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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TBM 工法施工用堵漏浆液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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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极地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１２;４．长春工程学院,吉林 长春１３００１２)

摘要:开敞式 TBM 工法施工时,钻遇突涌水灾害后易造成严重的工程事故,堵漏浆液注浆止水处理措施是常用的

技术手段.本文在分析了工程中常用浆液存在不足的基础上,结合室内试验,研制适用于开敞式 TBM 工法的堵漏

浆液配方,并通过正交试验确定了优化配方为水灰比为０５９、酒石酸为０２５％、水解聚丙烯酰胺溶液为３％、铝酸

钠为１６％.在可控性(可泵期等)满足要求的基础上,对优化配方进行了包括析水性、抗压强度等各项性能的测试

及室内模拟试验,经正交试验后测得配方浆液形成的结石体具有良好的抗压强度和抗渗能力,能够满足工程现场

的需要.实际工程的涌水点注入研制的可控浆液后,短时间内达到停泵条件,相比传统浆液,可大幅减少堵漏浆液

用量.结果表明,该可控配方浆液对吉林省内某隧道工程施工中钻遇的涌水灾害具有良好的治理效果,能够满足

实际工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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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ddenwaterinrushencounteredduringoperationoftheopenＧtypeTBM mayleadtodangers,andthen
groutingofsealingslurriesisoftenthemainmeanstocontrolthegeologicaldisaster．Onthebasisofanalyzingthe
shortcomingsoftheexistingslurries,theformulaofthesealingslurrysuitableforopenTBM methodwasdevelＧ
oped,andthenwasoptimizedbyorthogonaltests．Thefinalformulaisasfollows:watercementratio０５９,tartaric
acid０２５％,hydrolyticpolyacrylamidesolution３％andsodiumaluminate１６％．UndertheconditionthattheconＧ
trollability(pumpingperiod,etc．)mettherequirements,thepropertiesoftheoptimizedformula,includingwater
precipitation,compressivestrengthweretestedandthelaboratorysimulationtestwasalsodone．ThestonedevelＧ
opedfromtheorthogonaltestedformulaprovidedgoodcompressivestrengthandimpermeability,meetingtheneeds
ofthefield．Thepumpcanstopinashorttimeafterinjectingthecontrollableslurryattheinflowpoint．Compared
withthetraditionalslurry,theamountofslurryusedforpluggingleakagecanbegreatlyreduced．Theresultsshow
thatthecontrollableformulahasagoodcontroleffectonthewaterinrushdangerencounteredinconstructionoftunＧ
nelsintheprovince,andcanmeettheactualconstruction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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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TBM 在掘进中能够根据围岩变化不断调整掘

进姿态和参数,掘进速度极快,一般可达同等条件下

钻爆法的４~６倍.还具有全断面开挖、精确超欠挖

控制以及对环境影响小等优势[１].

TBM 工法可以实现在掘进的同时完成支护,但
是该工法作为一种全新的隧道施工方式却存在着无

法逾越的“瓶颈”[２].(１)开敞式 TBM 对硬岩有很



强的适应性,但在软弱围岩中由于开敞式 TBM 无

法对暴露的岩壁进行足够的支撑,出现由于围岩变

形而失稳;(２)由于其为全断面开挖,无法对掌子面

进行直接处理,因此 TBM 工法处理工程地质灾害

的灵活性远不如传统钻爆法[３].
吉林省内某隧道施工项目中,根据前期勘测资

料表明,在隧道沿线的低洼浅埋段,易与地表水发生

连通,可能会存在涌水问题.实际调研中发现,涌水

灾害是该工程面临的主要地质问题.
涌水灾害洞段施工对本项目造成的影响主要包

括:(１)在动水压力作用下,掌子面岩体失稳,刀盘滚

刀的贯入度瞬间增大,造成刀具非正常磨损加剧和

驱动电机的超负荷运转,进而使得 TBM 频繁停

机[５];(２)淹没机体,当涌水量超过自身携带设备的

排水极限时,会威胁洞内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６];
(３)TBM 掘进的动力来自于岩壁的反作用力,围岩

与水接触浸泡后软化,TBM 撑靴系统不能为掘进系

统提供足够的支撑反力,使得 TBM 极易被困[７].
实地调研发现,现场灌浆多采用纯水泥浆液,注

浆量大且效果不好,经常出现窜浆等现象导致浆液

流失浪费严重.此外,无可控性纯水泥浆液注入后

不能及时开始工作,在动水力作用下纯水泥浆液的

稳定性也无法保证.因此,该调研项目急需一种可

控浆液,该浆液可满足在预定时间失去流动性而迅

速凝固,具有良好的水稳定性和低渗性,达到堵塞涌

水通道,减少浆液用量的目的.

１　堵漏浆液研制

开敞式 TBM 工法施工时,(１)堵漏浆液采用洞

外拌合,洞内运输的方式,到达工作面后,再进行浆

液的注入,因此,浆液运输期间需要保证一定的流动

性即可泵期的要求[１０],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浆液拌

和后运输时间约为３０min;(２)浆液泵入后希望能

尽快失去流动性,封堵周围地下水的补给通道,减少

因封堵涌水而停机的时间,因此,浆液需要在可泵期

的基础上,满足初凝时间尽量短的要求[１１];(３)由于

开敞式 TBM 工法掘进和衬砌施工是独立进行的两

个不同阶段,两个阶段一般间隔时间较长[１２],堵漏

浆液形成的结石体需具有一定的抗压强度,否则,形
成的结石体极易破坏.

１．１　浆液配方研制

初步选定的配方有３组:第一组:水泥、粉煤灰、

水、硫酸铁[Fe２(SO４)３]、铝酸钠(NaAlO２);第二

组:水泥、粉煤灰、水、磷酸氢二钾(K２HPO４)、铝酸

钠(NaAlO２);第三组:水泥、水、酒石酸(C４H６O６)、
铝酸钠(NaAlO２)、水解聚丙烯酰胺(PHP).在固

定水灰比为０５９,以可泵期３０min来确定可控堵

漏浆液的初选配方.

１．１．１　配方一的可泵期、初凝时间的测试

第一组配方通过调节不同组分的含量,可得配

方一的初选配方为:水泥、粉煤灰、水、Fe２(SO４)３、

NaAlO２,尝试进行多组试验后,该组配方的可泵期

约为３０min,初凝时间约为３２６min.

１．１．２　配方二的可泵期、初凝时间的测试

第二组配方通过调节不同组分的含量,可得配

方二的初选配方为:水泥、粉煤灰、水、K２HPO４、

NaAlO２,尝试进行多组试验后,该配方的可泵期约

为３３min,初凝时间约为４５５min.

１．１．３　配方三的可泵期、初凝时间的测试

第三组配方通过调节不同组分的含量,可得配

方三的初选配方为:水泥、水、C４H６O６、PHP、NaAＧ
lO２,尝试进行多组试验后,该配方的可泵期约为３０
min,初凝时间约为１０９min.

１．１．４　初选配方

根据上述数据可知,配方一和配方三的可泵期为

３０min,满足工程施工的要求.同时,配方三的初凝

时间为１０９min,配方一的初凝时间为３２６min,配方

三浆液注入后２h内即可实现对涌水通道的封堵,
减少停机时间.因此,确定配方三为初选配方.

１．１．５　正交试验

为获得优化配方,采取正交试验对组分含量进

行优化.正交试验设计为三因素三水平试验,根据

初选配方确定正交试验因素水平如表１所示.

表１　正交试验因素水平

水平因素

A
酒石酸(C４H６O６)

含量/％

B
铝酸钠(NaAlO２)

含量/％

C
PHP溶液的

含量/％
第一水平 ０１５ １２ １０
第二水平 ０２０ １６ ２０
第三水平 ０２５ ２０ ３０

对表１中所示的配方进行正交试验,正交试验

及试验结果如表２所示.
根据各因素对可泵期时间的影响进行极差分

析,确定主次因素.极差分析结果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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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正交试验及试验结果

试
验
序
号

A
酒石酸

(C４H６O６)
含量/％

B
铝酸钠

(NaAlO２)
含量/％

C

PHP
溶液含
量/％

空
白
列

评价指标

可泵
期/
min

初凝
时间/
min

１ １(０１５) １(１２) １(１０) １ １５ ５５
２ ０１５ ２(１６) ２(２０) ２ １９ ７９
３ ０１５ ３(２０) ３(３０) ３ ２５ １１０
４ ２(０２０) １６ ３００ １ ３３ ９８
５ ０２０ ２０ １００ ２ ７１ １６２
６ ０２０ １２ ２００ ３ ２１ ７４
７ ３(０２５) ２０ ２００ １ ２０ １４６
８ ０２５ １２ ３００ ２ ２７ ８７
９ ０２５ １６ １００ ３ ４５ １２５

表３　各组分对可泵期影响的极差分析

极差
因　素

酒石酸(C４H６O６) 铝酸钠(NaAlO２) PHP 空白列

k１ １９６７ ２１００ ４３６７ ２２６７
k２ ４１６７ ３２３３ ２０００ ３９００
k３ ３０６７ ３８６７ ２８３３ ２２００
R ２２００ １７６７ ２３６７ １７００
因素主→次 C＞A＞B
配方 C３A３B２

由表３可知,各组分对初凝时间影响的主次因

素依次为:PHP、酒石酸(C４H６O６)、铝酸钠(NaAＧ
lO２),根据上文所述,将可泵期时间暂定为３０min,
因此可得配方为C３A３B２.

同理,根据各因素对初凝时间的影响进行极差

分析,确定因素的主次因素.极差分析结果如表４
所示.

表４　各组分对初凝时间影响的极差分析

极差
因　素

酒石酸(C４H６O６) 铝酸钠(NaAlO２) PHP 空白列

k１ ８１３３ ７２００ １１４００ ９９７０
k２ １１１３３ １００６７ ９９６７ １０９３０
k３ １１９３３ １３９３３ ９８３３ １０３００
R ３８００ ６７３３ １５６７ ９６０
因素主→次 B＞A＞C
配方 B１A１C３

由表４可知,各组分对可泵期时间影响的主次

因素依次为:铝酸钠(NaAlO２)、酒石酸(C４H６O６)、

PHP,根据上文所述,拟定浆液过可泵期后尽快达

到初凝,因而取初凝时间最短为优,可得配方为

B１A１C３.

１．１．６　确定该配方浆液的最优配方

以可泵期和初凝时间为标准对两组配方进行测

试,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５　配方性能比较

配方 可泵期/min 初凝时间/min

C３A３B２ ３０ ９６
B１A１C３ １５ ５０

由表５可得,配方B１A１C３ 测得的可泵期为１５
min,不能满足现场的运输条件,在抵达工作面之前

该浆液就因失去流动性而无法泵注.因此,对比分

析两组配方后可能配方C３A３B２ 为该治理浆液的最

优配 方. 最 优 配 方 为:水 灰 比 ０５９、酒 石 酸

(C４H６O６)０２５％、PHP溶液３０％、铝酸钠(NaAＧ
lO２)１６％.

１．２　最优配方浆液的性能评估

１．２．１　配方浆液的析水率测试

浆液材料按照配方混合后进行搅拌,固体颗粒

呈悬浮的状态,当浆液进入洞内长时间运输或运输

过程中罐车搅拌不充分时,固体颗粒会逐渐沉淀.
为了保证浆液运输过程中的稳定性以及保证浆液注

入后能够充分填充岩体内的软弱结构面,需要对研

制的配方浆液进行析水率测试.如果浆液析水率＜
５％时,该浆液为稳定性浆液,否则为非稳定性浆

液[１４].
将各组分按照优选的配方进行混合并充分搅拌

后倒入量筒中,将量筒放在水平处３０min,观察并

测量量筒内析出水的体积.测得配方浆液的析水率

为１５％,析水率＜５％,为稳定性浆液.

１．２．２　配方浆液终凝后抗压强度测试

为了提高研制的可控水泥浆液对实际工程的适

应性,测试配方浆液凝固后的强度,防止由于结石体

强度过低而产生其他次生灾害,对达到终凝状态的

浆液结石体抗压强度进行测试.与现场工作人员交

流后,得知工程现场发生突涌水灾害洞段的埋深较

浅,地应力较小,要求配方浆液终凝时抗压强度至少

为０７０MPa.抗压强度测定采用万能材料试验机

进行,试块的尺寸为７７cm×７７cm×７７cm,脱
模并养护,对其终凝状态、７d、２８d时的抗压强度进

行测量.
配方浆液达到终凝状态后测试的压力曲线如图

１所示.结合试块的实际尺寸,求得配方浆液终凝

时的抗压强度为０８４MPa.
配方浆液结石体养护７d后测试的压力曲线如

图２所示.结合试块的实际尺寸,求得配方浆液７d
后的抗压强度为１７１２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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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配方浆液终凝时抗压强度曲线

图２　配方浆液结石体养护７d后抗压强度曲线

配方浆液结石体养护２８d后测试的压力曲线

如图３所示.结合试块的实际尺寸,求得配方浆液

２８d的抗压强度为１７７０MPa.

图３　试块养护２８d后抗压强度试验曲线

对抗压强度试验结果分析可得:试块终凝时的

抗压强度为０８４MPa,最终的抗压强度维持在１７
MPa左右.研制的浆液终凝时结石体的抗压强度

＞０７０MPa,因此,该浆液可以满足实际工程的要

求.

１．２．３　浆液结石体渗透系数测试

为了测试配方浆液结石体的透水性,提高对涌

水灾害的治理效果,需要测试浆液结石体的渗透系

数.根据 TBM 工法实际情况,采用注浆止水后,需
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进行最终衬砌的施工,因此,浆液

结石体的渗透系数决定了研制浆液的治理效果,因
此,要求终凝状态下的配方浆液结石体渗透系数＜
９９×１０－６cm/s.

试验采用 FWP－B 型柔壁渗透仪进行测试.
测试时,试样高度为１２cm,直径为６４cm,围压为

２５３７１kPa,渗透压为２２０２５kPa.为了保证测试

结果的准确及延长试验器材的使用寿命,试验用水

均为蒸馏水.最终测得浆液终凝后的渗透系数为

７１９×１０－６cm/s＜９９×１０－６cm/s,本次试验选取

的是终凝时的浆液结石体,随着浆材进一步凝结和

硬化,结石体的渗透系数会持续减小,最终维持在更

低的水平.因此,该配方浆液结石体的渗透系数能

够满足工程现场的需求.

２　配方浆液堵漏性能室内模拟试验研究

２．１　进行室内模拟试验的目的与变量选取

调研的项目中多数需要在隧道拱顶进行注浆,
结构面倾角多以陡倾角为主,揭露的结构面平均宽

度＞１０mm[１５].为了提高研制浆液与工程的适应

性,对浆液进行模拟试验.选取结构面宽度为１２
mm,倾角分别为７０°和９０°的情况进行室内模拟试

验,测试配方浆液的实际堵漏效果[１６].
模拟试验预采用高温高压动静态堵漏试验仪如

图４所示.

图４　堵漏试验仪设备组成

高温高压动静态堵漏试验仪的物理模型由两块

钢制材料拼接而成,且能够随时拆卸.两块钢材中

间设置不同形状和宽度的缝隙,用以模拟真实地层

中的裂缝.堵漏试验仪的物理模块如图５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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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堵漏试验仪的物理模块

２．２　模拟试验结果及分析

如图６所示,第一组试验选取的物理模块中裂

缝宽度１２mm,模拟倾角为７０°

图６　第一组模拟试验

第一组试验的封堵效果、滤失量、进口压力如图

７~９所示.

图７　第一组试验堵漏效果

图８　第一组试验的滤失量曲线

图９　第一组试验进口压力曲线

第一组试验中,浆液的成型长度为１２５０cm.
从图８可以得出,当模拟试验开始注浆３０s后,总
滤失量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从图９可以看出,
当注浆时间为４４min时,进口压力曲线陡增,上述

情况均表明已将物理模块成功封堵.
如图１０所示,第二组试验选取的物理模块中裂

缝宽度１２mm,模拟倾角为９０°.

图１０　第二组模拟试验

第二组试验的堵漏效果、滤失量、进口压力如图

１１~１３所示.

图１１　第二组试验堵漏效果

第二组试验中,浆液的成型长度为１３００cm.
从图１２可以得出,当模拟试验开始注浆７０s后,总
滤失量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从图１３中可以看

出,在该组试验中,当注浆时间为３９min时,进口压

力曲线陡增,上述情况均表明已将物理模块成功封

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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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第二组试验滤失量曲线

图１３　第二组试验进口压力曲线

２．３　室内模拟试验结果分析

在进行的两组试验中,第一组试验开始注浆３０
s(第二组７０s)后,滤失量便维持在稳定水平,表明

浆液已经在物理模块内逐渐成型;随着时间增加,当
第一组试验进行４４min(第二组试验３９min)时,物
理模块注入口压力陡增,表明物理模块缝隙已被浆

液完全填充和封堵;结合图７和图１１,将物理模块

打开后,内部成型长度分别为１２５cm 和１３cm.
因此,以上两组试验结果均表明研制的浆液已经成

果将物理模块成功封堵,配方浆液对大角度裂隙有

良好的封堵效果,可以满足实际工程的要求.

３　研制浆液工程现场实际应用情况

由于研制的涌水灾害治理浆液并没有在工程项

目上进行普遍的应用,因此,为了验证所研制浆液的

实际应用效果,与现场施工人员进行沟通后,将治理

浆液在洞内指定的出水点进行小型的灌注测试.在

现场将研制的浆液灌入孔内约５０min后,注浆压力

达到０５MPa,注浆率＜１L/min,已经达到停泵条

件,表明研制浆液已经对该涌水点进行了成功封堵.
此外,与该涌水点附近采用传统浆液进行处理的注

浆孔相比,浆液用量大幅降低,因此,该配方浆液对

调研工程涉及的涌水灾害治理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

和经济价值.注浆前后的封堵效果如图１４所示.

图１４　研制浆液注浆前后封堵效果

４　结论

本文针对纯水泥浆治理工程现场涌水事故效果

不佳的问题,研制了一种具有良好可控性的堵漏浆

液.根据现场浆液采用洞外拌和、洞内运输的情况,
将３０min作为可泵期对配方进行初选,利用正交试

验获得了最终优选配方,并对其进行了性能测试和

模拟试验,最终在工程现场某涌水点进行封堵后取

得了良好的效果.得到的结论如下:
(１)根据正交试验,获得该组配方浆液的最优配

方为:水灰比０５９、酒石酸(C４H６O６)０２５％、PHP
溶液３００％、铝酸钠(NaAlO２)１６０％.

(２)对配方浆液的性能进行了测试,配方浆液的

析水率为１５％,为稳定型浆液;浆液结石体终凝、７
d、２８d 的 抗 压 强 度 分 别 为 ０８４、１７１２、１７７０
MPa;配方浆液终凝后的渗透系数为７１９×１０－６

cm/s.为进一步验证研制浆液的封堵效果,对配方

浆液进行了模拟试验,从模拟实验物理模型中测量

配方浆液成型长度、滤失曲线及进口压力曲线表明,
所研制的浆液对物理模型具有良好的封堵效果.

综合性能测试和模拟试验结果,可以说明所研

制的浆液对该项目中的突涌水灾害的治理具有良好

的适用性,可以满足实际工程的需要.
(３)从现场堵漏效果可以看出,由于该出水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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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涌水量突然增大,导致洞壁坍塌,因此,选择注浆

的基础上进行了钢拱架的施工.从图１４中可以看

出,对该出水点进行注入本文研制的浆液后,短时间

达到停泵条件,对出水点进行成功封堵,浆液结石体

与围岩形成共同的承重结构,阻止了围岩进一步变

形.封堵效果表面该浆液能够满足该工程需要,具
有一定的工程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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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３１页)
钻井质量因素、套管下入因素、测斜因素以及钻井液

因素引起的钻柱失效问题.
(３)依据深部地质钻探钻柱失效的原因提出了

建立钻柱弯曲点的计算模型、加强钻柱质量的检验

和探伤、严控钻井质量、及时矫正套管和优化钻柱使

用５条预防钻柱失效的措施,可以有效地减少钻柱

失效事故的发生.
(４)深部地质钻探在钻柱力学方面的研究较少.

出现这样问题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前期阶段,地质

钻探主要以浅井取样为主,钻柱力学研究不能体现

出研究价值,因此很少有人进行研究,且研究方向也

比较单一.但随着深部地质钻探工程的开展,地质

钻探钻柱动力学研究开始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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