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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程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新奥法”应定义为一

种“施工方法”。它肯定是存在的,而且应当给与这种施工方

法相对应的现代隧道工程理论一个明确且恰当的名称,即可以

称之为“围岩承载理论”。 关键词 新奥法 现代隧道工程理论

围岩承载理论 德国隧道学家Kovari教授在1993年萨尔茨堡地

质力学讨论会上发表了题为《新奥法是否存在？新奥法的错

误原理》的文章。该文在隧道及地下工程界引起了一场不大

不小的争议。为此,德国交通与道路工程研究协会隧道工作组

在德国Tunnel杂志1994年第二期上发表文章,对Kovari教授的观

点进行了辩驳。 对于该辩驳文章所阐述的基本观点,相信大多

数隧道工作者是赞同的,但是本文作者对这两篇文章中所提出

的某些问题另有看法。故就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个人看法

。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作为一种施工方法,“新奥法”肯定存

在,但是,与这种施工方法相对应的工程理论还没有一个明确且

恰当的名称。笔者认为： a. 应将隧道及地下工程的“施工方

法”与“工程理论”作为两个概念加以明确区分。 b. 还应给

以锚杆喷射混凝土作为基本支护手段的现代隧道工程理论提

出一个明确且恰当的命名。 1 两个不同的概念 开挖和支护是

隧道及地下工程施工的两个基本工序,也是关键工序。其关键

在于二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即：如何开挖才能更有利于保持围

岩稳定和便于支护；又如何支护才能更有效地保证围岩稳定

和便于开挖。 围绕着开挖和支护的实践和研究,在不同的时



期,人们提出了不同的工程理论,并逐步建立了不同的理论体系

。每一种理论体系都包含和解决了（或正在研究解决）从工

程认识到力学原理,从工程措施到施工原则等一系列工程问题,

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 在多种理论并存的条件下,常

难以避免地存在着概念乃至于方法上的混淆不清等问题。目

前,在隧道及地下工程领域就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施工方法”

和“工程理论”概念不清的问题。 就概念而言,“施工方法”

与“工程理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可以

表述如下： “施工方法”是开挖和支护等工序的组合,或者定

义为各工程措施的实施过程及手段。 “工程理论”是人们对

工程问题的认识（即概念）、力学模型的建立、工程措施的

选择原则及工艺流程的设计思想的总和或核心表述。 明确了

这两个概念以后,就可以用逻辑学的方法来得出推论：设“施

工方法”=A,“工程理论”=B,显然,A不等于B。 Kovari教授指

出“新奥法不存在”的理由是：有些文献将“新奥法”解释

为一种施工方法,而另一些文献将它解释为一个概念或一种理

论。因此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结论在逻辑上是正确的,

因为“新奥法”不可能既是A,又是B。 然而在实际工程中,“

新奥法”不论是作为一种施工方法,还是作为一种工程理论都

已被广泛应用着,可见它是存在的。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这

既不是逻辑学的错误,也不是“新奥法”本身的错误,而是长期

以来没有给它一个明确的定义所带来的误解。 自从“新奥法

”与“锚喷支护和量测”一起被引介到中国后,“新奥法”这

个名词就很快被众多的隧道工作者所接受。而且也曾经有人

给它下过定义,即试图确认它究竟是一种“施工方法”抑或是

一种“工程理论”。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和有



权威的定义。 那 么,“新奥法”究竟是一种“施工方法”,还

是一种“工程理论”呢？目前,我国已经有更多的隧道工作者

偏向于将其解释为一种“施工方法”。但在包括教科书、技

术总结甚至技术规范在内的许多有关文献中,有的干脆不提“

新奥法”而只提“锚喷支护”；或者只言“隧道新奥法”而

不解释其含义；或者将其解释为既是一种“施工方法”,又是

一系列指导设计和施工的原则（意为一种理论）。这种状况,

或许是我国隧道工作者对前述问题作了一个高明的回避吧。

也难怪kovari教授会得出那样的结论,大概他也是遇到了同样

的问题。 这种似A似B而又非A非B的状况,不仅给科研、教学

、设计和施工人员之间的交流带来一些不便,而且造成概念的

混淆,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推广应用和发展。尤其是在

教师教授学生的时候,更存在双重困难,即教师讲解困难和学生

理解困难。教师对“新奥法”的解释要么似是而非,要么避而

不谈,总不能自圆其说。学生要理解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也总

抓不住要领,仿佛是理解一个看得见摸不 着的UFO。而要到工

作中去真正透彻地理解它,大概还需要不短的时间。 因此,建

议将“新奥法”定义为一种“施工方法”,以区别于“工程理

论”。那么勿容置疑地,“新奥法”肯定是存在的了。而且如

果奥地利真地为它申请了专利权的话,作为一种“施工方法”

而获得专利权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种“工程理论”而申请

并获得专利则是令人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２ 围岩承载理论 目

前,在隧道及地下工程领域中被广泛应用的“工程理论”主要

有两种理论。 一种是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松弛荷载理论”

。其核心内容是：稳定围岩显然有自稳能力,因而不产生荷载

；不稳定围岩可能发生坍塌,因而要用支护结构来承载。作用



在支护结构上的荷载是围岩在一定范围内的松弛并可能坍塌

的岩体重量。代表性的人物有泰沙基（K.Terzaghi）和普氏（

М.лромобьякоиоб）等人。这是一种传统的理

论,它考虑问题的思路类似于地上工程,并且已发展到了一个相

当的水平,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着。 另一种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

的以锚杆喷射混凝土作为基本支护手段的现代隧道工程理论,

或称为“围岩承载理论”（简称“岩承理论”）。其核心内

容是：围岩稳定显然是其自身有承载自稳能力；不稳定围岩

丧失稳定却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帮

助或限制,则围岩仍然能进入稳定状态。代表性的人物有腊布

希维兹（K.V.Rabcewicz）、米勒-菲切尔（Miller-Fecher）、

芬纳-塔罗勃（Fenner-Talobre）和卡斯特耐（H.Kastener）等

人。这是一种比较现代的理论,它已经脱离了地上工程考虑问

题的思路,而更接近于隧道及地下工程实际。近半个世纪以来

已被广泛接受和推广应用,并且表现出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由

上不难看出,在解决隧道及地下工程问题时,前一种理论更注意

结果和对结果的处理,即被动地接受了开挖坑道后围岩的任何

变化结果。而后一种理论更注意过程和对过程的控制,即主动

地对围岩自承能力加以充分利用和弥补（加固处理）。经过

长期的应用、研究和充实,这两种理论已逐步形成两大理论体

系,并且在原理、措施和方法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两大理论

体系的比较说明见附表1 表1 两大理论体系的比较说明 松弛荷

载理论围岩承载理论认识围岩虽然有一定的承载能力，但极

有可能因松弛的发展而致失稳，结果是对支护结构产生荷载

作用。即视围岩为荷载的来源。围岩虽然可能产生松驰破坏

而致失稳，但在松驰的过程中围岩仍有一定的承载能力，具



有三位一体特性。对其承载能力不仅要尽可能地利用，而且

应当保护和增强。即视围岩为承载的主体。 工程措施支护根

据以往工程对围岩稳定性的经验判断，进行工程类比，确定

临时支撑参数。考虑到隧道开挖后，围岩很可能松驰坍塌，

常用型钢或木构件等刚度较大的构件进行临时支撑，盾构是

临时支撑的最佳形式。待隧道开挖成型后，逐步将临时支撑

撤换下来，而用整体式衬砌作为永久性衬砌。根据量测数据

提示的围岩动态发展趋势，确定初期支护参数。为了控制围

岩松弛变形的过程，维护和增强围岩的自承载能力，常用锚

杆和喷射混凝土等柔性构件组合起来对围岩进行加固（称为

喷锚支护）。这是初期支护常用的组合形式，必要时可增加

超前锚杆或钢筋网甚至钢拱架。初期支护与围岩共同构成隧

道的复合式承载结构体系。开挖常用分部开挖，以便于构件

支撑的施作。钻爆法或中小型机械掘进。常用大断面开挖，

以减少对围岩的扰动。钻爆法或大中型机械掘进。 松弛荷载

理论围岩承载理论工程措施优缺点a. 构件临时支撑直观、有

效，容易理解，工艺简单，易于操作；b. 当围岩松散破碎甚

至有水时，需满铺背材，也能奏效；c. 临时支撑的拆除既麻

烦又不安全，不能拆除时，既浪费又使衬砌受力条件不好

；d. 一般必须在开挖后再支撑，故一次开挖断面的大小受围

岩稳定性好坏的限制，因而开挖与支护之间的相互干扰较大

，施工速度较慢。a. 锚喷初期支护按需设置，适应性强，工

艺较复杂，对围岩的动态量测要求较高；b. 当围岩松散破碎

甚至有水时，需采用辅助方法（如注浆）来支持，才能继续

施工；c. 初期支护无须拆除，施工较安全，支护结构受力状

态较好；d. 由于采用了锚喷支护，且可以超前支护，故一次



开挖断面可以加大，因而减少了开挖与支护之间相互制约的

程度，给快速掘进提供了较为便利和安全的条件，施工速度

较快。方法传统矿山法；日本称之为“背板法”。新奥法；

我国隧道规范现改称为“喷锚构筑法”。力学原理土力学。

视围岩为散粒体，计算其对支撑或衬砌产生荷载的大小和分

布状态。结构力学。视支撑和衬砌为承载结构，检算其内力

，并使之受力合理。建立的是“荷载－结构”力学体系，以

最不利荷载作为衬砌结构的设计荷载。但衬砌实际工作状态

很难接近其设计工作状态。以往据此所作的大比例隧道结构

荷载模型试验，并无多大参考价值。岩体力学。视围岩为具

有弹－塑性的应力岩体，分析计算围岩在开挖坑道前后的应

力－应变状态及变化过程。并视支护为应力岩体的边界条件

，起调节和控制围岩的应力－应变的作用，检验作用的效果

并使之优化。建立的是“围岩－支护”力学体系，以实际的

应力－应变状态作为支护的设计状态。实际工作状态较易接

近设计工作状态。理 论 要 点a. 开挖隧道后，围岩产生松弛是

必然的，但产生坍塌却是偶然的，故应准确判断各类围岩产

生坍塌的可能性大小；b. 围岩的松弛和坍塌都向支撑或衬砌

施加压力，故应准确判断压力的大小和分布；(但以上两种判

断的准确程度在实际中很难把握。)c. 为保证围岩稳定，应根

据荷载的大小和分布，设计临时支撑和永久衬砌作为承载结

构，并使承载结构受力合理；(但实际上只能以最不利荷载作

为设计荷载。)d. 尽管承载结构是按承受最不利荷载来设计的

，但它是在开挖后才施作的，故为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应

尽可能地防止围岩的松动和坍塌。a. 围岩是主要承载部分，

故在施工中应尽可能地减少对围岩的扰动，以保护其固有承



载能力；b. 初期支护主要用来加固围岩，它应既允许围岩承

载能力的充分发挥，又能防止围岩因变形过度而产生失稳。

故初期支护应先柔后刚，适时、按需提供；c. 围岩的应力－

变形动态预示着它是否能进入稳定状态，因此以量测作为手

段掌握围岩动态，进行施工监控，或据此修改支护参数；d. 

整体失稳通常是由局部破坏发展所致，故支护应该能够既加

固局部以防止局部破坏，又全面约束围岩以防止整体失稳，

从而使支护与围岩共同构成一个封闭且稳定的承载环。 以上

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围岩承载理论”。它确实是一个新名词

。这正是本文想要说明的问题之二。 在隧道及地下工程领域,

传统工程理论名为“松弛荷载理论”。这是众所周知的。那

么,以锚杆喷射混凝土作为基本支护手段的现代隧道工程理论

叫什么名称呢？这实际上是提出了现代隧道工程理论的命名

问题。 就工程理论而言,通常人们讲“传统”或“现代”,是

表明提出该理论的相对时间。前述第二种理论的提出时间较

晚。但若仅仅称之为“现代”隧道工程理论,显然还不能确切

地表明其真正内涵。因此,给这个现代隧道工程理论一个更为

明确和恰当的名称就显得非常必要。这种必要性主要表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2.1 现代工程理论的需要 一般而言,工程理论

的名称应该是对其核心内容和思想实质的高度概括并能充分

体现人们对工程问题的基本认识。“松弛荷载理论”作为传

统工程理论的名称,就基本符合了这些要求。 但是,对于现代

隧道工程理论的命名就没有那么明确和恰当了。有人称之为

“新奥法理论”,也有人称之为“现代支护理论”。这些名称

都不确切。前者是以方法给理论命名,它很容易造成概念上的

混淆不清并导致理解困难。后者虽然表明了提出该理论的相



对时间,但如果以后再出现新理论,将如何称呼呢？难道要称之

为“新现代理论”吗？即使有“支护”一词,也只表明了解决

问题的基本手段之一,而不是对该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思想实质

的高度概括,也不能体现人们对隧道及地下工程问题的基本认

识。更何况现代隧道及地下工程所采用的支护手段已不只是

锚杆喷射混凝土,而是包括一切能够经济、有效地加固围岩和

增强围岩承载能力的手段及其组合。 此外,众所周知：米

勒(Miller)总结的22条,应该是对现代隧道工程理论的核心内容

和思想实质的高度概括,并能充分体现人们对工程问题的基本

认识。但我们大概不能将其称为“22条理论”吧。 至于何以

有人将现代隧道工程理论称为“新奥法理论”,分析起来,原因

有二：其一,是从腊布希维兹教授提出“新奥法”至今的所有

研究者,都没有重视“施工方法”与“工程理论”在概念上的

区别,因此,没有给这个理论提出一个明确的名称。其二,该理

论确实是以“新奥法”作为“施工方法”的。或者说,它是在

锚喷支护技术的成功应用的基础上逐步总结提出的,它与“新

奥法”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人们在不经意中就称之为“新奥

法理论”。但,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 2.2 现代工程实践的需

要 自从腊布希维兹教授正式提出“新奥法”至今,由于众多的

隧道工作者的不断应用和努力探索,不仅使“新奥法”作为施

工方法得以推广应用,而且使与这种施工方法相应的隧道工程

理论也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已初步解

决了从工程概念和力学原理到工程措施和施工原则中的主要

问题；也较好地解决了设计工作状态与实际工作状态的一致

性问题,或者已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并且采用了地质力学

、岩体力学、弹塑性力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来解决



隧道及地下工程实际问题。 因此,有必要用一个明确且恰当的

名称来称呼它。这样,不仅能清晰地界定其内涵,而且能指明其

研究方向和启发研究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从而更有利于其

进一步的发展和广泛传播。 分析了以上两个方面的必要性以

后,主张将以锚杆喷射混凝土作为基本支护手段的现代隧道工

程理论称之为“围岩承载理论”,简称“岩承理论”。 这个名

称也是恰当的。因为该理论正是在充分认识了围岩的“三位

一体特性”后才提出来的。所谓“三位一体”是指围岩既是

产生围岩压力的原因（岩体处于应力场中）,又是承受压力的

结构（应力岩体的自承载作用）,而且是构成这个结构的天然

材料（非人工材料）。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即“围

岩承载,支护帮助”（或者说围岩是工程加固的对象,支护是加

固的手段）。这就确立了“围岩”作为隧道承载结构体系的

基本承载部分且不可替代的主体地位,同时也确立了“支护”

作为隧道结构体系的辅助承载部分且可以选择的次要地位。

这正是它与传统松弛荷载理论的根本性区别。 根据这一原则,

对于稳定围岩,显然无须支护,完全由围岩承载自稳。对于不稳

定围岩,则须提供支护以帮助围岩进入稳定状态。提供帮助的

多少（支护的强弱）主要地取决于围岩稳定性的好坏。对稳

定性好的围岩可提供少一些、弱一些的支护；而对稳定性差

的围岩则应提供多一些、强一些的支护。但,这些都只是一个

程度问题,都不能否定“围岩”作为隧道结构体系的基本承载

部分。因为对于埋深较大的隧道,采用“明挖法”施工将是难

以想象和不能接受的,或者是我们不便于将围岩挖除而代之以

人工结构。所以说围岩的这种存在状态也是不可替代的。 因

此,用“围岩承载理论”一词不仅表明了人们对隧道及地下工



程问题的基本认识,也高度概括了现代隧道工程理论的核心内

容和思想实质。 Kovari教授在其文章中还指出了：不同文献

对围岩承载理论的有关问题的不同解释,甚至相互矛盾之处。

如对“承载环”的描述。对此,人们并不感到奇怪。站在历史

的角度来看,人们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这

样或那样的理解、解释,甚至是错误。但有道是：“大浪淘沙

真金在”。随着研究的深入,正确的认识终究会被保留下来,而

误解也终究会被摒弃。人们对工程理论的探索也同样如此。 

至此,可以说：不仅“新奥法”作为“施工方法”是客观存在

的,而且“现代隧道工程理论”既有其实,也有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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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