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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铁路隧道防排水施工技术的分析
宋　楠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山西 太原 030032）

摘　要　铁路建设规模的持续扩大和隧道数量的增加，使隧道工程在安全保障上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隧道防

水问题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由于隧道内部的水汽含量过高和温度波动大等因素，容易导致隧道内部出现

渗漏。铁路隧道防排水施工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关乎隧道工程的整体质量和运营安全，因此必须高度重视。

在铁路隧道施工过程中，防排水施工技术的选择和应用直接关系到隧道的防水效果和使用寿命，因此，如何有效

地处理隧道内的防水问题是一个关键的研究领域。铁路网络的建设和维护对于保障交通运输的安全和流畅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尽管如此，随着铁路网络覆盖的持续扩展，地形复杂区域的铁路规划已经变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

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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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铁路建设有两个主要的特征：首先，扩展

了铁路的覆盖区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人们的交通出行需求越来越迫切。因此，

为了满足这些需求，铁路网的规模不断扩大，并且它

的覆盖区域也在不断扩大。其次，由于隧道的数目持

续上升，在隧道建设过程中的防水难题也日益显现。

为了确保隧道内部环境的平稳运行和安全操作，必须

实施有效的防水措施。然而，随着铁路网络的扩展，

其所经过的地理环境也日益复杂。这对于铁路的规划

和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铁路隧道防排水施工技术

主要包括结构防排水和施工防排水两个方面。结构防

排水主要是通过设计合理的防水结构，如设置防水层、

防水混凝土等，来防止水的渗透。而施工防排水则是

在施工过程中采取一系列措施，如设置排水沟、排水

盲管等，将隧道内的水及时排出，防止水在隧道内积

聚。防水板施工也是铁路隧道防排水施工中的一项重

要技术。防水板施工的关键在于基面处理、防水板铺

设和固定等环节。在施工过程中，需要确保基面平整、

无尖锐物，防水板铺设要平整、无皱折，固定要牢固

可靠。本文将深入探讨铁路隧道的防洪排水施工技术，

并对其在铁路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未来的发展潜力

进行研究。

1　地形复杂区域的铁路线路规划

地形复杂区域的铁路线路规划是指在地势复杂、

地形起伏较大的地区进行铁路线路的规划和设计。这

些地区通常包括山区、丘陵地带、河谷地带等。由于

地形的复杂性，这些地区的铁路线路规划需要考虑更

多的因素，包括地质条件、水文条件、交通条件等。

地质条件对铁路线路的建设和运营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地形复杂的区域，地质条件往往较为复杂，包括岩

石的稳定性、地层的变化、地下水的分布等 [1]。因此，

在规划铁路线路时，需要进行详细的地质勘察和分析，

确定地质条件对线路建设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来应对地质灾害的风险。水文条件包括地下水位、河流、

湖泊等水体的分布和变化。在地形复杂的区域，水文

条件往往较为复杂，地下水位的变化和河流的泛滥可

能会对铁路线路的建设和运营造成影响 [2]。因此，在

规划铁路线路时，需要充分考虑水文条件，确定水文

条件对线路建设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应对水

文灾害的风险。交通条件包括道路、桥梁、隧道等交

通设施的分布和通行能力。在地形复杂的区域，交通

条件往往较为困难，道路的通行能力有限，桥梁和隧

道的建设也面临一定的困难。因此，在规划铁路线路

时，需要充分考虑交通条件，确定交通条件对线路建

设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高线路的通行能力。

综上所述，地形复杂区域的铁路线路规划需要充分考

虑地质条件、水文条件和交通条件等因素。只有在充

分考虑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才能规划出安全、稳定、

高效的铁路线路。

因此，地形复杂区域的铁路线路规划是一个复杂

而重要的工作，需要进行详细的调研和分析，以确保

铁路线路的建设和运营能够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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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铁路隧道防排水施工的重要性

随着铁路线路覆盖面积的增加和地形复杂区域的

铁路线路规划，铁路隧道的建设已成为现代铁路建设

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隧道施工过程中，渗水和

漏水问题常常会给施工带来困扰。因此，铁路隧道防

排水施工技术的重要性不可忽视。（1）在隧道施工过

程中，如果没有有效的防排水措施，地下水会不受控

制地渗入隧道内部，导致隧道内部积水严重，甚至引

发隧道坍塌等严重事故。因此，通过采用科学合理的

防排水施工技术，可以有效地控制隧道内部的水流，

保证施工过程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隧道内部的水流如

果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会对隧道内的设备和设施造成

严重的损害 [3]。例如，水流会侵蚀隧道内的电缆、管

道等设备，导致设备的损坏甚至失效，给铁路运营带

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通过采用适当的防排水施

工技术，可以有效地保护隧道内的设备和设施，延长

其使用寿命，提高铁路运营的可靠性。（2）在隧道施

工过程中，如果没有有效的防排水措施，地下水会被

污染，对周围的土壤和水源造成严重的污染。这不仅

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还会对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带

来威胁。因此，通过采用科学合理的防排水施工技术，

可以有效地保护周围的环境，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保障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它不仅可以保障隧道施工的

安全性和稳定性，还可以保护隧道内的设备和设施，

延长其使用寿命，提高铁路运营的可靠性。同时，它

还可以保护周围的环境，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保

障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因此，在铁路隧道建设中，必

须重视铁路隧道防排水施工技术的研究和应用，以确

保铁路隧道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3　隧道施工中的渗水和漏水问题

隧道施工中的渗水和漏水问题是铁路隧道防排水

施工技术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隧道施工过程中，由于

地下水位的存在以及地质条件的复杂性，渗水和漏水

问题常常会出现。这些问题不仅会对施工进度和质量

产生影响，还会对隧道的使用安全性造成威胁。因此，

针对隧道施工中的渗水和漏水问题，需要采取相应的

防治措施。由于隧道位于地下，地下水位的高低会直

接影响到隧道内部的渗水情况。在施工过程中，如果

地下水位较高，就会导致隧道内部的渗水量增加，给

施工带来困难。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来降低地下水位，

如进行抽水处理或者采用隔水墙等技术手段来防止地

下水进入隧道 [4]。漏水是指隧道内部的水通过隧道结

构的缝隙或者裂缝进入隧道的现象。漏水不仅会增加

隧道内部的湿度，还会对隧道结构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因此，在隧道施工过程中，需要采取措施来防止漏水

的发生。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在隧道结构中设置防水层，

以阻止水分的渗透。此外，还可以采用注浆技术来填

充隧道结构的缝隙，以防止水分的渗透。地质条件的

复杂性会增加渗水和漏水问题的难度。例如，在地质

条件较差的地区，地下水位较高，地层较松散，渗水

和漏水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在这些地区进行隧道施

工时，需要更加注重防排水施工技术的选择和应用。

通过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如降低地下水位、设置防

水层和注浆技术等，可以有效地解决隧道施工中的渗

水和漏水问题，确保隧道的施工质量和使用安全性 [5]。

4　铁路隧道防排水施工技术的探讨

4.1　施工案例

拟建深莞隧道 (东段 )位于深圳市宝安区，隧道

起点里程为 DK1+000，终点里程为 DK15+621.733（隧

站分界里程），隧道左线全长 14 621.733 m。隧道主

要采用盾构法、矿山法、明挖法施工。隧道施工时，

需要考虑地面及地下建筑和管线等造成的影响。隧道

大致走向为东南—西北向，隧址区主要地貌单元有阶

地平原区、丘陵区、海陆交互相沉积平原区。地面标

高约 3.3～ 137 m，轨面标高约 11.79～ -66.271 m，

隧道最大埋深在里程 DK8+700处为 146.7 m，DK1+000～

DK1+105为深江铁路正线与深珠高铁合建四线隧道，

DK1+105～ DK13+450.5为单洞双线隧道，DK13+450.5～

DK14+841.486/YDK13+448.65～ YDK14+975.639为左右

线分离双洞单线隧道，DK14+841.486～ DK15+001.104

为深江左线与深圳北站至深圳机场东站联络线合建三

线隧道，DK15+001.104～ DK15+621.733为深江正线左

右线与深圳北站至深圳机场东站联络线合建四线隧道。

本隧道设斜井 1座，为铁岗斜井，斜井位于线路前进方

向左侧，与线路相交里程为 DK8+600，交叉角度 41。

46’13”，斜井长 863 m，最大埋深约 190.5 m。

拟建隧道场地由滨海沉积平原及丘陵组成，隧道

进口端海拔约 28.87 m；隧道出口海拔约 3.76 m。DK1+

000.0～ DK7+850属阶地平原区，地势平坦，区段内建

筑物密集，道路众多，交通便利，地面高程 7～ 30 m。

DK7+850～ DK10+600属丘陵区，地势起伏较大，地表

植被较发育，有登山小路，交通不便，地面高程 16～

137 m，区段内里程 DK6+600～ DK9+600右侧 400 m附近

处为铁岗水库，水库水面标高约29 m，轨底标高约-35 m。

此段无下穿工程。DK10+600～ DK15+621.733为海陆交

互相沉积平原区，地势平坦，区段内建筑物密集，道



42

工 业 技 术 2024年 6月第 18期 总第 571期

路众多，交通便利，地面高程 3～ 15 m。

4.2　铁路隧道防排水施工技术

随着铁路线路覆盖面积的增加和地形复杂区域的

铁路线路规划，隧道施工中的渗水和漏水问题日益突

出。因此，铁路隧道防排水施工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变

得尤为重要。在勘查阶段，需要对地质环境进行深入

的研究和分析，以便识别隧道施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

渗漏问题。在设计阶段，应根据地质条件和隧道工程

的特点，合理选择防排水措施，如隧道衬砌、防水层

等，以确保隧道的防水性能。在隧道施工过程中，应

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防止渗水和漏水问题的发生。比如，

在挖掘阶段，我们可以利用注浆的方式来强化地质结

构，避免水的侵入 [6]。在真正的建设过程中，工作人

员需要根据隧道挖掘时周围岩石的真实情况进行评估，

并做好相关的记录，这将为制定排水计划提供精确的

数据。若有大量的渗漏，并且分布广泛，职员需优先

使用固定螺栓和对应的锚杆，接着运用裂痕摩擦法来

处理渗漏。在建设过程中，若渗漏问题比较突出，范

围也比较广泛，那么在进行锚喷施工前，需使用树脂

来处理渗漏，并根据具体状况来决定使用哪种集水孔

的排水方法以确保排水任务的正常执行。此外，当两

个喷射混凝土基于岩石表层完成之后，我们需要利用

它们来指导周边的岩体流动，以形成一个健全的排水

体系。经验告诉我们，在进行地下隧道的围岩施工时，

采取喷浆和指示排水的方法，能够显著降低渗漏的情

况，从而确保项目的优秀品质。

在启动隧道建设之前，工作人员需要深入了解建

筑现场的真实情况，熟悉隧道建设区域的地表水情况，

并探讨其供水方法。对于隧道顶部的山谷，在铺设过

程中，应使用水泥砂浆进行覆盖。此外，我们需要对

隧道附近的低洼积水区域进行管理，确保积水能够有

效排放，以便达到实际的建筑需求。根据具体的建筑

情况，我们需要在隧道的顶部安装适当的排水方案，

以确保隧道顶部的积水能够有效排除，这样才能确保

建筑品质。

在建设隧道时，我们必须重视其质地与紧凑程度，

这样才能保障隧道的抗渗透性。另外，我们也可以利

用如防水膜、防水块等方法提升隧道的抗渗透效果。

在开始具体的建设项目之前，工作人员必须要对建筑

物资源做详尽的审核，确保它们满足所有的建设要求。

在施工阶段，操作者必须选择与实际情况相匹配的螺

栓固定点，并使用电钻进行螺栓的打孔，同时也必须

确保防水板的铺设品质。利用塑料焊接器来完成这些

螺栓的连接。在焊接的环节，操作者必须明确焊缝的

长度和焊接的深度，以此来确保优秀的焊接品质。在

开始二次衬砌的安装之前，操作者需要优先处理混凝

土的凹陷和凸起区域，以确保它们的均匀，这样才有

可能获得优秀的防水效果。在建设期间，若发生了混

凝土表层的渗漏问题，操作者需要根据具体状况挑选

出最佳的排水管来引流，并且适度地调节环形的排水

管的数量，以此来获得最佳的排水效果。

在隧道施工完成后，应进行严格的监测工作，及

时发现和处理可能存在的渗水和漏水问题。同时，还

应加强对隧道的维护工作，定期检查和修复可能存在

的防水设施，以确保隧道的防水性能长期有效。铁路

隧道防排水施工技术的探讨涉及勘察和设计阶段的防

水措施选择，施工过程中的防水措施采取，以及施工

后的监测和维护工作。通过对这些方面的探讨和研究，

可以提高铁路隧道的防水性能，确保铁路线路的安全

和可靠运行。因此，铁路隧道防排水施工技术的研究

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5　结束语

在确保铁路线路的稳定运营方面，采用有效的铁

路隧道防洪措施至关重要。经过深入研究，包括扩大

铁路线的覆盖范围，以及针对地理条件较为复杂的区

域进行铁路线路的设计，我们发现，在隧道建设过程

中存在的渗漏问题是一个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难点。

针对此问题，我们需实行恰当的防水策略，涵盖但不

仅仅是：在勘查阶段，需全面评估地下水位的波动，

同时在建筑过程中实行必要的防护手段。所以，铁路

隧道的防洪设计的必要性是无需多说的。唯有进行深

度的学习与持续的研究，我们才能持续增强铁路隧道

的抗洪功能，以保障铁路的稳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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