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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厦门梧村隧道施工影响区域内建筑物密集，具有超浅埋、大跨度、工艺复杂、工序繁多、地面建筑物保护
要求高等高风险特征，在隧道施工过程中研究并实施复杂地质情况和周边环境条件下隧道的动态反馈分析方法。
现场监测内容有建筑物及地表沉降、建筑物裂缝、建筑物倾斜、隧道拱顶沉降、隧道围岩收敛、土体深部位移、
土体分层沉降、爆破震动、地下水位等，对重要建筑物还采用静力水准仪进行自动化监测。在对梧村隧道进行施

工反馈分析过程中，按照ISO9001质量认证体系要求建立一个完善、高效的运作体系，根据城市隧道工程修建
经验以及梧村隧道前期研究成果，对隧道施工对周边环境以及隧道自身结构的影响进行监测，除采取常规监测手
段外，以建筑物不均匀沉降自动化监测、监测信息管理和预测预报系统、局域网和广域网进行监测信息反馈、桌
面报警系统和电子显示板等预警设施等先进技术来开展施工反馈分析工作，使梧村隧道施工反馈分析工作具有鲜
明的信息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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