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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算结果分析

2.1 土体位移分布

图 2 和图 3 分别展示了单线和双线盾构施工引

起的土体位移场。可以看出，盾构施工只引起了三

面围合区域内部的土体位移，而在围合区域外部的

土体基本不发生移动，这里的三面围合区域指的是

地下道路底板和两侧围护墙对盾构隧道形成的包围

区域。但在单线盾构隧道施工中，由于隧道位于地

下道路中隔墙下方，容易造成中隔墙及顶板以上土

体的局部发生较大下沉，在施工中要尽量避免这种

穿越方式或采取局部土体加固等辅助措施。

图 4 和图 5 绘制了盾构施工引起的地下道路底

板下土体沉降的横向和纵向分布曲线。观察发现，

在三面围合区域内部土体沉降分布形状和半无限空

间中盾构施工引起的土体沉降分布形状相似，只是

在沉降量值上有所减小。这表明三面围合结构对盾

构施工引起的土体移动具有阻隔作用，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土体位移的发展，以图 5 中土体最大沉降

为例，三面围合结构使单线和双线盾构的土体沉降

相对于半无限空间中的情况依次减小了 37.1% 和

66.1%。此外，土体纵向沉降在变形缝两侧出现了

突变，沉降量值出现了跳跃，说明地下道路变形缝

对土体沉降的隔断作用。

2.2 地下道路结构变形

图 6 和图 7 给出了单线、双线盾构施工引起的

图 2 单线盾构施工引起的土体位移场

Fig.2 The soil displacement induced by single shield tunneling 

图 3 双线盾构施工引起的土体位移场

Fig.3 The soil displacement induced by twin shield tunneling

图 4 地下道路底板下土体沉降的横向分布

Fig.4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ground settlement under the 
bottom plate of underground road

图 5 地下道路底板下土体沉降的纵向分布

Fig.5 Longitudinal distribution of ground settlement under the 
bottom plate of underground road 

图 6 单线盾构施工引起的地下道路结构变形

Fig.6 Deformation of underground road induced by single 
shield tunn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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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道路底板和两侧围护墙形成的围合区域内部，体

现了围护墙对土体位移发展的阻隔作用；同时地下

道路变形缝也会对土体沉降产生隔断作用。

3) 盾构施工主要引起地下道路顶板和底板在隧

道拱顶上方的附加变形，而对地下道路侧墙的变形

影响可以忽略。

4) 和半无限空间土体相比，三面围合下盾构隧

道衬砌环的“横鸭蛋”弯曲程度有所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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