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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千千个个点点观观沉沉降降
2244小小时时不不间间断断监监测测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保障玉函路隧道建设

本报记者 魏新丽
见习记者 赵夏晔

国内最长城市浅埋隧道
多达19种监测项目

玉函路隧道是一条典型的
城市浅埋暗挖隧道，全长2 . 335
公里，是全国最长、周边环境最
复杂、地质条件变化最大，而且
工期最短的浅埋暗挖式隧道工
程。种种施工之最表明其工程
十分复杂，而贯穿施工全过程
的监控量测工作显得尤为重
要。

工程建设伊始，济南市勘
察测绘研究院就承接了玉函路
隧道工程第三方监控量测工
作。此次监测项目包含沿线周
边建筑物沉降、地表沉降、地下
管线沉降、入户调查等总计19
种监测项目，监测项目之全在
济南市是独一无二的。“如此重
要且难度极高的工程，让勘测
院的岩土工程专家们倍感压
力。他们针对不同路段、不同地
质条件和周边环境制定了详细
的监测实施方案，我院省勘察
设计大师樊祜传亲自把关技术
方案的关键节点，并同时邀请
行业技术权威专家对方案进行
反复论证。还调集了全院监测
专业技术人员中的精兵强将成
立隧道监测项目部。”济南勘测
院本项目技术负责人胡广磊
说。

“除了工程监测，我们还参
与了隧道的全线地质勘察、
地形测绘、地下管线探测、地
球物理勘探等多项工作，为
工程建设提供了权威的勘测
技术服务支持。”胡广磊说。
玉函路隧道施工工期十分紧
张，这些工作要在短期内完
成，任务繁重，向勘测工作提
出了挑战。

寒冬埋设3106个监测点
密布如“渔网”无死角

工程本身的施工难度是十
分巨大的，因此需要前期勘测工
作精准到位。因为隧道的埋深很
浅，上方覆土只有3到7米，左、右
两条隧道之间最小距离也仅有3
米，整个工程的施工难度及风险
要远高于普通山岭隧道施工和

地铁盾构施工，这让精准的勘测
数据变得尤为重要。

“针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我
们根据相关监测技术规范要
求，对全线设计了横向、纵向监
测断面及各类监测点，总计布
设了各类监测点3106个，将整
个玉函路地面做成了如渔网般
密集的地表沉降监测网。”该项
目班组长李铭说。

由于工作量大，项目要求

高，数量极大的监测点布设成
为项目的重点和难点。日间玉
函路地面车流量非常大，监测
点布设只能选择夜间11点至次
日凌晨5点进行施工。“布点工
作是从2016年12月至今年3月
进行的，历时3个多月。正值寒
冬，大家冒着严寒和风雪，在午
夜扛着钻机，拉着发电机，一个
又一个地将监测点和基准点都
埋设完。”胡广磊说。

像渔网一样密布的监测网
络，为后续的施工作业提供了
精准的数据支持和有力的安全
保障。

24小时不间断监测
避免沉降险情发生

前期的地面监测点布设工
作虽然只有三个多月，但是在
隧道进行施工的时候，勘测人
员一方面要随隧道掘进进度同
步埋设监测点，另一方面还要
开展各类参数的监测。由于玉
函路隧道两侧分布有大量老旧
建筑，最近的建筑物距隧道边线
仅2到3米，隧道顶部两侧还分布
着正在运行的燃气、供水、热力
等市政管线，因此需要时刻关注
沉降，以避免险情的发生。

周边老旧建筑物的关键位
置，均需布设监测点。但由于工
程不封路，地面车流量巨大，为
提高测量精度，加快测量速度，
项目部人员要选择天刚亮具备
测量条件同时车流量最少的清
晨开始监测，直至夜间不具备
测量条件为止。“一旦出现紧急
情况，拱顶沉降、收敛监测就要
以2小时一次的频率，24小时不
间断监测的超高强度进行监
测。”胡广磊说。

自工程开工，济南勘测院参
与项目的工程技术人员全年无
休。无论是春节还是国庆小长
假，项目组骨干、技术人员都主
动放弃了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坚
持奋战在隧道监测的一线工作。

钻孔时要接受严寒的考
验，而在隧道洞内，温度高达
40℃以上，空气极为浑浊。项目
部员工在艰苦环境中克服种种
困难，轮班测量，顺利完成了各
项任务。这样一支具有铁军精
神的团队，为玉函路隧道顺利
通车保驾护航，为济南交通建
设贡献着勘测人的力量。

玉函路隧道通车之际，顺河高架南延二期工程第三方监测工作也进入了尾声。由济南市勘察测绘
研究院承担的地质监测，范围之广、难度之大、内容之多，在济南市乃至山东省内的监测工程中都是首
屈一指的。顺着隧道的走向，渔网一样密布的监测点，凝聚着勘测人的汗水，为隧道的顺利掘进和后期
运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勘测人员在夜间埋设监测点。 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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