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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夹 顶管工作施工技术是一种对环境无公害的非开挖地下管

线铺设和穿越工程的施工技术。顶管施工方法很多，一般采

用施工技术简单、敞开的自然平衡的手掘式工具管顶管较多

，不过无论采用何种顶管技术方法，均要进行顶管施工偏差

测量与纠偏的监理工作。而且可以说顶管施工偏差测量和纠

偏工作是顶管施工成败的重要环节，不可轻视。 从工程监理

的角度看，如果单纯强调顶管施工偏差测量和纠偏，仅是施

工质量的被动控制，不过是顶管施工偏差已经造成，通过测

量得到偏差数值，实际偏差大于规范偏差允许值所进行的纠

偏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对顶管施工前就采取一些预控措

施，进行主动控制，对预防顶管施工偏差和防止纠偏就十分

重要了。 一、顶管施工质量监理的预控措施 （一）要求承包

单位在顶管施工前14天，根据管道所处的土层性质、设计管

道的直径、长度、地下水位。地上、地下建筑物或构筑物的

结构与基础位置、尺寸、高程情况，编制顶管施工方案报监

理审查，报业主审定 （二）对进场的施工队伍、材料、顶进

机具设备以及现场三通一平等施工条件进行审核，符合开工

条件时同意开工； （三）在熟悉施工合同和顶管设计施工图

的基础上，审查工作坑内后背强度、顶管管口强度是否与顶

管长度匹配；核查顶管段的水文地质资料和岩土资料，是否

有发生管内涌水的可能，进行顶管段内的地下障碍物的调查

，以便采取必要的预控措施，对顶管施工的噪音、地面开裂



或下沉的预控，确保顶管施工顺利和安全地进行； （四）检

查为顶管安装的导轨，能否保证顶管顶进方向是否牢固和正

确，检查两根导轨内距、坡度等偏差是否在规范允许范围内

； （五）在顶管施工偏差测量前，应事先把工作井（坑）外

坐标和高程引测至测量平台（在主油缸之间），利用经纬仪

测定在工作井壁上预留洞的砖墙上，准确放出顶管中心点和

顶管外径，吊工具管于导轨上，套上第一节钢筋混凝土管推

进至预留洞砖墙上，检查顶管中线和管内底高程，应符合设

计要求； （六）手工掘进工具管段长度不宜过长，适合的长

度L/D=1.0～1.5以内，工具管过长会影响纠偏的灵敏度； （

七）顶管施工前应调查分析顶管段的覆盖土层厚度，如果土

层小于2.0~2.5D（D是顶管直径），顶管会向上弯曲，为此监

理应建议采取相应措施。若顶管段的岩土勘察资料表明，地

基土承载力低，应要求采取地基加固，以尽可能解决首节顶

管低头和由此引起的后续顶管高程偏差较难控制的问题。 二

、顶管施工偏差测量 在顶管施工偏差测量前，应把地面控制

点坐标引测到工作井顶面定出上游点和下游点的坐标，其两

点联线即为顶管设计轴线，然后引测到工作坑底作为导轨轴

线之用，至于高程偏差测量仍然是把高程引测到上游点或下

游点，再引测到井壁上，供测量高程偏差之用。 （一）顶管

内的轴线偏差测量 1、激光经纬仪测轴线偏差 激光经纬仪是

将激光发射器与经纬仪并联后，固定于望远镜上，按照管线

设计的坡度和方向，将发射器调整好，通过棱镜将激光射入

望远镜内发射出去。同时在顶管内立上装有接收靶（靶上刻

有尺度线），当顶管轴线与设计坡度一致时，投光点直射靶

心，当顶管轴线与设计坡度不一致时，则投光点射在靶上的



位置与中心点的偏心距即为偏差。偏差值直接从靶上读得。

规范规定轴线偏差允许值小于50mm，值得注意的是，望远镜

为正像时与正看的实物左右相符。望远镜为倒像时望远镜里

的左偏，实际正看为右偏；望远镜里的右偏实际正看为左偏

2、光学经纬仪测轴线偏差 当顶管直径大于或等于DN1200mm

时，可采用光学经纬仪来测量确定顶管施工轴线偏差。 将经

纬仪置于工作坑中测量平台上，将仪器整平对中后，用望远

镜竖丝对准井上标点，竖向移动至顶管内，在工具管后端接

缝处，放置有刻度的水准管气泡居中的一端顶在管内壁的水

平尺，用手电筒照射，如果经纬仪竖丝卡在水平横尺中间点

（即设计轴线圆心点）则偏差为零，当望远镜为倒像时右偏

读数实为左偏值，如果是左偏读数，实为右偏值。 3、无论

用什么仪器测轴线偏差均要进行起止点坐标闭合，闭合差在

允许范围内（即水平角闭合差±60√n，长度相对闭合

差L/1000）。 （二）管内底高程的偏差测量 1、全站仪测量管

内底高程偏差，用常规方法测量，而且记数不受到顶管内光

线较暗的影响，其允许偏差20√D，D为距离值以km计）。 2

、用水准仪测管内底高程偏差，按常规测高程的方法即可，

要注意所测的导线高程必须闭合差在允许偏差范围内（即小

于30√L，L导线长度km计）。 三、顶管施工偏差的过程控制

（一）编制顶管施工监理实施细则，明确监理工作程序，监

理工作的重点，例如在工作坑安装后背，安装导轨以及吊装

第一根顶管就位顶管时，要进行旁站监理，以及在顶管施工

中每天要对顶进记录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 （

二）采用手工掘进时，工具管进入土层，在顶进10m范围内

，每顶进500mm要测量其轴线和高程一次（允许偏差为轴



线3mm，高程0～ 3mm，如超过应采取措施纠正），顶管进

入土层后正常顶进时，每顶进1000mm要测量轴线和高程一次

（允许偏差为轴线每节管50mm，管内底高程 40mm，-50mm

），并连续绘制工具管测点的行进轨迹，尽早掌握偏差发展

趋势，不失时机地进行纠偏，避免顶管施工轴线上下左右过

分弯曲。 四、顶管施工偏差的原因分析 （一）工作坑内导轨

偏差； （二）顶管段土层类型变化引起土层承载力变化； （

三）顶管段地下水状况变化； （四）顶管推进速度过快或过

慢的影响； （五）顶管施工方法不妥，或遇上软土或流砂，

使顶管施工产生偏差； （六）顶管施工过程中遇着大石块、

桩基础或其他障碍物，造成偏差； （七）顶管长度越长，产

生偏差的可能性增加； （八）主油缸油封漏油，顶进力不均

衡； （九）后背墙变形严重； （十）顶铁或顶环发生扭曲变

形现象。 五、顶管施工偏差的纠偏 （一）纠偏的起点 顶管施

工轴线和高程偏差达到20mm时就应偏差校正。 （二）挖土

校正法 对于逐渐积累的偏差，可采用挖土方法纠正，即从顶

管施工的高程偏差上看，顶管正偏差多挖，负偏差少挖或不

挖；从顶管施工轴线偏差上看，偏差一侧少挖，另一侧多挖

。挖土校正法适用于积累偏差30mm内的纠偏和含水量低的粘

性土类，或地下水位以上的砂土层中，或者说适用于开挖工

作面土层是稳定的土类。 （三）强制校正法 1、工具管校正

法 工具管靠尾部圆周均匀布设四个校正千斤顶（纠偏油缸）

，纠偏油缸一端与工具管连接，另一端与后节钢筋混凝土管

的端面为后座，以调节工具管的方向。最大纠偏角度按接缝

宽度不大于30mm为宜。 2、主压千斤顶校正法 当顶距较短（

小于15m）时，如发现管轴线有偏差，可以利用主压千斤顶



进行校正。例如：管轴线向右偏时，可将管口处右侧的顶铁

比左侧顶铁加长10～15mm，当千斤顶向前推进时，右侧顶力

大于左侧，从而校正右侧的偏差。 3、其他强制校正法在此

不再说明。 六、举例： 昆明市××河A9井向A11井顶管工程

，采用手掘敞开式工具管施工方法，顶管为钢筋混凝土管

，DN1500mm，总顶管长度190m 在顶管施工监理过程中，采

取了上述顶管施工质量监理的预控措施。如把绿景桥上的坐

标和高程引测到A9井底的测量平台，要求测量偏差在允许范

围内，用经纬仪和水准仪施测，对轴线偏差和高程偏差及时

纠偏；对工作坑后背安装，导轨安装以及第一根顶管就位起

进行旁站监理，认真分析顶管施工偏差的影响因素，找出对

策，勤检查，勤纠偏，使此顶管段高程合格率为89%，轴线

偏差25mm的效果，经昆明市政工程质监站在施工过程中的监

督、检查确认，工程质量达到设计和规范要求。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