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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地理位置图

长深高速龙岩段

起点桩号：K3089+487

终点桩号：K324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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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述

长深高速公路永武龙岩段是永武高速公路其中一段，永武高速公路起点位于福建永安市，

终点福建武平，全长 195.22公里。福建永武高速公路是国家高速公路“7918网”（7条首都放

射线、9条南北纵向线和 18条东西横向线）中第三纵“长春至深圳”福建省境内段的组成部分，

是福建省“三纵八横”高速公路规划网的第三纵。与国道 205线基本平行，与龙长高速成十字

交接，其中长深高速公路连城至武平段 155.43公里，项目概算 94.32亿元。龙岩段沿线设姑田、

连城、朋口、北村枢纽、才溪、上杭、武平、岩前互通立交 8处。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 100

公里/小时，于 2010年 06年建成通车。

长深高速公路龙岩永武段全线 40 座隧道（按单洞计），其中短隧道 14 座，总长为 3722

米；中隧道 14座，总长为 8881.45米；长隧道 8座，总长为 14806m；特长隧道 4 座，总长为

15496.7m。全线总长 42906.15m。受福建省龙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委托，福建省高速公路达通

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2年 7月组织技术人员对长深高速公路龙岩永武段全线 40座隧道进行土建

结构定期检查及技术状况评定。

1.2 设计范围

本次设计主要根据《长深高速公路龙岩永武段隧道定期检查报告》（2022年 10月）检测到

的隧道病害及养护站巡检过程中发现的病害进行处治。本次对其中 8座隧道进行预防养护设计；

对其中 7座隧道进行修复养护设计。详见表 1-1、表 1-2。

表 1- 1 长深高速公路龙岩永武段隧道病害处治（预防养护）列表

序号 隧道名称 中心桩号 隧道长度（m）
技术状况评分

JGCI

技术状况评定分

类

1 西坑隧道（上行） AK3104+063 1552 80 2 类

2 马坑山隧道（上行） AK3107+835 4730 80 2 类

3 马坑山隧道（下行） BK3107+867 4708 75 2 类

4 南阳隧道（下行） BK3168+023 1720 79.5 2 类

5 横山隧道（下行） BK3187+748 2940 76.25 2 类

6 古石背隧道（上行） AK3198+894 1210 80 2 类

7 古石背隧道（下行） BK3198+895 1276 80 2 类

8 龙井隧道（下行） BK3234+167 3006 75 2 类

表 1- 2 长深高速公路龙岩永武段隧道病害处治（修复养护）列表

序号 隧道名称 中心桩号 隧道长度（m）
技术状况评分

JGCI

技术状况评定分

类

1 坪岗 1号隧道（下行） BK3114+461 566 73.75 2 类

2 南阳隧道（上行） AK3168+065 1634 72.5 2 类

3 横山隧道（上行） AK3187+746 2928 72.5 2 类

4 龙井隧道（上行） AK3234+142 3052.7 72.5 2 类

5 梅溪隧道（上行） AK3194+293 590 80 2 类

6 山峰 3号隧道（上行） AK3094+756 612 90 1 类

7 金鸡岭隧道（上行） AK3220+220 364 80 2 类

由于隧道养护费用的限制，本次预防养护的 8座隧道，仅对隧道二衬钢筋外露、钢筋锈胀

病害进行处治；修复养护的 7座隧道，网状裂缝暂不处治，钢筋外露、钢筋锈胀病害全部进行

处治，横向裂缝、纵向裂缝、斜向裂缝、渗漏水仅针对状况值为 2的病害进行处治。

1.3 审查意见及执行情况

2023 年 9 月 6 日，龙岩管理分公司组织召开了 2023 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

处治工程和厦蓉高速龙长段、长深高速龙岩段隧道钢筋锈胀维修处治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会，

审查意见详见附件一。

（1）图中渗漏水处置方案暂按导水法处治，应明确具体隧道、桩号采用哪种方案；

【执行情况】：按意见执行，明确渗漏水的处治方案；

（2）槽身增加φ6钢筋网；

【执行情况】：按意见执行，导水法槽身增加φ6钢筋网；

（3）检查孔位置降低至检修道上方 1米处，以方便养护检查；

【执行情况】：按意见执行，检查孔位置降低至检修道上方 1米处。

（4）引水孔位置设置在检修道盖板上拱脚处，深度为打穿二衬防水板，将二衬背后积水引

排至电缆沟排出；

【执行情况】：按意见执行，调整引水孔位置。

（5）取消接入到电缆槽内中 90PE 圆管及每隔 20m 在电缆沟底部钻孔，将水引入侧式排水

管的排水方式。

【执行情况】：按意见执行，取消接入到电缆槽内中 90PE 圆管及电缆沟底部钻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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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计依据及采用的规范、标准

2.1 设计依据

（1）《长深高速公路龙岩永武段隧道竣工图》

（2）《长深高速公路龙岩永武段隧道定期检查报告》（2022年 10月）；

（3）养护站日常巡检统计的病害表

2.2 设计规范

（1）《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3370.1-2018）；

（2）《公路隧道加固技术规范》（JTGT 5540-2018）；

（3）《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60-2020）；

（4）《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JTG H12-2015）；

（5）《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6）《公路养护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5220-2020）;

（7）《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2017）；

（8）《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

（9）《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10）《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11）《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2013)；

（12）《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能鉴定技术规范》（GB 50728-2011）。

3 隧道病害概况

3.1 衬砌病害现场照片

图 3-1 AK3103+942 左拱腰 4.04 米～

4.47 米 钢筋外露 S=0.57 ㎡

图 3-2 AK3105+823 左边墙 1.18 米～

1.70 米 钢筋外露 S=0.84 ㎡

图 3-3 BK3105+599 右拱顶 6.35 米～

6.58 米，钢筋外露 S=4.81 ㎡

图 3-4 BK3114+295 右边墙 1.99 米～

2.17 米 浸渗 S=0.14 ㎡

图 3-5 BK3114+322 右拱顶 6.62 米～

6.63 米 网状裂缝 S=0.43 ㎡

图 3-6 BK3114+367 右拱顶 5.78 米～

6.39 米 钢筋外露 S=5.34 ㎡

4 病害原因分析

4.1 隧道衬砌裂缝

衬砌裂缝是公路隧道最常见的病害类型，该类病害是在不利荷载、温度变化、养护不到位

等条件下产生的。

按照衬砌裂缝成因可将衬砌裂缝分为：干缩裂缝、温度裂缝、外荷载作用产生的变形裂缝、

施工缝处理不当引起的接茬缝等。

干缩裂缝：混凝土在硬化过程中水分逐渐蒸发散失，使水泥石中的凝结胶体干燥收缩产生

变形，由于受到围岩和模板的约束，变形产生应力，当应力值超过混凝土的抗拉强度时，就会

出现干缩裂缝。干缩裂缝多为表面性的，走向没有规律。影响混凝土干缩裂缝的因素主要有：

水泥品种、用量及水灰比、骨料的大小和级配、外加剂品种和掺量。

温度裂缝：水泥水化过程中产生大量的热量，在混凝土内部和表面间形成温度梯度而产生

应力，当温度应力超过混凝土内外的约束力时，就会产生温度裂缝度冬季较宽，夏季较窄。温

度裂缝的产生与二次衬砌混凝土的厚度及水泥的品种、用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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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变形裂缝：仰拱和边墙基础的虚碴未清理干净，混凝土浇筑后，基底产生不均匀沉降;

模板台车或堵头板没有固定牢固，以及过早脱模，或脱模时混凝土受到较大的外力撞击等都容

易产生变形裂缝。

施工缝（接茬缝）：施工过程中，由于停电、机械故障等原因迫使混凝土浇筑中断时间超

过混凝土的初凝时间，继续浇筑混凝土时，原有的混凝土基础表面没有进行凿毛处理，或者凿

毛后没有用水冲洗干净，也没有铺水泥砂浆垫层，就在原混凝土表面浇筑混凝土，致使新旧混

凝土接茬间出现裂缝。

按照衬砌裂缝形态可将衬砌裂缝分为环向裂缝、斜向裂缝及纵向裂缝，如下图所示。一般

来讲，衬砌纵向裂缝对结构安全影响最大，斜向裂缝次之。环向裂缝（横缝）相对较小。

图 4-1 裂缝形态

4.2 衬砌表层砼脱落、钢筋锈胀

导致表层砼脱落、钢筋锈胀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由于隧道衬砌渗漏水，侵蚀了表面混凝土，导致混凝土材料劣化，进而导致衬砌表层

砼体剥落，钢筋暴露在水和空气中导致锈胀。

（2）隧道施工时，钢筋保护层厚度不足导致。

（3）施工时由于混凝土搅拌不均匀，浇筑方法不当、振捣不合理，引起的混凝土离析而产

生剥落，导致钢筋裸露锈胀。

（4）围岩在多年的地质内外力及外界水、温度等自然因素作用下致使其强度降低，变形加

大。

4.3 衬砌渗漏水

隧道工程由于深埋在地下，结构标高与地面水位存在高差，形成一定的水头压力，导致地

下水的渗透作用。隧道开挖后，导致围岩变形，裂隙发生、扩展、导通，引起岩石中地下水下

渗进入隧道，改变地下水流场；形成临空面的低水压区，改变了围岩的力学特性和地下水泾流

路线，使周围地下水向隧道内汇集和积聚，给衬砌及底部渗漏水留下隐患。隧道结构产生渗漏

水，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①防水材料质量差

隧道施工采用的防水卷材，抗拉强度、抗穿刺、延伸率；防水的可靠性、防霉变和耐久性

等技术指标不能满足要求，对基层伸缩和开裂变形适应能力差。

②隧道结构混凝土施工原因引起的渗水

混凝土衬砌施工质量差，振捣不密实（特别是沉降缝、中埋式止水带、设备洞室等部位）。

止水带（条）固定不牢，易脱落、移位，位置不准确；混凝土中石子过于集中于止水带附近或

止水带两侧，导致混凝土浇捣不密实，混凝土在侵蚀性介质经常作用下，出现起毛、酥松、蜂

窝麻面、孔洞等导致混凝土强度降低，衬砌厚度变薄，导致防水失败。

③初期支护对防水板产生的渗漏水因素

当塑料防水板受到损伤、破坏（如防水板与围岩支护喷锚混凝土接触面）、围岩表面上的

尖锐物穿刺、破坏防水层；以及浇注混凝土施工可能使防水板遭到破坏等。

④防水层施工后保护不好，后期施工工序损坏防水层

后期施工中，若钢筋焊接时未进行对已经施工的防水板采用钢板隔离的防护措施，极有可

能因焊接烧坏防水板；钢筋安装过程中，钢筋端头刺穿防水板导致渗水。

5 维修处治措施及技术要求

5.1 加固设计原则及目标

根据福建省高速公路达通检测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中的病害描述，结合隧道图纸分析，

针对病害产生原因和现状，对隧道衬砌结构加固，本次维修处治设计按以下原则进行：

（1）安全：本次加固设计所涉及到的需要进行维修、加固或改造的部位，在维修、加固或

改造后，应确保隧道在强度、刚度和稳定性方面有足够的安全储备；

（2）适用：本次加固设计所涉及到的需要进行维修、加固或改造的构件，在维修、加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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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后，应保证隧道在设计基准期内正常使用；确保隧道结构在设计荷载作用下不出现过大的

变形和裂缝；

（3）经济：本次加固设计应遵循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方便施工的原则；选择加固造价和

使用年限内养护费用总和最省的方案。加固设计中充分考虑维修的方便和维修费用的降低，维

修时应尽可能不中断交通或中断交通时间最短；

（4）技术可靠、先进：本次加固设计在因地制宜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成熟、有成功案例

且应用效果较好的新结构、新设备、新材料和新工艺，认真搜集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充分利用

最新科学技术成果，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来，摒弃落后和不合理的东西；

（5）经久耐用：结构的耐久性是指结构在预期作用和预定的维护条件下，能在规定期限内

长期维持其设计性能要求的能力；

（6）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本次加固设计充分考虑对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生态、水、空气和噪声等几个方面，从施工方法和施工组织设计以及材料选用等各个方面全

面考虑环境要求，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将不利影响减至最小。

（7）美观：加固设计时尽量不要破坏隧道原有的景观协调性，充分考虑隧道加固改造后的

景观效果。

加固设计目标：应通过技术创新的努力，实现最优良的力学性能、最合理的构造细节、最

方便的施工工艺，同时达到最经济和美观的效果，从而提高加固设计的技术含量。

5.2 隧道衬砌裂缝处治(R2)

参照检测报告中对裂缝分布的描述，在现场核实裂缝数量、长度及宽度，并在衬砌上进行

标注，据此进行化学灌浆材料配量、埋嘴、灌浆等方面的具体计算和安排。

对于裂缝宽度≥0.20mm的情况，采用压力灌注法（R2）。

压力灌注法：灌注胶封闭裂缝法就是将专用灌注胶浆液压注入结构物内部裂缝中去，以达

到封闭裂缝，恢复并提高结构强度、耐久性和抗渗性的目的，使混凝土构件恢复整体性。主要

工艺要求如下：

1）确定裂缝长度

观察裂缝宽度，确定裂缝长度。

2）钻孔

在裂缝表面进行骑缝钻孔，以此作为灌浆导向孔。沿裂缝走向钻孔，孔深 5厘米，孔径 8

毫米，孔距 35厘米，凡裂缝交叉处应在交叉地方钻孔。

3）清孔及裂缝表面处理

所有孔眼必须使用高压空气吹洗干净，使其不让灰渣阻塞，之后沿裂缝将两边 3cm～5cm

范围内的灰尘、浮浆用小锤、手铲、钢刷、砂纸、毛刷处理干净，将构件表面整平，凿除突出

部分，然后清除裂缝周围的油污，清洗时应注意不要将裂缝堵塞。

4）粘贴灌浆嘴及裂缝表面封闭

粘贴灌浆嘴：灌浆嘴底盘的铁锈必须除净，并清洗干净，然后将裂缝封闭胶均匀地抹在底

盘周围，厚度 1～2 毫米，与孔眼对准粘贴在裂缝上。灌浆嘴的间距根据缝长及裂缝的宽窄以

30厘米为宜，一般宽缝可稀，窄缝宜密，每一道裂缝至少须各有一个进浆孔和排气孔。注意，

灌浆孔眼必须对中保证导流畅通，灌浆嘴应粘贴牢靠。裂缝表面封闭：为使混凝土缝隙完全充

满浆液，并保持压力，同时又保证浆液不大量外渗，必须对已处理过的裂缝表面（除孔眼及嘴

子外）用裂缝封闭胶沿裂缝走向从上至下均匀涂刷两遍进行封闭（宽度 3～5cm）。

5）压气实验

裂缝封闭胶硬化后，需进行压气试验，以检查裂缝封闭是否封严，压缩气体通过灌浆嘴，

气压控制在 0.2～0.4MPa，此时，在封闭带上及灌浆嘴周围可涂上肥皂水，如发现通气后封闭

带上有泡沫出现，说明该部位漏气，对漏气部位可再次封闭。

试气对于竖向缝可从下向上，水平向缝由低端往高端进行。

6）灌注灌封胶操作

灌注裂缝采用空气泵压注法：压浆罐与灌浆嘴用聚氯乙烯高压透明管相连接，连接要严密，

不能漏气。在灌浆过程中应注意控制压力，裂缝宽度较大的，如果进浆通畅时，压力宜控制在

0.2MPa，如果裂缝进浆不畅，可把泵压控制在 0.4MPa。

灌注的次序：对于水平裂缝，宜由低端逐渐压向高端；对于竖向裂缝由下向上逐渐压注；

从一端开始压浆后，另一端的灌浆嘴在排出裂缝内的气体后喷出浆液与压入的浆液浓度相同时，

可停止压浆，在保持压力下封堵灌浆嘴。对于未贯通缝必须见到邻近灌浆嘴喷浆。对于已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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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裂缝，待浆液聚合固化后将灌浆嘴一一拆除，并将粘贴灌浆嘴处用裂缝封闭胶抹平，最后确

保每一道裂缝封闭严实，并使其颜色与原混凝土结构表面尽量保持一致。灌浆工作完毕后，用

压缩空气将压浆罐和注浆管中残液吹净，并冲洗管路及工具，以备下次使用。

7）质量控制及其它

操作人员须戴口罩和橡胶手套及防护眼镜，粘着性材料贴着皮肤时，可用热肥皂水，工业

酒精，多次清洗，严禁用有机溶剂清洗。施工过程中，不允许将用过的器具以及残留的液体等

随便抛弃，以防污染环境。

隧道衬砌裂缝处治实际处治裂缝位置及数量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确定。

5.3 隧道衬砌渗漏水处治方式

根据隧道雨季渗水状况及现场排查情况对比，隧道渗水多集中于隧道洞口段或围岩破碎段落，

受降雨影响较大。隧道洞内渗水应是通过围岩裂隙与地表形成连通，降雨经由裂隙通道进入隧

道范围内，同时由于隧道防排水施做不到位或排水系统堵塞，最终在隧道洞内形成渗水。因此

对于隧道渗水处治以引排为主，将衬砌背后的水引出，以降低隧道衬砌水压力，保证结构安全。

各类渗水病害处治方案简述如下。

5.3.1 隧道衬砌渗漏水处治方案

（1）对于施工缝渗水、衬砌环向裂缝渗水、预留洞室底部渗水、呈现流水状的面状渗

水采用“导水法 R3”进行处治。

对于施工缝、衬砌环向裂缝渗水、预留洞室底部渗水、呈现流水状的面状渗水病害，在渗水

范围内的施工缝切 14cm×10cm的环向倒梯形槽，然后在槽中钻设引水孔，并设置Φ90半圆排水

管，将水排入电缆沟，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在渗水集中段落，在电缆沟内钻设孔洞，将水集中排入

Φ250侧式排水管或排水沟内，若直接利用电缆沟排水，应定期疏通电缆沟槽内杂物、垃圾，保证水

流能顺畅排出至隧道洞外，电缆沟内不积水。

（2）对于隧道衬砌纵向裂缝及斜向裂缝渗水，采用“堵水法 R4”进行处治。

通过注浆措施，封闭衬砌裂缝及背后空隙。首先在衬砌上沿渗水裂缝凿槽，然后骑缝按间距

30~40cm设置注浆孔，并从低向高进行注浆堵漏，最后填充裂缝开槽，并涂刷渗透结晶型防水

涂料。

（3）对于衬砌渗水严重段落，采用“拱脚泄水 R5”进行处治。

在渗水严重及围岩构造带段，地下水汇集水位较高，为防止水压过大对衬砌结构造成不良

影响，因此采取在拱脚位置增设泄水孔的方式，进行引排，以降低水位保证结构安全。根据渗

水位置在隧道边墙设置Φ50泄水孔，将水排入电缆沟，有条件的情况下，可在渗水集中段落，在电

缆沟内钻设孔洞，将水集中排入Φ250侧式排水管或排水沟内，若直接利用电缆沟排水，应定期疏通

电缆沟槽内杂物、垃圾，保证水流能顺畅排出至隧道洞外，电缆沟内不积水。

5.3.2 隧道衬砌渗漏水处治施工工艺

（1）“导水法 R3”施工工艺（凿槽埋管）

① 施工前应按设计文件对衬砌渗漏水的数量、位置、出水点高度，在衬砌上进行复核并标注，据此进

行工料计算和施工安排。

② 对于预留洞室底部渗水、呈现流水状的面状渗水、施工缝渗水及环向裂缝渗水采用凿槽埋管

引排。将待施工部位周围混凝土表面清洗干净，除去原表面泛碱、尘土、薄膜、油漆、表面涂

层及其它外来物，并铲除疏松、空鼓和蜂窝结构，使表面彻底浸透，但要除去积水和明水，并

标出出水点。

③ 在衬砌上沿渗漏水位置切 14cm（衬砌内槽宽）×10cm（深）环向倒梯形槽，切槽边缘凹凸

不平处可采用聚合物水泥砂浆抹平，以保证其平整顺直。切槽及埋管长度应向未漏水裂缝以上

延伸不小于10cm，向下至电缆槽。

④ 在槽中间钻设Φ50的引水孔，钻孔深度为打穿二衬防水板，将二衬背后积水排出。槽中

用2mm厚弧形铝合金管卡的固定Φ90半圆排水管，管卡间距 40cm。槽中沿半圆管两侧用 2×2cm的

膨胀止水条封堵凿槽凹凸不平缝隙，然后采用瞬间堵漏材料填实半圆管周围，最后用环氧砂浆

补平槽身空间。

⑤ 在开槽两侧不小于 10cm涂刷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并对施工造成的电缆槽破损进行修

复。

⑥ 考虑施工处治效果检查及后期的局部疏通，导水法处治中设置了检查孔，检查孔宜设于检

修道上方100cm处。当处治高度低于或等于100cm时，检查孔设于检修道上方 50cm处。检查孔两

侧需设置铝合金管卡固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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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堵水法 R4”施工工艺

① 施工前应按设计文件对衬砌渗漏水的数量、位置、处理范围在衬砌上进行复核并标注，

据此进行工料计算和施工安排。

② 对于隧道衬砌裂缝渗水位置，沿裂缝延伸方向凿外侧宽 4cm，内侧宽 5cm，深4cm的沟槽，

长度由裂缝起止点向外各延伸 20cm。然后沿裂缝开槽由低向高设置注浆嘴。钻孔间距在裂缝渗水位置

为30~40cm。

③ 使用高压空气将孔眼吹洗干净，不让灰渣阻塞，之后沿裂缝从上而下将两侧 5cm范围内的灰尘、

浮浆处理干净，然后用丙酮擦洗，清除裂缝周围的油污，清洗时应注意不要将裂缝堵塞。

④ 在注浆孔中安装注浆嘴，并使用专用工具将其清理干净。安装注浆嘴后用瞬间堵水材料

进行封缝。对于衬砌裂缝注浆，每一道裂缝至少须各有一个进浆孔和排气孔。对于底部凿槽引

水的施工缝注浆，保留最低端位置的注浆孔作为泄压孔。

⑤ 注浆通过注射枪将水溶性聚氨酯浆液通过注浆管自下而上进行，注浆压力一般为

0.1~0.3Mpa，具体可根据材料性能说明进行调整。从一端开始压浆后，另一端的排气孔在排出裂

缝内的气体后喷出浆液与压入的浆液浓度相同时，可停止压浆，在保持压力下封堵注射帽。为

防止浆液漫流，可采用间歇注浆的方式进行施工，间隔时间以材料初凝时间为准。

⑥ 施工区域作业完成后，注意观察注浆封堵情况，如在注浆处附近出现新的渗漏点，及时进行

钻孔补注，直到无明显渗漏为止。

⑦ 注浆完成后，拆除注浆嘴，用瞬间堵水材料对注浆孔进行填充并抹平表面。最后在渗水

裂缝两侧涂刷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

⑧ 对施工作业区进行清扫，进行下一道处治。

（3）“拱脚泄水 R5”施工工艺

① 对于隧道渗漏水严重、衬砌背后脱空赋水位置，在凿槽埋管排水方法的基础上，采用钻

设泄水孔的方式进行泄水引排。

② 隧道泄水孔钻孔尺寸Φ50，钻孔深度为打穿二衬防水板，将二衬背后积水引排至电缆沟排

出。纵向间距以 5m控制，渗水严重段纵向间距可缩小至 2m。泄水孔高度距检修道不大于0.5m，

并应尽量降低。具体设置位置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5.4 钢筋锈胀施工工艺流程（R8）

对于衬砌钢筋锈胀施工工艺如下，钢筋锈胀处治深度按 2cm考虑，本次工程数量先进行暂

估，最终根据实际处治的工程数量进行结算。

首先凿除松散的部位，直至露出表面坚硬的混凝土后，再将露筋部位进行除锈处理后清洁

创口，用环氧砂浆进行填补，并做表面装饰。其施工工艺如下：

1、混凝土表面清理

（1）对混凝土破损部位采用人工凿除法、气动工具凿除法或高速射水法将该处松散、破损、

污损的混凝土清除干净，同时应注意保证该部位无油污、油脂、蜡状物、灰尘以及附着物等物

质。

（2）对于缺陷深度≥10cm，面积≥（10cm×10cm）时，表面要凿成方波型和锯齿状，且

凿至坚实层，判断的标准是以能够看见混凝土粗骨料为宜。

（3）用钢刷清除钢筋表面的浮锈，使之露出光洁部分。

（4）用丙酮将加固区域结构表面擦拭干净。

（5）清理混凝土病害部位时注意不要损伤衬砌原有钢筋（尤其是主筋）。

（6）严格按照隧道维修养护相关规定及要求实施。

2、凿毛

为保证新老混凝土的有效结合，原混凝土结合面均应凿毛，必须有凹凸不小于 6mm的粗糙

面，表面清浆清凿干净，才能浇筑砂浆。

3、钢筋除锈、阻锈处理

（1）在清理后对钢筋锈蚀区域采用渗透性强的阻锈剂（表面涂刷型）处理，可滚刷或喷涂

于结构表面，选用材料应满足规范及本设计说明“主要材料性能指标要求”部分的规定，并按

混凝土结构加固规范要求和施工规范要求进行施工。

（2）钢筋保护剂属化学产品，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多功能阻锈剂有很强的

渗透性，施工时应配带手套及口罩，严禁与皮肤直接接触。在水平结构底面施工时，应注意不

要滴落到身体或皮肤上任何部位，如已滴落到皮肤表面或眼睛里，应立即用清水冲洗干净并及

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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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涂刷界面剂

（1）为使新增的环氧砂浆（或混凝土）与旧混凝土良好地结合，在修补之前应在待修补混

凝土表层缺陷表面涂刷一层界面剂，涂刷时可采用人工涂刷或喷枪喷涂，其涂刷厚度以 1-2mm

为宜，厚度应尽量均匀。对于已涂刷界面剂的表面应注意防护，保证不受到杂物、污渍、灰尘

的污染。

（2）界面剂涂刷完成后，在界面剂初凝之前（根据界面剂产品决定，咨询相关厂家）采用

环氧砂浆对病害部位进行修补，为防止初凝造成的影响，同一部位的修补从开始到结束，应保

证不得超过 60分钟。

5、抹环氧砂浆

本次破损修补数量以面积估算，使用环氧砂浆土进行修补，实际修补面积及修补深度以监

理工程师和业主确认后的施工实际发生量为准。

6 材料性能指标要求

各材料性能指标必须满足《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3370.1-2018）、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和《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

（GB 50728-2011）等相关规范的要求。

6.1 裂缝封闭胶

裂缝封闭胶安全性能指标应符合粘贴纤维复合材料 A级胶的相关规定。

表 6-1 粘贴纤维复合材料用结构胶安全性能指标

性能项目 性能要求

胶体性能

抗拉强度(MPa) ≥38

抗拉弹性模量(MPa) ≥2400

抗弯强度(MPa) ≥50，且不得呈碎裂状破坏

抗压强度(MPa) ≥70

伸长率(%) ≥1.5

黏结能力

钢-钢拉伸抗剪强度标准值(MPa) ≥14

钢-钢粘贴抗拉强度(MPa) ≥40

钢-C45 混凝土的正拉黏结强度(MPa) ≥2.5，且为混凝土内聚破坏

不挥发物含量(固体含量)(%) ≥99

《公路隧道加固技术规范》（JTGT 5540-2018）

6.2 裂缝修复胶

裂缝修复胶适用于注射法施工，应满足灌浆工艺简便、可灌注性好、周化时间可控、固化

后收缩性小的要求，其安全性能指标应符合下表的规定。

表 6-2 裂缝修复胶安全性能指标

性能项目 性能要求

胶体性能

抗拉强度(MPa) ≥25

抗拉弹性模量(MPa) ≥1500

抗压强度(MPa) ≥50

抗弯强度(MPa) ≥30，且不得呈碎裂破坏

黏结能力

钢-钢拉伸抗剪强度标准值(MPa) ≥15

钢-干态混凝土正拉黏结强度(MPa) ≥2.5，且为混凝土内聚破坏

钢-湿态混凝土正拉黏结强度(MPa) ≥1.8，且为混凝土内聚破坏

不挥发物含量(固体含量)(%) ≥99

耐湿热老化性能
通过耐湿热老化性能试验，与室温下短期试验结

果相比其抗剪强度降低率不大于 12%

《公路隧道加固技术规范》（JTGT 5540-2018）

6.3 钢筋阻锈剂

钢筋阻锈剂必须达到以下性能指标：

（1）采用喷涂型复合氨基醇防锈侵渍剂进行混凝土结构钢筋锈蚀防护；

（2）阻锈剂应用量为 0.4kg/m2，分 3～5遍进行涂刷；

（3）渗透深度应大于混凝土保护层且大于 30mm；

（4）外观应为透明液体，pH值应为 10~12，挥发性有机物含量<200g/L；

（5）盐水侵渍试验结果应为无锈蚀，且电位为 0～－250mv；干湿冷热循环试验结果应为

60次无锈蚀；电化学试验结果应为电流小于 150µA且破样检查无锈蚀；

（6）产品应满足国内相关技术标准。

6.4 界面剂

界面剂乳液必须进行毒性试验，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游离甲醛含量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界面剂乳液不得受冻，无分层离析、结絮现象，无杂质，在有效使用期内。配置界面剂的粉料

不得受潮、结块，并确保在有效使用期内。其具体性能指标应符合下表 6-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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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新老混凝土界面剂性能参数表（28天）

性能项目 性能要求

粘结抗拉强度，MPa 2.7

粘结抗弯强度，MPa 2.7

粘结抗剪（直剪）强度，MPa 4.7

粘结抗剪（斜剪）强度，MPa 12

注：老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新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5，界面处理粗糙度为 1.2mm。

《公路隧道加固技术规范》（JTGT 5540-2018）

6.5 修补用环氧砂浆

修补用环氧砂浆的性能指标必须达到规范要求的 I级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安全性能指标，

具体参数详见下表：

表 6-4 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安全性能指标

性能项目
性能要求

I 级 Ⅱ 级

浆体性能

劈裂抗拉强度(MPa) ≥7 ≥5.5

抗折强度(MPa) ≥12 ≥10

抗压强度(MPa)
7d ≥40 ≥30

28d ≥55 ≥45

黏结能力
与钢丝绳的黏结抗剪强度(MPa) 标准值 ≥9 ≥5

与混凝土正拉黏结强度(MPa) ≥2.5，且为混凝土内聚破坏

《公路隧道加固技术规范》（JTGT 5540-2018）

6.6 瞬间堵漏剂

瞬间堵漏剂的主要性能指标应满足下表的规定。

表 6-5 瞬间堵漏剂主要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性能项目 堵漏剂

凝结时间
初凝/min ≤5

终凝/min ≤10

抗压强度/MPa
1h ≥4.5

3d ≥15

抗折强度/MPa
1h ≥1.5

3d ≥4.0

涂层抗渗压力/MPa（7d） -

冻融循环（20 次） 无开裂、起皮、脱落

试件抗渗压力/MPa（7d） ≥1.5

《无机防水堵漏材料》（GB 23440-2009）

6.7 高效防水剂

高效防水剂的主要性能指标应满足下表的规定

表 6-6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技术指标要求

1 外观 均匀无结块

2 含水率 ≤1.5%

3 细度，0.63 筛余 ≤5%

4 氯离子含量 ≤0.1

5 施工性
加水搅拌后 刮涂无障碍

20min 刮涂无张海

6 抗折强度 28d ≥2.8Mpa

7 抗压强度 28d ≥15Mpa

8 湿基面粘结强度 28d ≥1.0Mpa

9 砂浆抗渗性能

带涂层砂浆的抗渗压力 28d 报告实测值

抗渗压力比（带涂层）28d ≥250%

去除涂层砂浆的抗渗压力 28d 报告实测值

抗渗压力比（去除涂层）28d ≥175%

10 混凝土抗渗性能

带涂层砂浆的抗渗压力 28d 报告实测值

抗渗压力比（带涂层）28d ≥250%

去除涂层砂浆的抗渗压力 28d 报告实测值

抗渗压力比（去除涂层）28d ≥175%

《水泥基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GB18445-2001)

6.8 水溶性聚氨酯材料

表 6-7 水溶性聚氨酯材料性能

性能项目 性能要求

浆体性能

粘度 （mPa·s） <1000

抗渗指标（MPa） >0.9

遇水膨胀率（%） ≥20

与混凝土粘结强度（MPa） ≥1.1

结石抗压强度（MPa） <1.5

《公路隧道加固技术规范》（JTGT 5540-2018）

7 隧道施工组织

7.1 交通安全管制设施的规定

1、锥标。其要求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17）的规定，布设间距为 5～

10米，具有反光功能，同时配置施工警示灯号，保证夜间施工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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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夜间照明设施。当夜间进行养护作业时，设置照明设施。照明必须满足作业要求，并覆

盖整个工作区域。

7.2 养护安全设施

养护安全设施的设置是为了保护养护处治作业人员和设备安全，警告、提醒和引导车辆和

行人通过处治作业控制区域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1）根据养护处治作业的情况，为养护处治作业而临时设置的交通标志，主要有警告标志、

禁令标志、指示标志和施工区标志。交通标志的设置除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2009）规定外，在养护处治作业时，还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专门的位置，并尽可能利用公

路可变信息板，配以图案或文字说明。在弯道、纵坡处进行养护处治作业时，应根据实际情况

增设交通标志。

（2）夜间养护处治作业时，必须设置照明灯，其照明必须满足作业要求，并覆盖整个工作

区域。夜间作业的作业控制区布置必须设置施工警告灯，所设置的交通标志必须具有反光功能。

养护处治作业期间和结束以后应派专人看护照明设施。

7.3 养护作业控制区

1、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应按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纵向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

止区的顺序依次布置。

2、养护作业控制区限速应符合下列规定：

1）限速过程应在警告区内完成；

2）限速应采用逐级限速或重复提示限速方法，逐级限速宜每 100m降低 10km/h。相邻限速

标志间不宜小于 200m。

3）最终限速值不应大于下表的规定。当最终限速值对应的预留行车宽度不符合要求时，应

降低最终限速值。

4）隧道养护作业，下表的最终限速值可降低 10km/h或 20km/h，但不宜小于 20km/h。

表 7- 1 公路养护作业限速值

设计速度（km/h） 限速值（km/h） 预留行车宽度（m）

120 80 3.75

100 60 3.50

80 40 3.50

60 30 3.25

40 30 3.25

30 20 3.00

20 20 3.00

3、警告区最小长度应符合下表的规定。当交通量 Q超出表中范围时，宜采用分流措施。

表 7- 2 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警告区最小长度

公路等级 设计速度 交通量 Q 警告区最小长度（m）

高速公路

120
Q≤1400 1600

1400＜Q≤1800 2000

100
Q≤1400 1500

1400＜Q≤1800 1800

80
Q≤1400 1200

1400＜Q≤1800 1600

一级公路 100、80、60
Q≤1400 1000

1400＜Q≤1800 1500

4、封闭车道养护作业的上游过渡区最小长度应符合下表的规定，封闭路肩养护作业的上游

过渡区的最小长度不应小于下表中数值的 1/3。

表 7- 3 封闭车道上游过渡区最小长度

最终限速值（km/h）
封闭车道宽度（m）

3.0 3.25 3.5 3.75

80 150 160 170 190

70 120 130 140 160

60 80 90 100 120

50 70 80 90 100

40 30 35 40 50

30 20 25 30

20 20

5、缓冲区可分为纵向缓冲区和横向缓冲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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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纵向缓冲过去的最小长度应符合下表的规定。当工作去位于下坡路段时，纵向缓冲区的

最小长度应适当延长。

表 7- 4 缓冲区最小长度

最终限速值
不同下坡坡度的纵向缓冲区最小长度（m）

≤3% ＞3%
80 120 150
70 100 120
60 80 100
50 60 80
40 50

30、20 30

2）在保障行车道宽度的前提下，工作区和纵向缓冲区与非封闭车道之间宜布置横向缓冲区，

其宽度不宜大于 0.5m。

6、工作区长度应符合下了规定：

1）除借用对向车道通行的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养护作业外，工作区的最大长度不宜超过

4km。

2）借用对向车道通行的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的养护作业，工作区的长度应根据中央分隔带

开口间距和实际养护作业而定，工作区的最大长度不宜超过 6km。当中央分隔带开口间距大于

3km时，工作区的最大长度应为一个中央分隔带开口间距。

7、下游过渡区的长度不宜小于 30m。

8、终止区的长度不宜小于 30m。

7.4 交通组织

养护作业工作区的交通组织应符合《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中高速公路及

一级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的要求。

1、上游过渡区应布置在隧道入口前。以设计速度 80km/h为例，作业控制区布置示例见图

7-1、7-2。

2、隧道群养护作业，当警告区标志位于前方隧道内时，应将标志提前至前方隧道入口处。

以设计速度 80km/h为例，作业控制区布置示例见图 7-3。

3、以设计速度 80km/h为例，单洞全幅封闭并借用另一侧通行的隧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

置示例见图 7-4。

图 7- 1 双洞单向通行的隧道在入口附近养护作业 图 7- 2 双洞单向通行的隧道在中间路段养护作业

图 7- 3 双洞单向通行的隧道群养护作业 图 7- 4 双洞单向通行的单洞全封闭养护作业

4、双洞单向通行的特长、长隧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当工作区起点距隧道入口不大于 1km时，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应按节第 1条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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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当工作区起点距隧道入口大于 1km时，应按路段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隧道入口处应增

设施工标志。隧道内警告区宜采用电子显示屏提示。

5、临时和移动养护作业宜布设移动式标志车，并在隧道两端布设施工标志，必要时配备交

通引导人员。移动养护作业宜采用机械移动养护作业。

8 隧道安全设计

隧道病害处治设计中始终贯穿“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经济合理”的设计理念。

为保障隧道病害处治施工作业安全，应按左、右洞分次实施，不宜同时施工。施工前应将

作业隧道（左洞或右洞）的一条车道进行封闭，并对隧道病害进行施工普查与标记，确定隧道

病害里程桩号、具体处治方案与部位。核查完成并报监理工程师和业主后进行作业实施。

隧洞内施工不得使用以汽油为动力的机械设备，以防止洞内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有害气

体含量过高，洞内应做好通风措施，保证最小风速，以提供充足的氧气。

施工单位应详细阅读本设计文件，领会设计意图，并应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严格按《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TG/T3660-2020）和《公

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JTJ F90-2015）等规范规程的相关要求，详细编制实施性施工组织

设计，包括隧道各项施工工序详细的施工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并报监理工程师批准后实施。

8.1 准备工作

（1）养护处治作业人员上岗前应进行安全教育和养护作业安全规程培训，要经常教育作业

人员树立安全意识，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止工伤及其他交通事故发生。

（2）养护处治作业开工之前应对处治路段的交通量和交通流进行调查，交通流调查包括行

车速度调查、交通堵塞调查和道路通行能力调查。通过调查合理确定封闭车道数和交通管制长

度。

（3）制定处治作业施工组织计划时，应合理确定养护处治作业时间。养护处治作业时间长

短取决于处治路段的交通量、养护处治作业的内容、作业方法及使用的机械以及通行车辆是否

采取绕行路线或采取何种交通管制方式等因素。对采取交通管制维持通车状况下处治作业的情

况，必须确保处治车辆通行的最低要求，并配备必要的交通管制人员。

8.2 安全作业要求

（1）为保证作业安全，凡养护处治作业人员在公路上作业时必须穿着带有反光标志的桔红

色工作服，管理人员必须穿着带有反光标志的桔红色背心。

（2）养护机械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并且考试合格，获得养护机械主管部门颁发的

操作证或驾驶执照，方可独立操作养护机械，不准操作与操作证或驾驶证要求不符的机械设备。

（3）凡在公路上移动作业的养护机具（含检测设备）外壳颜色必须是黄色，驾驶室顶端两

侧必须安装黄色警示灯，机具尾部必须悬挂道路施工安全标志牌。

（4）在夜间进行养护处治作业时，要设置照明设施和灯光警示标志。

（5）作业区划分后，施工作业人员禁止在工作区外随意走动。施工材料及机具应选择适当

的地方堆码整齐，不得影响交通，施工车辆应尽量避占用行车道装卸作业。

（6）施工作业前应按照安全作业方案和交通控制方案设置好安全设施。

（7）隧道内需要设置醒目的安全和提醒设施，施工人员配备防毒面罩，隧道内二氧化碳、

烟雾等有害气体浓度较大时应及时停止施工，人员撤离隧道。

8.3 高空作业要求

（1）从事高处作业的必须办理《高处作业证》，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施工。《高处作

业证》审批人员应赴现场检查确认措施后，方可批证。

（2）高处作业人员必须经安全教育，熟悉现场环境和施工安全要求。

（3）高处作业人应按照规定穿戴劳保用品，作业前要检查，作业中应正确使用防坠落用品

与登高器具、设备。

（4）高处作业必须设有现场安全监护人。高处作业前，作业人员、安全监护人应先认真检

查和清理好现场使其符合安全要求，通道要保持通畅，不得堆放与作业无关的物料。有危险地

区，要设警标或围蔽，禁止无关人员通行。

（5）进行高处拆卸作业时，一切物品要用吊葫芦、吊绳或用工具袋吊落，严禁直接抛下，

如在通道施工时，要临时封锁通道或加防护档板或防护网，并设警告提示绕行。

（6）高处作业人员作业时思想必须集中，安全监护人要履行安全职责，随时注意四周环境

和可能发生的情况变化。尽量避免在同一垂直上下交叉作业，垂直交叉作业时，必须设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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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板或安全网。

（7）现场负责人、安全员，如发现高处作业施工人员不按规定作业时，要立即指出，责其

改正；经指出仍不改者，有权停止其作业。

9 施工注意事项与建议

（1）修复前应对病害位置及数量进行检查、核对，如有发现检测报告遗漏的病害或病害与

检测报告不符，应及时进行四方确认处治方式。

（2）由于隧道内部分病害程度和施工损耗难以确定，本设计中工程量仅作为参考，所有的

工程数量均应以业主、监理现场计量为准。

（3）严把材料关，不合格材料不许进场。

（4）对隧道剥落维修处治后应加强观测，并对衬砌暗埋管道进行定期清理。

（5）其它未尽事宜参考相关施工技术标准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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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二篇 隧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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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数量汇总表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预防养护）

序号 处治项目 材料 规格或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衬砌表面病害处治

裂缝（宽度大于0.2mm）

低压注浆法修补裂缝 m

2 环氧树脂灌缝胶 kg

3 封缝胶 kg

4

衬砌剥落、网状裂缝(2cm厚)

人工凿除混凝土表面 m
2

5 界面剂 m2

6 环氧砂浆 m3

1

钢筋锈胀

人工凿除混凝土表面 m
2 99.9 

2 钢筋阻锈剂 m
2 99.9 

3 界面剂 m
2 99.9 

4 环氧砂浆 m
3 2.0 

5

隧道渗漏水处治 导水法

凿槽 14×10cm m

6 半圆管 Φ90PE管 m

7 瞬间堵漏材料 速凝型 m3

8 聚合物水泥砂浆 m3

9 渗透结晶材料 m2

10 引水孔 Φ40 m

11 膨胀止水条 2cm宽 m

12 铝合金管卡 个

13 检查孔 个

34 交通安全设施布控 台班 20 工作区平均长度按2.65km考虑。

35 移动支架 个 1



隧道病害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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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隧道名称 中心桩号

隧道
长度 技术状况评分JGCI 技术状况评定分类

衬砌表面病害处治

备注
横向裂缝、纵向裂缝、

斜向裂缝
网状裂缝、止水带外露、
龟裂、二衬混凝土破损

钢筋外露

（m） （处/m） (处/m
2
） (处/m

2
）

1 西坑隧道（上行） AK3104+063 1552 80 2类 13/1.105 现场核查

2 马坑山隧道（上行） AK3107+835 4730 80 2类 32/7.31 定检拱顶

3 马坑山隧道（下行） BK3107+867 4708 75 2类 16/5.57 现场核查

4 南阳隧道（下行） BK3168+023 1720 79.5 2类 39/11.635 现场核查

5 横山隧道（下行） BK3187+748 2940 76.25 2类 19/15.43 定检拱顶

6 古石背隧道（上行） AK3198+894 1210 80 2类 29/50.66 定检全部

7 古石背隧道（下行） BK3198+895 1276 80 2类 21/4.13 定检全部

8 龙井隧道（下行） BK3234+167 3006 75 2类 18/5.19 定检全部

合计 174/99.925

注：

1.受隧道养护费用的限制，本次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预防养护）主要针对隧道衬砌钢筋外露进行处治；

2.最终工程量应根据现场实际施工工程量进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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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处治面积S0（m2
） 处置措施

K3103+318 左侧，H=0.7m 钢筋外露 L=0.30 1 0 0.02 R8

K3103+320 左侧，H=3.5-5m 钢筋外露 L=2.00 1 0 0.10 R8

K3103+320 左侧，H=1.7m,预留壁龛里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03+322 左侧，H=3.5m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03+323 左侧，H=3.2m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03+550 右侧H=2.5m 钢筋外露 L=0.50 1 0 0.03 R8

K3103+960-980 左侧，H=0m 钢筋外露 L=3.30 1 0 0.17 R8

K3103+990-997 左侧，H=0.2m 钢筋外露 L=1.80 1 0 0.09 R8

K3104+000 左侧，H=0m 钢筋外露 L=0.80 1 0 0.04 R8

K3104+290 左侧，H=6-7m 钢筋外露 L=2.40 1 0 0.12 R8

K3104+475 右侧H=0.5m 钢筋外露 L=5.00 1 0 0.25 R8

K3104+565 右侧H=0.2m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04+765-768 左侧，H=5-6m 钢筋外露 L=2.00 1 0 0.10 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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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坑山隧道（上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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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处治面积S0（m2
） 处置措施

AK3105+592 右拱顶 6.57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09㎡ 1 0 0.09 R8

AK3105+593 右拱顶 6.57米～6.68米 钢筋外露 S=0.29㎡ 1 0 0.29 R8

AK3105+687 右拱顶 6.33米～6.68米 钢筋外露 S=1.06㎡ 1 0 1.06 R8

AK3105+701 右拱顶 5.98米～6.05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AK3105+702 右拱顶 6.32米～6.63米 钢筋外露 S=0.79㎡ 1 0 0.79 R8

AK3105+704 右拱顶 6.59米～6.67米 钢筋外露 S=0.35㎡ 1 0 0.35 R8

AK3105+708 右拱顶 6.57米～6.64米 钢筋外露 S=0.05㎡ 1 0 0.05 R8

AK3105+709 右拱顶 6.17米～6.55米 钢筋外露 S=0.83㎡ 1 0 0.83 R8

AK3105+711 右拱顶-左拱顶 6.63米～6.67米 钢筋外露 S=0.15㎡ 1 0 0.15 R8

AK3105+721 左拱顶 6.61米～6.65米 钢筋外露 S=0.05㎡ 1 0 0.05 R8

AK3105+722 右拱顶-左拱顶 6.62米～6.68米 钢筋外露 S=0.44㎡ 1 0 0.44 R8

AK3105+726 右拱顶-左拱顶 6.61米～6.67米 钢筋外露 S=0.30㎡ 1 0 0.30 R8

AK3105+822 左拱顶 5.79米～5.97米 钢筋外露 S=0.23㎡ 1 0 0.23 R8

AK3105+878 左拱顶 5.21米～5.30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AK3105+975 左拱腰 3.37米～4.21米 钢筋外露 S=0.46㎡ 1 0 0.46 R8

AK3106+050 左拱顶 6.33米～6.39米 钢筋外露 S=0.12㎡ 1 0 0.12 R8

AK3106+051 左拱顶 6.43米～6.47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AK3106+051 左拱顶 6.16米～6.37米 钢筋外露 S=0.64㎡ 1 0 0.64 R8

AK3106+051 左拱顶 6.47米～6.49米 钢筋外露 S=0.05㎡ 1 0 0.05 R8

AK3106+064 右拱腰 4.02米～4.37米 钢筋外露 S=0.32㎡ 1 0 0.32 R8

AK3106+066 右拱腰 4.18米～4.24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AK3106+066 右拱腰 4.73米～4.78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AK3106+066 右拱腰 3.75米～3.80米 钢筋外露 S=0.01㎡ 1 0 0.01 R8

AK3106+366 右拱腰-右拱顶 4.67米～5.26米 钢筋外露 S=0.38㎡ 1 0 0.38 R8

AK3106+367 右拱顶 5.00米～5.49米 钢筋外露 S=0.22㎡ 1 0 0.22 R8

AK3106+486 左拱顶 6.41米～6.46米 钢筋外露 S=0.12㎡ 1 0 0.12 R8

AK3106+998 左拱顶 6.60米～6.63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AK3107+416 右拱腰 4.15米～4.30米 钢筋外露 S=0.05㎡ 1 0 0.05 R8

AK3107+944 右拱顶 6.67米～6.68米 钢筋外露 S=0.07㎡ 1 0 0.07 R8

AK3109+345 右拱顶 6.35米～6.38米 钢筋外露 S=0.01㎡ 1 0 0.01 R8

AK3109+347 左拱顶 6.59米～6.61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AK3109+353 左拱顶 5.81米～5.95米 钢筋外露 S=0.07㎡ 1 0 0.07 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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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坑山隧道（下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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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处治面积S0（m2
） 处置措施

K3110+102 拱顶 钢筋外露 L=10.00 1 0 0.50 R8

K3110+201 左侧，H=2.2m 钢筋外露 L=0.30 1 0 0.02 R8

K3110+170 左侧，H=6.5m 钢筋外露 L=0.50 1 0 0.03 R8

K3110+163 左侧，H=7m 钢筋外露 L=1.80 1 0 0.09 R8

K3110+140 左侧，H=7m 钢筋外露 L=1.60 1 0 0.08 R8

K3110+018 左侧，H=6-6m 钢筋外露 L=10.00 1 0 0.50 R8

K3109+190 左侧，H=5m 钢筋外露 L=0.30 1 0 0.02 R8

K3106+295-290 左侧，H=1.7-2m 钢筋外露 L=10.00 1 0 0.50 R8

K3106+280 左侧，H=1.3m 钢筋外露 L=0.50 1 0 0.03 R8

K3106+090 左侧，H=5.8m 钢筋外露 L=0.80 1 0 0.04 R8

K3105+860 左侧，H=0.5m 钢筋外露 L=0.60 1 0 0.03 R8

K3105+620-611 左侧，H=5m 钢筋外露 L=30.00 1 0 1.50 R8

K3105+608 左侧，H=7m 钢筋外露 L=3.00 1 0 0.15 R8

K3105+600-590 左侧，H=5-7m 钢筋外露 L=35.00 1 0 1.75 R8

K3105+580 左侧，H=2m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05+570-565 左侧，H=7m 钢筋外露 L=6.00 1 0 0.30 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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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隧道（下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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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处治面积S0（m2
） 处置措施

K3168+880 左拱顶，H=6m 钢筋外露 L=6.00 1 0 0.30 R8

K3168+870 左拱顶，H=6m 钢筋外露 L=3.00 1 0 0.15 R8

K3168+370 左边墙，H=2m~6m 钢筋外露 L=10.00 1 0 0.50 R8

K3168+360 右拱顶，H=6m 钢筋外露 L=0.50 1 0 0.03 R8

K3167+930 拱顶 钢筋外露 L=4.00 1 0 0.20 R8

K3167+805 左边墙，H=1m;拱顶H=6m 钢筋外露 L=4.00 1 0 0.20 R8

K3167+795 左边墙，H=2.5m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67+785 左边墙，H=1.3m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67+680 右拱顶，H=5m 钢筋外露 L=0.50 1 0 0.03 R8

K3167+597 右拱顶H=5m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67+470 拱顶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67+455 拱顶 钢筋外露 L=0.50 1 0 0.03 R8

K3167+440 左边墙，H=2.5m 钢筋外露 L=2.00 1 0 0.10 R8

K3167+430 拱顶 钢筋外露 L=30.00 1 0 1.50 R8

K3167+420 左边墙，H=0.5m 钢筋外露 L=1.20 1 0 0.06 R8

K3167+410 拱顶 钢筋外露 L=15.00 1 0 0.75 R8

K3167+407 左边墙，H=0.5m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67+398 右拱顶H=5m 钢筋外露 L=0.50 1 0 0.03 R8

K3167+398~+370 左边墙，H=1m~2.5m 钢筋外露 L=15.00 1 0 0.75 R8

K3167+360~+350 左边墙，H=1m~3m 钢筋外露 L=12.00 1 0 0.60 R8

K3167+340~+325 左边墙，H=1m 钢筋外露 L=5.00 1 0 0.25 R8

K3167+335 拱顶 钢筋外露 L=4.00 1 0 0.20 R8

K3167+326 右拱顶H=5m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67+320 左边墙，H=1m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67+310 左边墙，H=1m；右拱顶H=5m 钢筋外露 L=2.50 1 0 0.13 R8

K3167+305 左边墙，H=0.5m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67+302 右拱顶H=5m 钢筋外露 L=0.50 1 0 0.03 R8

K3167+300 左边墙，H=2.5m 钢筋外露 L=2.00 1 0 0.10 R8

K3167+295 拱顶 钢筋外露 L=4.00 1 0 0.20 R8

K3167+288 左边墙，H=2m~4m 钢筋外露 L=4.50 1 0 0.23 R8

K3167+286 拱顶 钢筋外露 L=10.00 1 0 0.50 R8

K3167+270 左边墙，H=1.7m 钢筋外露 L=0.50 1 0 0.03 R8

K3167+264 右拱顶H=5m 钢筋外露 L=0.50 1 0 0.03 R8

K3167+260 左边墙，H=1m 钢筋外露 L=1.00 1 0 0.05 R8

K3167+261~+226 拱顶 钢筋外露 L=60.00 1 0 3.00 R8

K3167+230 左边墙，H=1m 钢筋外露 L=5.50 1 0 0.28 R8

K3167+215~+190 左边墙，H=1m 钢筋外露 L=16.00 1 0 0.80 R8

K3167+210 拱顶 钢筋外露 L=4.00 1 0 0.20 R8

K3167+175 左边墙，H=0.5m 钢筋外露 L=0.50 1 0 0.03 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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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山隧道（下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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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处治面积S0（m2
） 处置措施

BK3186+311 右拱腰 4.60米～5.23米 钢筋外露 S=0.30㎡ 1 0 0.30 R8

BK3186+390 右拱顶 6.55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70㎡ 1 0 0.70 R8

BK3186+401 左拱顶-右拱顶 6.53米～6.65米 钢筋外露 S=1.96㎡ 1 0 1.96 R8

BK3186+414 右拱顶 6.36米～6.66米 钢筋外露 S=2.55㎡ 1 0 2.55 R8

BK3186+674 右拱腰 4.09米～4.31米 钢筋外露 S=0.27㎡ 1 0 0.27 R8

BK3186+678 右拱腰 4.14米～4.42米 钢筋外露 S=0.87㎡ 1 0 0.87 R8

BK3187+142 左拱顶 6.02米～6.22米 钢筋外露 S=0.34㎡ 1 0 0.34 R8

BK3188+078 左拱顶 6.03米～6.39米 钢筋外露 S=0.89㎡ 1 0 0.89 R8

BK3188+099 左拱顶-右拱顶 6.60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28㎡ 1 0 0.28 R8

BK3188+100 右拱顶-右拱腰 5.51米～6.50米 钢筋外露 S=2.68㎡ 1 0 2.68 R8

BK3188+164 左拱腰-左拱顶 5.87米～6.05米 钢筋外露 S=0.14㎡ 1 0 0.14 R8

BK3188+510 右拱顶 6.23米～6.31米 钢筋外露 S=0.05㎡ 1 0 0.05 R8

BK3188+548 右拱腰 4.38米～4.66米 钢筋外露 S=0.22㎡ 1 0 0.22 R8

BK3188+728 左拱顶-右拱顶 6.57米～6.66米 钢筋外露 S=2.66㎡ 1 0 2.66 R8

BK3188+736 左拱顶-右拱顶 6.63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20㎡ 1 0 0.20 R8

BK3188+961 右拱顶 6.33米～6.53米 钢筋外露 S=0.32㎡ 1 0 0.32 R8

BK3189+033 右拱顶 6.59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20㎡ 1 0 0.20 R8

BK3189+133 左拱顶 6.28米～6.60米 钢筋外露 S=0.69㎡ 1 0 0.69 R8

BK3189+192 左拱腰 4.67米～5.12米 钢筋外露 S=0.11㎡ 1 0 0.11 R8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预防养护）

古石背隧道（上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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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处治面积S0（m2
） 处置措施

AK3198+417 右边墙-右拱腰 2.16米～4.39米 钢筋外露 S=0.73㎡ 1 0 0.73 R8

AK3198+501 右边墙 0.19米～1.33米 钢筋外露 S=1.15㎡ 1 0 1.15 R8

AK3198+512 右边墙 0.01米～1.51米 钢筋外露 S=17.95㎡ 2 0 17.90 R8

AK3198+518 左拱顶 6.50米～6.67米 钢筋外露 S=0.13㎡ 1 0 0.13 R8

AK3198+518 右拱顶 6.11米～6.26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AK3198+518 右拱腰 2.77米～4.10米 钢筋外露 S=2.58㎡ 1 0 2.58 R8

AK3198+519 右拱顶 5.61米～6.27米 钢筋外露 S=0.08㎡ 1 0 0.08 R8

AK3198+520 右拱腰-右拱顶 4.17米～5.55米 钢筋外露 S=0.21㎡ 1 0 0.21 R8

AK3198+520 右拱顶 5.76米～6.50米 钢筋外露 S=0.19㎡ 1 0 0.19 R8

AK3198+521 右拱顶-左拱顶 6.60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42㎡ 1 0 0.42 R8

AK3198+530 左拱顶 6.55米～6.68米 钢筋外露 S=0.11㎡ 1 0 0.11 R8

AK3198+735 右边墙 0.17米～0.74米 钢筋外露 S=0.31㎡ 1 0 0.31 R8

AK3198+738 右边墙 0.08米～1.48米 钢筋外露 S=2.65㎡ 1 0 2.65 R8

AK3198+739 右拱顶 6.27米～6.50米 钢筋外露 S=2.07㎡ 1 0 2.07 R8

AK3198+739 右拱顶-左拱顶 5.20米～6.64米 钢筋外露 S=15.04㎡ 2 0 15.00 R8

AK3198+740 右边墙 0.41米～1.31米 钢筋外露 S=1.42㎡ 1 0 1.42 R8

AK3198+743 右拱顶-左拱顶 6.26米～6.69米 钢筋外露 S=0.60㎡ 1 0 0.60 R8

AK3198+861 左拱顶 6.12米～6.59米 钢筋外露 S=3.59㎡ 1 0 3.59 R8

AK3199+011 左边墙 0.31米～0.67米 钢筋外露 S=0.49㎡ 1 0 0.49 R8

AK3199+109 左边墙 0.02米～0.10米 钢筋外露 S=0.18㎡ 1 0 0.18 R8

AK3199+111 左边墙 0.01米～0.12米 钢筋外露 S=0.12㎡ 1 0 0.12 R8

AK3199+179 左边墙 0.17米～0.30米 钢筋外露 S=0.06㎡ 1 0 0.06 R8

AK3199+183 左边墙 0.01米～0.10米 钢筋外露 S=0.01㎡ 1 0 0.01 R8

AK3199+216 左边墙 0.02米～0.07米 钢筋外露 S=0.07㎡ 1 0 0.07 R8

AK3199+265 左边墙 0.16米～0.32米 钢筋外露 S=0.06㎡ 1 0 0.06 R8

AK3199+274 左边墙 0.83米～1.02米 钢筋外露 S=0.14㎡ 1 0 0.14 R8

AK3199+275 左边墙 0.58米～0.62米 钢筋外露 S=0.01㎡ 1 0 0.01 R8

AK3199+276 左边墙 0.54米～0.98米 钢筋外露 S=0.32㎡ 1 0 0.32 R8

AK3199+400 左边墙 1.00米～1.24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预防养护）

古石背隧道（下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第7页，共8页 S-SD-II-03

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处治面积S0（m2
） 处置措施

BK3198+274 左拱腰 2.75米～3.14米 钢筋外露 S=0.04㎡ 1 0 0.04 R8

BK3198+276 左拱腰 2.99米～3.33米 钢筋外露 S=0.04㎡ 1 0 0.04 R8

BK3198+277 左边墙 0.97米～1.43米 钢筋外露 S=0.06㎡ 1 0 0.06 R8

BK3198+311 左拱顶-右拱顶 6.62米～6.71米 钢筋外露 S=0.43㎡ 1 0 0.43 R8

BK3198+312 左拱腰-左拱顶 4.72米～5.28米 钢筋外露 S=0.30㎡ 1 0 0.30 R8

BK3198+313 左拱顶 6.38米～6.59米 钢筋外露 S=0.14㎡ 1 0 0.14 R8

BK3198+313 右拱顶 6.30米～6.37米 钢筋外露 S=0.01㎡ 1 0 0.01 R8

BK3198+322 左拱腰-左拱顶 4.84米～5.38米 钢筋外露 S=0.06㎡ 1 0 0.06 R8

BK3198+322 右拱顶 6.43米～6.49米 钢筋外露 S=0.01㎡ 1 0 0.01 R8

BK3198+330 左拱顶 6.24米～6.50米 钢筋外露 S=0.04㎡ 1 0 0.04 R8

BK3198+334 右拱顶 6.71米～6.72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BK3198+342 左拱顶 6.59米～6.64米 钢筋外露 S=0.01㎡ 1 0 0.01 R8

BK3198+363 左拱顶 6.42米～6.54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BK3198+376 右边墙 1.18米～2.15米 钢筋外露 S=0.12㎡ 1 0 0.12 R8

BK3198+392 右拱顶 5.24米～5.40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BK3198+392 右拱顶 6.16米～6.28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BK3198+486 右拱顶 6.52米～6.60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BK3198+493 右拱顶 6.37米～6.43米 钢筋外露 S=0.01㎡ 1 0 0.01 R8

BK3198+493 右拱顶 6.43米～6.71米 钢筋外露 S=0.58㎡ 1 0 0.58 R8

BK3198+493 右边墙 0.75米～1.78米 钢筋外露 S=2.16㎡ 1 0 2.16 R8

BK3198+494 右拱顶 6.66米～6.70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预防养护）

龙井隧道（下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第8页，共8页 S-SD-II-03

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处治面积S0（m2
） 处置措施

BK3232+866 右拱顶 6.55米～6.63米 钢筋外露 S=0.32㎡ 1 0 0.32 R8

BK3233+021 左拱顶 6.62米～6.64米 钢筋外露 S=0.05㎡ 1 0 0.05 R8

BK3233+021 左拱顶 6.34米～6.54米 钢筋外露 S=0.72㎡ 1 0 0.72 R8

BK3234+193 左拱顶-右拱顶 6.64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78㎡ 1 0 0.78 R8

BK3234+200 右拱顶 6.65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01㎡ 1 0 0.01 R8

BK3234+327 左边墙 0.91米～1.90米 钢筋外露 S=1.09㎡ 1 0 1.09 R8

BK3234+435 右拱顶 6.20米～6.29米 钢筋外露 S=0.07㎡ 1 0 0.07 R8

BK3234+486 右拱顶 6.09米～6.47米 钢筋外露 S=0.61㎡ 1 0 0.61 R8

BK3234+812 右拱顶 6.55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46㎡ 1 0 0.46 R8

BK3234+814 右拱顶 6.50米～6.53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BK3235+090 左拱顶 5.58米～5.67米 钢筋外露 S=0.09㎡ 1 0 0.09 R8

BK3235+219 左边墙 0.46米～1.41米 钢筋外露 S=0.74㎡ 1 0 0.74 R8

BK3235+297 左拱腰 3.08米～3.62米 钢筋外露 S=0.05㎡ 1 0 0.05 R8

BK3235+298 左拱腰 2.87米～3.24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BK3235+310 左拱顶 6.45米～6.54米 钢筋外露 S=0.10㎡ 1 0 0.10 R8

BK3235+376 右拱顶 6.58米～6.62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BK3235+415 右拱顶 6.56米～6.60米 钢筋外露 S=0.01㎡ 1 0 0.01 R8

BK3235+424 右拱顶 6.49米～6.55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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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数量汇总表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修复养护）

序号 处治项目 材料 规格或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裂缝处治 裂缝（宽度大于0.2mm）

低压注浆法修补裂缝 m 403.9 

2 环氧树脂灌缝胶 kg 323.1 

3 封缝胶 kg 302.9 

7

钢筋锈胀 钢筋锈胀

人工凿除混凝土表面 m2 72.8 

8 钢筋阻锈剂 m2 72.8 

9 界面剂 m
2 72.8 

10 环氧砂浆 m
3 1.5 

11

隧道渗漏水处治

导水法

凿槽 14×10cm m 44.15

12 半圆管 Φ90PE管 m 44.15

引水孔 Φ50 m 7.2

铝合金管卡 个 110.38 

检查孔 Φ90PE管三通 个 12

膨胀止水条 2cm宽 m 88.3

13 瞬间堵漏材料 速凝型 m3 0.22 

14 环氧砂浆 m3 0.22 

HPB300钢筋网 Φ6 kg 0.63 

15 渗透结晶材料 m2 14.13 

20

堵水法
（裂缝渗水）

凿槽 4×6cm m 10

21 聚氨酯堵水材料 水溶性聚氨酯 kg 10

22 瞬间堵漏材料 m3 0.02

23 渗透结晶型防水涂料 m2 1.4

24 隧道渗漏水处治 拱脚泄水 衬砌泄水孔 Φ50 m 13.2

42 交通安全设施布控 台班 15 工作区平均长度取1400米

43 移动支架 个 1



隧道病害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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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隧道名称 中心桩号

隧道
长度 技术状况

评分JGCI
技术状况评
定分类

衬砌表面病害处治 渗漏水处治

横向裂缝、纵向裂
缝、斜向裂缝

网状裂缝、止水带外露
、龟裂、二衬混凝土破

损
钢筋外露 导水法 堵水法 拱脚泄水

（m） （处/m） (处/m
2
） (处/m

2
） (处/m） (处/m） （处/个）

1 坪岗1号隧道（下行） BK3114+461 566 73.75 2类 0/0 0/0 36/21.075 0/0 / /

2 南阳隧道（上行） AK3168+065 1634 72.5 2类 3/34 0/0 43/27.705 3/8.38 / /

3 横山隧道（上行） AK3187+746 2928 72.5 2类 18/261 0/0 11/15.36 6/21.28 / /

4 龙井隧道（上行） AK3234+142 3052.7 72.5 2类 9/108.9 0/0 21/8.7 2/3.49 1/10 /

5 梅溪隧道（上行） AK3194+293 590 80 2类 / / / 1/11 / 7/7

6 山峰3号隧道（上行） AK3094+756 612 90 1类 / / / / / 1/1

7 金鸡岭隧道（上行） AK3220+220 364 80 2类 / / / / / 11/14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合计 30/403.9 0/0 111/72.84 12/44.15 1/10 19/22

注：

1.本次受隧道养护费用的限制，仅对其中相对较严重的部分病害进行处治，网状裂缝暂不处理；

2.横向裂缝、纵向裂缝、斜向裂缝、渗漏水（浸渗、衬砌表面渗滴等）仅处治状况值为2的病害；

3.钢筋锈胀、钢筋外露病害全部进行处治；

4.最终工程量应根据现场实际施工工程量进行结算。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修复养护）

坪岗1号隧道（下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第1页，共8页 S-SD-II-06

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处治面积S0（m2
） 处置措施

BK3114+225 右侧，预留壁龛里 钢筋外露 L=0.10 1 0 0.005 R8

BK3114+280 右侧，预留壁龛里 钢筋外露 L=3.00 1 0 0.15 R8

BK3114+325 右侧，预留壁龛里 钢筋外露 L=3.00 1 0 0.15 R8

BK3114+359 右拱顶 6.47米～6.64米 钢筋外露 S=1.21㎡ 1 0 1.21 R8

BK3114+361 左拱顶-右拱顶 6.55米～6.55米 钢筋外露 S=1.86㎡ 1 0 1.86 R8

BK3114+364 右拱顶 6.48米～6.64米 钢筋外露 S=1.17㎡ 1 0 1.17 R8

BK3114+364 右拱顶 5.47米～6.41米 钢筋外露 S=1.78㎡ 1 0 1.78 R8

BK3114+367 左拱顶-右拱顶 5.78米～6.39米 钢筋外露 S=5.34㎡ 2 0 5.34 R8

BK3114+378 右侧，预留洞室内 钢筋外露 L=4.00 1 0 0.2 R8

BK3114+380 右侧，预留壁龛里 钢筋外露 L=3.00 1 0 0.15 R8

BK3114+402 右侧，H=6.5，横向 钢筋外露 L=0.10 1 0 0.005 R8

BK3114+418 左侧，H=3，行人横洞进口 钢筋外露 L=4.00 1 0 0.2 R8

BK3114+420 左侧，H=1m,竖向 钢筋外露 L=0.60 1 0 0.03 R8

BK3114+420 右侧，预留壁龛里 钢筋外露 L=3.00 1 0 0.15 R8

BK3114+460 右侧，H=1m,横向 钢筋外露 L=1.50 1 0 0.075 R8

BK3114+465 右侧、H=6，斜向 钢筋外露 L=0.30 1 0 0.015 R8

BK3114+480 右侧，预留壁龛里 钢筋外露 L=1.80 1 0 0.09 R8

BK3114+480-476 左侧，H=0.5-1m,横、竖、斜向 钢筋外露 L=3.20 1 0 0.16 R8

BK3114+485 左侧，H=0.5m,横向 钢筋外露 L=3.20 1 0 0.16 R8

BK3114+547 左边墙 0.00米～0.81米 钢筋外露 S=0.99㎡ 1 0 0.99 R8

BK3114+550 左拱腰-左拱顶 4.96米～5.95米 钢筋外露 S=2.65㎡ 1 0 2.65 R8

BK3114+550 左侧，H=1.5m,横向 钢筋外露 L=2.40 1 0 0.12 R8
BK3114+555-540 右侧，H=0.2-6.5m,横向 钢筋外露 L=20.00 1 0 1 R8

BK3114+561 右侧，H=0.2m,竖向 钢筋外露 L=0.50 1 0 0.025 R8
BK3114+565-560 左侧，H=0.7m,竖向 钢筋外露 L=1.60 1 0 0.08 R8

BK3114+585 右侧，预留壁龛里 钢筋外露 L=3.00 1 0 0.15 R8
BK3114+590 右侧，H=1.7-1.8m,斜向 钢筋外露 L=0.20 1 0 0.01 R8
BK3114+628 右侧，预留壁龛里 钢筋外露 L=2.20 1 0 0.11 R8
BK3114+675 右侧，预留壁龛里 钢筋外露 L=1.20 1 0 0.06 R8
BK3114+685 左侧，H=0.7m,横向 钢筋外露 L=0.60 1 0 0.03 R8
BK3114+688 右侧，H=0.6m,竖向 钢筋外露 L=12.00 1 0 0.6 R8
BK3114+727 右拱顶 6.60米～6.61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BK3114+727 右拱顶 6.64米～6.64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BK3114+728 右拱顶 6.60米～6.61米 钢筋外露 S=0.04㎡ 1 0 0.04 R8

BK3114+733 左拱顶 5.59米～6.15米 钢筋外露 S=1.38㎡ 1 0 1.38 R8

BK3114+736 左拱顶-右拱顶 6.52米～6.63米 钢筋外露 S=0.88㎡ 1 0 0.88 R8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修复养护）

南阳隧道（上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第2页，共8页 S-SD-II-06

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处治面积S0（m2
） 处置措施

AK3167+272 左拱顶 6.67米～6.75米 钢筋外露 S=0.55㎡ 1 0 0.55 R8

AK3167+279 右拱顶-左拱顶 6.75米～6.76米 钢筋外露 S=0.15㎡ 1 0 0.15 R8

AK3167+282 左边墙，H=0.5m~1.5m 钢筋外露 L=1m 1 0 0.05 R8
AK3167+315 右边墙 0.00米～2.09米 浸渗 S=5.35㎡ 2 2.69 0.00 R3

AK3167+315 左边墙，H=0.5m~2m 钢筋外露 L=4m 1 0 0.2 R8
AK3167+322 右拱顶-左拱顶 6.75米～6.77米 钢筋外露 S=0.04㎡ 1 0 0.04 R8

AK3167+325 左边墙，H=0.5m~2m 钢筋外露 L=10m 1 0 0.5 R8
AK3167+326 右边墙 0.00米～1.70米 浸渗 S=7.39㎡ 2 2.3 0.00 R3

AK3167+328 左拱顶 6.67米～6.76米 钢筋外露 S=0.85㎡ 1 0 0.85 R8

AK3167+352 右拱顶-左拱顶 6.71米～6.75米 钢筋外露 S=0.76㎡ 1 0 0.76 R8

AK3167+354 右拱顶-左拱顶 6.73米～6.76米 钢筋外露 S=0.36㎡ 1 0 0.36 R8

AK3167+356 右拱顶-左拱顶 6.75米～6.75米 钢筋外露 S=0.05㎡ 1 0 0.05 R8

AK3167+357 右拱顶 6.68米～6.76米 钢筋外露 S=0.84㎡ 1 0 0.84 R8

AK3167+359 右拱顶 5.93米～6.02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AK3167+359 右拱顶-左拱顶 6.35米～6.66米 钢筋外露 S=8.47㎡ 2 0 8.47 R8

AK3167+360 右拱顶 6.15米～6.20米 钢筋外露 S=0.07㎡ 1 0 0.07 R8

AK3167+361 右拱顶 6.47米～6.52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AK3167+385 右拱顶 6.65米～6.76米 钢筋外露 S=1.82㎡ 1 0 1.82 R8

AK3167+389 右拱顶 6.74米～6.76米 钢筋外露 S=0.07㎡ 1 0 0.07 R8

AK3167+391 左拱顶 6.25米～6.37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AK3167+396 左拱顶 6.60米～6.74米 钢筋外露 S=0.18㎡ 1 0 0.18 R8

AK3167+398 左拱顶 6.51米～6.70米 钢筋外露 S=0.25㎡ 1 0 0.25 R8

AK3167+403 右拱顶-左拱顶 6.76米～6.76米 钢筋外露 S=1.81㎡ 1 0 1.81 R8

AK3167+404 左拱顶 6.35米～6.51米 钢筋外露 S=0.24㎡ 1 0 0.24 R8

AK3167+404 右拱顶 6.55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29㎡ 1 0 0.29 R8

AK3167+405 左拱顶 6.24米～6.63米 钢筋外露 S=0.93㎡ 1 0 0.93 R8

AK3167+406 右拱顶 6.58米～6.76米 钢筋外露 S=0.11㎡ 1 0 0.11 R8

AK3167+408 右拱顶-左拱顶 6.48米～6.70米 钢筋外露 S=6.06㎡ 2 0 6.06 R8

AK3167+416 右拱顶 6.65米～6.76米 钢筋外露 S=0.20㎡ 1 0 0.20 R8

AK3167+416 左拱顶 6.59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AK3167+417 左拱顶 6.61米～6.70米 钢筋外露 S=0.20㎡ 1 0 0.20 R8

AK3167+467 右边墙-右拱腰 0.55米～2.79米 浸渗 S=6.65㎡ 2 3.39 0.00 R3

AK3167+518 右边墙，H=2m 钢筋外露 L=0.5m 1 0 0.025 R8
AK3167+864 右拱顶-左拱顶 6.72米～6.73米 纵向裂缝 L=10.1m, W=0.56mm 2 10 0.00 R2

AK3168+0100 右拱顶-左拱顶 6.63米～6.73米 钢筋外露 S=0.65㎡ 1 0 0.65 R8

AK3168+086 左边墙，H=0.49m~1.19m 钢筋外露 L=7m 1 0 0.35 R8
AK3168+090 右拱腰-右拱顶 4.47米～5.48米 钢筋外露 S=0.48㎡ 1 0 0.48 R8

AK3168+098 右拱顶 6.69米～6.75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AK3168+117 右拱顶 6.67米～6.68米 钢筋外露 S=0.01㎡ 1 0 0.01 R8

AK3168+161 右拱顶-左拱顶 6.75米～6.76米 钢筋外露 S=0.10㎡ 1 0 0.10 R8

AK3168+247 左拱顶 6.60米～6.76米 纵向裂缝 L=11.7m, W=0.55mm 2 11 0.00 R2

AK3168+281 左拱顶 6.61米～6.64米 钢筋外露 S=0.06㎡ 1 0 0.06 R8

AK3168+298 右拱顶 6.69米～6.76米 钢筋外露 S=0.21㎡ 1 0 0.21 R8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修复养护）

南阳隧道（上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第3页，共8页 S-SD-II-06

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处治面积S0（m2
） 处置措施

AK3168+299 右拱顶 6.43米～6.62米 钢筋外露 S=0.10㎡ 1 0 0.10 R8

AK3168+358 右拱顶 6.69米～6.72米 钢筋外露 S=0.09㎡ 1 0 0.09 R8

AK3168+462 左拱腰-左边墙 1.83米～2.92米 纵向裂缝 L=13.4m, W=0.44mm 2 13 0.00 R2

AK3168+525 左拱腰 3.85米～3.95米 钢筋外露 S=0.04㎡ 1 0 0.04 R8

AK3168+525 左拱顶 5.87米～6.34米 钢筋外露 S=0.40㎡ 1 0 0.40 R8

AK3168+841 左拱顶 6.73米～6.76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修复养护）

横山隧道（上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第4页，共8页 S-SD-II-06

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处治面积S0（m2
） 处置措施

AK3186+318 右拱顶-左拱顶 6.70米～6.74米 钢筋外露 S=0.32㎡ 1 0 0.32 R8

AK3186+325 右拱顶 6.59米～6.73米 钢筋外露 S=0.16㎡ 1 0 0.16 R8

AK3186+359 左拱顶 6.74米～6.74米 纵向裂缝 L=22.0m, W=0.58mm 2 22 0.00 R2

AK3186+369 右拱腰 4.41米～4.67米 钢筋外露 S=0.23㎡ 1 0 0.23 R8

AK3186+386 左拱顶-左拱腰 5.98米～6.12米 纵向裂缝 L=12.9m, W=0.41mm 2 12 0.00 R2

AK3186+396 左拱顶-左拱腰 5.99米～6.05米 纵向裂缝 L=10.0m, W=0.40mm 2 10 0.00 R2

AK3186+407 左拱顶 6.02米～6.10米 纵向裂缝 L=21.6m, W=0.54mm 2 21 0.00 R2

AK3186+503 左拱顶-左拱腰 5.99米～6.04米 纵向裂缝 L=14.7m, W=0.41mm 2 14 0.00 R2

AK3186+513 右拱顶-左拱顶 6.67米～6.74米 纵向裂缝 L=19.1m, W=0.57mm 2 19 0.00 R2

AK3186+613 右拱顶 6.68米～6.74米 纵向裂缝 L=13.4m, W=0.49mm 2 13 0.00 R2

AK3186+624 右拱顶 6.65米～6.70米 纵向裂缝 L=12.0m, W=0.55mm 2 12 0.00 R2

AK3186+867 右拱顶 6.69米～6.74米 纵向裂缝 L=11.9m, W=0.46mm 2 11 0.00 R2

AK3186+879 右拱顶-左拱顶 6.70米～6.72米 纵向裂缝 L=22.2m, W=0.55mm 2 22 0.00 R2

AK3186+890 左拱顶 6.53米～6.66米 纵向裂缝 L=16.9m, W=0.44mm 2 16 0.00 R2

AK3186+914 左拱顶 6.52米～6.71米 纵向裂缝 L=11.6m, W=0.45mm 2 11 0.00 R2

AK3186+991 右拱顶-左拱顶 6.74米～6.74米 纵向裂缝 L=12.4m, W=0.45mm 2 12 0.00 R2

AK3186+998 右拱顶 6.46米～6.72米 钢筋外露 S=1.94㎡ 1 0 1.94 R8

AK3187+009 右拱顶 6.04米～6.46米 钢筋外露 S=0.99㎡ 1 0 0.99 R8

AK3187+209 左边墙-左边沟 0.19米～1.90米 浸渗 S=7.48㎡ 2 2.5 0.00 R3

AK3187+218 左边墙-左边沟 0.19米～3.13米 浸渗 S=5.37㎡ 2 3.73 0.00 R3

AK3187+697 右边沟-右边墙 0.03米～1.55米 浸渗 S=7.18㎡ 2 2.15 0.00 R3

AK3188+478 右拱腰 4.34米～5.97米 浸渗 S=8.78㎡ 2 6.57 0.00 R3

AK3188+507 右拱顶 6.53米～6.74米 钢筋外露 S=1.40㎡ 1 0 1.40 R8

AK3188+510 右拱腰 5.45米～5.98米 钢筋外露 S=2.68㎡ 1 0 2.68 R8

AK3188+513 右拱腰 5.55米～5.93米 钢筋外露 S=0.73㎡ 1 0 0.73 R8

AK3188+527 左边墙-左边沟 0.24米～2.38米 浸渗 S=12.00㎡ 2 2.98 0.00 R3

AK3188+533 左边墙-左边沟 0.26米～2.75米 浸渗 S=11.63㎡ 2 3.35 0.00 R3

AK3188+714 左拱腰-左边墙 3.92米～4.35米 钢筋外露 S=1.46㎡ 1 0 1.46 R8

AK3188+719 左拱顶 6.55米～6.66米 纵向裂缝 L=10.1m, W=0.40mm 2 10 0.00 R2

AK3188+923 右拱顶 6.45米～6.73米 钢筋外露 S=2.30㎡ 1 0 2.30 R8

AK3188+969 右拱顶 6.47米～6.73米 钢筋外露 S=3.15㎡ 1 0 3.15 R8

AK3189+124 右拱顶-左边墙 1.59米～6.61米 横向裂缝 L=10.1m, W=0.49mm 2 10 0.00 R2

AK3189+127 右拱腰-左边墙 3.86米～5.63米 横向裂缝 L=15.8m, W=0.41mm 2 15 0.00 R2

AK3189+136 右拱腰-左边墙 3.75米～5.83米 横向裂缝 L=15.5m, W=0.43mm 2 15 0.00 R2

AK3189+161 右拱腰-左边墙 3.50米～5.73米 斜向裂缝 L=16.4m, W=0.45mm 2 16 0.00 R2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修复养护）

龙井隧道（上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第5页，共8页 S-SD-II-06

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处治面积S0（m2
） 处置措施

AK3232+706 右边墙 0.88米～2.06米 纵向裂缝且渗水 S=5.64㎡ 2 10 0.00 R4

AK3232+749 右拱顶 6.64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52㎡ 1 0 0.52 R8

AK3232+783 右拱顶-左拱顶 6.44米～6.60米 钢筋外露 S=2.80㎡ 1 0 2.80 R8

AK3232+797 右拱顶 6.63米～6.64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AK3232+801 右拱顶 6.63米～6.64米 钢筋外露 S=0.13㎡ 1 0 0.13 R8

AK3232+804 右拱顶 6.41米～6.53米 钢筋外露 S=0.40㎡ 1 0 0.40 R8

AK3232+811 左拱顶 5.49米～5.84米 钢筋外露 S=1.25㎡ 1 0 1.25 R8

AK3232+815 左拱顶 6.62米～6.63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AK3232+825 右拱顶 6.64米～6.65米 钢筋外露 S=0.10㎡ 1 0 0.10 R8

AK3232+825 左拱顶 6.53米～6.54米 钢筋外露 S=0.11㎡ 1 0 0.11 R8

AK3232+825 左拱顶 6.46米～6.48米 钢筋外露 S=0.12㎡ 1 0 0.12 R8

AK3232+826 右拱顶 6.63米～6.64米 钢筋外露 S=0.07㎡ 1 0 0.07 R8

AK3232+903 左拱顶 5.42米～5.57米 纵向裂缝 L=11.3m, W=0.42mm 2 11 0.00 R2

AK3232+903 左拱顶 6.54米～6.56米 钢筋外露 S=0.11㎡ 1 0 0.11 R8

AK3232+903 左拱顶 6.60米～6.60米 钢筋外露 S=0.02㎡ 1 0 0.02 R8

AK3232+904 左拱顶 6.59米～6.61米 钢筋外露 S=0.07㎡ 1 0 0.07 R8

AK3232+904 右拱顶 6.66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AK3232+916 左拱顶 5.50米～5.56米 纵向裂缝 L=26.1m, W=0.56mm 2 26 0.00 R2

AK3232+945 右拱顶 6.66米～6.66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AK3233+158 左拱腰-左边墙 2.42米～2.79米 纵向裂缝 L=9.9m, W=0.30mm 2 9.9 0.00 R2

AK3233+229 左边墙 1.44米～1.72米 纵向裂缝 L=10.9m, W=0.42mm 2 10 0.00 R2

AK3233+323 左拱顶 5.52米～5.55米 纵向裂缝 L=10.5m, W=0.42mm 2 10 0.00 R2

AK3233+335 左拱顶 5.52米～5.58米 纵向裂缝 L=10.5m, W=0.43mm 2 10 0.00 R2

AK3233+984 右拱顶-左边墙 0.01米～6.56米 横向裂缝 L=10.7m, W=0.47mm 2 10 0.00 R2

AK3234+320 右拱顶 0.17米～6.58米 斜向裂缝 L=12.0m, W=0.42mm 2 12 0.00 R2

AK3234+806 左拱顶 6.20米～6.56米 钢筋外露 S=1.21㎡ 1 0 1.21 R8

AK3234+859 左边墙 0.43米～0.84米 纵向裂缝 L=10.3m, W=0.42mm 2 10 0.00 R2

AK3235+435 左边墙 0.16米～2.20米 浸渗 S=5.88㎡ 2 2.8 0.00 R3

AK3235+436 左拱顶 6.52米～6.59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AK3235+436 左拱顶 6.53米～6.60米 钢筋外露 S=0.03㎡ 1 0 0.03 R8

AK3235+437 左拱顶 6.55米～6.61米 钢筋外露 S=0.10㎡ 1 0 0.10 R8

AK3235+439 左边墙 0.02米～0.09米 浸渗 S=7.89㎡ 2 0.69 0.00 R3

AK3235+455 左拱顶 6.46米～6.61米 钢筋外露 S=1.51㎡ 1 0 1.51 R8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修复养护）

梅溪隧道（上行） 病害处治一览表
第6页，共8页 S-SD-II-06

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引水孔个数 处置措施

K3194+065 左洞顶范围 施工缝渗水 11 R3

K3194+050 左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K3194+065 左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K3194+075 右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K3194+075 左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K3194+085 左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K3194+085 右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K3194+095 右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修复养护）

山峰3号隧道（上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第7页，共8页 S-SD-II-06

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引水孔个数 处置措施

K3094+470 右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处治工程（修复养护）

金鸡岭隧道（上行）病害处治一览表
第8页，共8页 S-SD-II-06

里程桩号 缺损位置 检查内容 状况描述（性质、范围、程度等） 状况值（0～4） 处治长度L0（m） 引水孔个数 处置措施

K3220+210 左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K3220+220 整环 施工缝渗水 2.00 R5

K3220+228 整环 施工缝渗水 2.00 R5

K3220+240 整环 施工缝渗水 2.00 R5

K3220+250 右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K3220+250 左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K3220+264 右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K3220+300 左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K3220+310 左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K3220+358 右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K3220+394 右边墙 施工缝渗水 1.00 R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