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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中 包含“隧道工程；大直径；
越江隧道；各向异性渗流应力耦合；
动水压力”的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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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上海长江隧道的直径和一次连续掘进距离迄今均为世界之最。隧道平均覆土9.0 m，最浅覆土仅6.8 m。
为控制高水头下浅覆土中特大径盾构推进时管片的上浮，采用单液同步注浆工艺。用能够考虑土体渗透系数随应
力状态变化的弹塑性各向异性渗流应力耦合模型，对上海越江隧道东线江中段的施工过程进行数值分析。结合实
测数据，揭示盾构推进时管片上浮量和管片外侧孔隙水压力的变化规律，研究变形稳定后管片外侧及拱顶正上方
各点孔隙水压力的分布状况，分析不同水深时地下水渗流对地表沉降和管片受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目前采
用的单液同步注浆材料及工艺能很好控制管片的上浮，管片变形稳定时壁后各点孔隙水压力与静水压力比值随深
度增加而增大，水的作用使管片受力趋于均匀，但应注意高水位引起的高孔隙水压力对管片受力带来的消极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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