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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及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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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

连接结构及施工方法，外套管下端通过U型槽口

竖向跨骑在隧道顶管上面，外套管内沉放有竖

管，竖管下端的槽口与隧道顶管外圆卡住连接，

外套管与竖管的间隙内浇筑水下混凝土。本发明

的施工方法，先用成孔设备成孔，在成孔中精确

沉放外套管，将套管下端的U型槽口跨骑在隧道

顶管上；外套管内沉放竖管，将竖管的槽口与隧

道顶管卡住，对外套管与竖管间隙进行止水加

固，浇筑水下混凝土；排除竖管内积水，对竖管与

隧道顶管连接处进行加固处理，最后，竖管上部

与埋管管道连接。该方法占地面积小、对周边影

响小、造价低、工期短、施工安全快捷，能在敏感

环境下完成管道竖向连接施工，以达到安全、质

量、经济、技术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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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结构包括隧道

顶管、外套管、竖管，其特征在于：所述外套管下端通过U型槽口竖向跨骑在隧道顶管上面，

且外套管直径大于隧道顶管，外套管内沉放有竖管，所述竖管下端的槽口与隧道顶管外圆

卡住连接，且竖管下端的槽口端面与隧道顶管之间通过止水装置紧密贴合，所述外套管与

竖管的间隙内浇筑水下混凝土，形成密闭结构，该施工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1）加工外套管，端部开U型槽口，U型槽口比隧道顶管直径稍大，底部略深于隧道顶管；

（2）加工竖管，下端开槽口，曲率半径与隧道顶管半径一致，并安装止水装置；

（3）测量出隧道顶管轴线、标高，翻至地面，确定引孔深度及孔位，利用成孔设备精确成

孔，孔径为外套管外径大小；

（4）将外套管精确沉入预定深度，跨骑在隧道顶管上，下放时要控制好U型槽口位置，与

隧道顶管贴合；

（5）在外套管内安放竖管，并采用密封措施，在竖管下端的槽口端面与隧道顶管之间安

装止水橡胶圈；

（6）将外套管与竖管间隙内泥砂清理干净，进行止水加固，浇筑水下封底混凝土；

（7）排除竖管内积水，进行竖管与隧道顶管的连接、加固，最后将竖管上部与埋管管道

进行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竖管下端的槽口的曲率半径与隧道顶管外圆半径一致。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竖管直径等于或小于隧道顶管直径。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外套管与竖管之间设有用于保证竖管的定位精度的限位装置。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止水装置为止水橡胶圈。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所述成孔设备为搓管机、旋挖钻机或循环钻机中的一种。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的施工方法，其特征在于：

浇筑水下混凝土前，放注浆管，用于渗漏时可以注浆堵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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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及施工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地下竖向管道连接结构，尤其是一种对隧道盾构顶管与埋管的两

种不同工艺管道竖向连接结构及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隧道盾构顶管施工是一种地下暗挖施工技术，埋深较深；埋管施工是一种明挖施

工技术，埋深较浅。两种管道竖向连接按照传统工艺需要在基坑工作井中进行，基坑工作井

采用沉井、地下连续墙等结构，占用场地大、造价高，在环境敏感区域施工风险、难度极高，

受到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为克服隧道盾构顶管与埋管连接风险大、造价高、受限

制因素多的困难，必须采用一种新的技术，完成隧道盾构顶管与埋管管道的竖向连接，以满

足工程需求。

发明内容

[0003] 本发明是要提供一种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及施工方法，用于解决传

统工艺受到限制时，两种不同工艺管道竖向连接困难这一技术难题。

[0004]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一种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

包括隧道顶管、外套管、竖管，所述外套管下端通过U型槽口竖向跨骑在隧道顶管上面，且外

套管直径大于隧道顶管，外套管内沉放有竖管，所述竖管下端的槽口与隧道顶管外圆卡住

连接，且竖管下端的槽口端面与隧道顶管之间通过止水装置紧密贴合，所述外套管与竖管

的间隙内浇筑水下混凝土，形成密闭结构。

[0005] 进一步，所述竖管下端的槽口的曲率半径与隧道顶管外圆半径一致。

[0006] 进一步，所述竖管直径等于或小于隧道顶管直径。

[0007] 进一步，所述外套管与竖管之间设有用于保证竖管的定位精度的限位装置。

[0008] 进一步，所述止水装置为止水橡胶圈。

[0009] 一种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的施工方法，其步骤是：

[0010] 1）先用成孔设备从地面钻机至隧道顶管，然后在成孔中精确沉放外套管，将套管

下端的U型槽口跨骑在隧道顶管上；

[0011] 2）在外套管内沉放竖管，将竖管下端的槽口与隧道顶管外圆卡住，沉放时保证端

面止水装置与隧道顶管紧密贴合，并采用限位装置保证竖管的定位精度；

[0012] 3）对外套管与竖管间隙进行止水加固，浇筑水下混凝土，形成密闭环境；

[0013] 4）排除竖管内积水，对竖管与隧道顶管连接处进行加固处理，最后，竖管上部与埋

管管道连接。

[0014] 进一步，所述成孔设备为搓管机、旋挖钻机或循环钻机中的一种。

[0015] 进一步，步骤3）中，浇筑水下混凝土前，放注浆管，用于渗漏时可以注浆堵漏。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17] 本发明解决了传统工艺受到限制时，两种不同工艺管道竖向连接困难这一技术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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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0018] 本发明的结构及施工方法占地面积小、对周边影响小、造价低、工期短、施工安全

快捷，能在敏感环境下完成管道竖向连接施工，以达到安全、质量、经济、技术等要求。

附图说明

[0019] 图1是本发明的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0] 下面结合附图与实施实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的说明。

[0021] 如图1所示，本发明的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包括隧道顶管1、外套管

2、竖管3、止水装置4、限位装置5、埋管管道9等。

[0022] 外套管2下端通过U型槽口7竖向跨骑在隧道顶管1上面，且外套管2直径大于隧道

顶管1，外套管2内沉放有竖管3，竖管3下端的槽口8与隧道顶管1外圆卡住连接，且竖管3下

端的槽口8端面与隧道顶管1之间通过止水装置4紧密贴合，外套管2与竖管3的间隙内浇筑

水下混凝土6，形成密闭结构。外套管2与竖管3之间设有用于保证竖管的定位精度的限位装

置5。

[0023] 外套管2直径比隧道顶管1直径大，外套管2壁厚根据下放施工设备进行确定，如采

用搓管机直接下放时，可以适当增加壁厚，选用强度高的材料，应特别注意下部U型槽口7的

加厚处理，同时要对外套管位置进行精确定位，控制好轴线、标高。

[0024] 竖管3直径等于或小于隧道顶管1直径，竖管3下端的槽口8的曲率半径与隧道顶管

1外圆半径一致，并根据设计要求进行加工处理，应重视端部曲率和止水装置4控制，在下放

中控制竖管3的垂直度及标高，保证与隧道顶管1垂直、轴线重合。

[0025] 止水装置4为止水橡胶圈，严格控制止水加固质量，并有一定的预防措施，保证其

有良好的密封效果。

[0026] 管道连接时，要控制好连接位置的加固质量，并要做好加强处理，以达到管道工艺

要求。

[0027] 本发明的隧道盾构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结构的施工方法，其步骤为：

[0028] （1）加工外套管2，端部开U型槽口7，U型槽口7比隧道顶管1半径稍大，底部略深于

隧道顶管1；

[0029] （2）加工竖管3，下端开槽口8，曲率半径与隧道顶管1半径一致，并安装止水装置4；

[0030] （3）测量出隧道顶管1轴线、标高，翻至地面，确定引孔深度及孔位，利用成孔设备

（搓管机、旋挖钻机或循环钻）精确成孔，孔径为外套管2外径大小；

[0031] （4）将外套管2精确沉入预定深度，跨骑在隧道顶管1上，下放时要控制好U型槽口7

位置，尽量与隧道顶管1贴合；

[0032] （5）在外套管2内安放竖管3，并采用密封措施，在竖管3下端的槽口8端面与隧道顶

管1之间安装止水橡胶圈；

[0033] （6）将外套管2与竖管3间隙内泥砂清理干净，进行止水加固，浇筑水下封底混凝

土；

[0034] （7）排除竖管3内积水，进行竖管3与隧道顶管1的连接、加固，最后将竖管3上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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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管管道9进行连接。

[0035] 本发明应用实施实例：

[0036] 工程位于珠海-澳门境内，属于对澳供水工程，政治意义大于工程意义。工程实体

为1条外径1820mm的供水钢管，管道长600m，采用顶管隧道法施工，隧道穿越十字门水道，管

道埋深30m。原设计方案设置2座沉井作为隧道始发、接收施工，20#隧道工作井位于珠海境

内，为工作井；21#井接收井位于澳门境内，为接收井，21#井周边有大量重要管线、紧邻交通

干道，施工场地极为狭小。

[0037] 21#井原沉井制作高度、下沉深度约35m，采用现浇结构，为圆井，外径10m。沉井需

分节制作、分节下沉，制作、养护时间长。下沉涉及的土层为①2层素填土层、③-2层淤泥质

粉质粘土层、③-1层粉质黏土层、③-7层粉质黏土层。沉井下沉主要穿越③-7层粉质黏土层

（承载力fak=250kPa，粘聚力C=20  kPa），具有承载能力高、侧壁摩阻力大的特点，经分析,沉

井下沉中后期无下沉系数，需降水，降水对周边影响大。沉井施工占地面积大，制作、下沉施

工周期长，对周边影响大、造价高，不能满足要求。

[0038] 为解决上述难题，将21#沉井改为隧道顶管与竖向管道连接的新技术。隧道顶管顶

进到位后，测量定位，利用成孔设备（搓管机）将外套管沉放至隧道预定位置，跨骑在隧道顶

管上，在外套管内安放竖管，竖管下部与隧道顶管贴合，然后在外套管与竖管间隙内进行止

水加固，在密闭安全环境下进行隧道顶管与竖管连接加固施工，最后将竖管上部与埋管管

道连接。该工法具有占地小、影响小、安全、简捷等特点，成功解决了施工场地小、周边环境

敏感、工期紧等难题，节约了大量的工期、费用，为工程带来了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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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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