 XX 路段顶管纵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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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顶管施工方案 

一、管前挖土 

管前挖土是控制管节顶方向和高程、减少偏差和重要作业，是保

证顶质量及管上构筑物安装的关键。 

1、管前挖土 

本顶管工程采用人工掘进顶管法。即管前系人工挖土。 

管前挖土是控制管节顶进方向和高程、减少管道偏差的重要作

业手段之一。是保证顶质量及管上构筑物安装的关键。 

人工挖土在管内进行，安排一人挖土。为加快工程进度，每班

两个人，轮流作业，用特制小车水平运土至工作坑内，土方在工作

坑用电动葫芦提升至地面，再运至安全地点堆置。 

在一般地段，如果土质良好，挖土时可在管端前挖 30～50 ㎝。 

挖出的土方要及时外运，及时顶进，使顶机用力控制在尽可能

小的范围内。 

    2、采用可调式液压掘进顶管法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超挖示意 

a——最大超挖量；b——允许超挖范围 

    （1）管头切入土层后，应自上而下分层开挖；管材迎面的超挖

量应根据土质条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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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允许超挖的稳定土层中正常顶进时，管下部 135
o
范围内

不得超挖；管顶以上超挖量不得大于 1.5cm；管前超挖应根据具体情

况确定，并制定安全保护措施； 

（3）在对顶施工中，当两管端接近时，可在两端中心先掏小洞通

视调整偏差量。 

工作坑向两侧顶进时先顶线长的，顶完后将就已顶的管子做后背

墙，顶另一个方向。 

（4）每次顶进的长度，应根据车斗的容积、起吊能力和地面运输

条件综合确定；一般取 0.3-0.5 米。 

（5）临时停止顶进时，应将管口全部切入土层。 

二、管前挖土的长度控制 

一般是安排一个人挖土。为加快工程进度，每班两个人，轮流开

挖。每次轮换时间不能超过 2 个小时。 

土方在管内可采用小船槽盆下合轴承滚轮，土方装满后一人在顶

进坑处用绳索牵引拉至基坑处，然后利用吊车集中将土方吊运出基坑。 

三、顶进施工测量控制 

    1、测量 

中线桩是工作坑放线和测设坡度板中线的依据。测设时，根据

设计图纸的要求，根据管道中线控制桩，用全站仪将顶管中线桩分

别引测到工作坑内，距离顶管顶 0.5m 高处的井壁上，并钉以大头

钉，以标定顶管的中线位置。工作坑内设置临时水准点，水准点设

在坑内顶进起点的一侧木桩上，使桩顶的小钉的高程与顶管起点管

内底设计高程相同。 

全段顶进完后，应在每个管节接口处测量其中心位置和高程，

有错口时，应测出错口的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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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线测量示意图 
 

 
 高程测量示意图 

 
    2、校正（纠偏） 

顶管误差校正是逐步进行的，形成误差后不可立即将已顶好的

管子校正到位，应缓缓进行，使管子逐渐得位，不能猛纠硬调，以

防产生相反的结果。 

超挖纠偏方法：偏差为 10～20 ㎜时，可采用此方法，即在管子

偏向的反侧适当超挖，而在偏向侧不超挖甚至留坎，形成阻力，使

管子在顶进中向阻力小的超挖侧偏向，逐渐回到设计位置。 

千斤顶纠偏法：用小型千斤顶顶在管端偏向的反侧内管壁上，

另一端斜撑在有垫板的管前土壁上，支顶牢固后，即可进行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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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对邻近市政设施、结构物可能引起变形监控措施 

顶管施工时，应对邻近结构物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高度警

惕，做好防患。 

    一、计划落实 

根据理论的沉降设计范围，在结构物附近纵横向每十米布置一

个观测点，具体布置位置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采用水平仪、塔

尺测量，与相邻点比较。 

观测时间：每 4 小时观测一次，异常情况加密，正常情况每 8

小时依次，观测必须落实到专人，如实填写，并定期向相关部门汇

报。 

    二、组织落实 

成立观测组，项目负责人任组长，技术负责人任副组长，指派

专人按要求设置检测点，定时监测。按布点观测并作记录，计算分

析，及时向相关部门汇报，出现异常，立即停工，立即上报业主并

采取应急措施。 

    三、加强对施工地段的巡守 

指派专职人员巡护，昼夜对结构物进行巡守，实行记录交接

制，观测结构物有无超过允许范围的下沉、上拱、裂缝等异常，发

现异常立即向有关负责人汇报、 

    四、顶管对地下管线及路面、建筑物的检测保护 

顶管施工会造成对土层的扰动，使地面可能发生微量的下沉，

故对周围建筑物应采取监测保护措施。 

（1）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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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有可能造成破坏的路面进行监测，其方法是在管道通过的路

面上布设沉降观测点，定期进行水准测量观测，随时注意道路的变

化，是否发生沉降。 

（2）控制 

在顶管施工中，采取措施控制地基土层沉降量，其措施方法主

要有：控制超挖、多挖土及土层的流失：控制（调整）顶管偏差、

控制注浆压力及均匀注浆：控制顶进速度，以减少顶管对土层的扰

动。 

（3）保护 

当建筑物地基和道路沉降过大，对建筑物和道路的安全危害

时，必须对建筑物进行保护。保护措施常用的有两项：其一是对建

筑物和道路的地基土层进行注浆（水泥浆）；其二是在管道与建筑

物之间施工一排帷幕桩对地基进行加固保护。 

五、地面沉降控制 

地表监控采用地表和深层观测相结合的方法。沿顶进轴线的管

线保护和重要区段应增加每天监测次数以致进行 24 小时跟踪监测。

正常情况下地面的观测点每天进行 1～2 次沉降跟踪观测，经数据处

理分析，若路面出现沉降达到 5mm 以上时则与施工各相关方进行现

场会商采取路面压浆等及时处置措施。 

六、管线沉降观测 

（1）测点布置与埋设 

地下管线测点布置与埋设应满足以下要求： 

地下管线沉降点要求尽量利用管线设施布设直接测点。 



 

 1  

DN1000 污水管、DN600 给雨水管采用直接法布点，首先开挖至

管道深度，将钢筋焊接于管线的顶部并引至地表，周围用砖砌筑成

阴井。 

（2） 测量仪器：地下管线沉降监测使用徕卡 DNA03数字水准仪。 

（3） 观测方法：地下管线沉降监测采用城市一等水准测量。 

（4） 测量精度：地下管线沉降监测最小精度要求达到 0.1mm。 

 

 

a） 深埋地下管线观测点埋设示意图 

 

 

 

 

 

 

 

地下管线监控量测测点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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