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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铁隧道工程中出现渗漏水的现象比较常见，其与周围地质环境、地下工程埋深、防水设计和

防水材料等因素存在着联系，混凝土自身的结构性能、施工方案和施工工艺等也会影响地铁工程的防

水性能。因此地铁隧道工程施工时要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施工，做好防水措施。本文简述了地铁隧道渗

漏水的危害性，对地铁隧道渗漏水的原因及其整治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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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铁隧道渗漏水的危害性分析 

地铁隧道渗漏水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1）地铁隧道渗漏水会造成轨道线路积水，隧道顶滴水更

会造成地铁接触网漏电，影响地铁行车安全。（2）如果地铁隧道渗漏水发生在隧道施工时，会增加施

工难度，恶化施工环境。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初次喷涂混泥土质量和掌子面的稳定性的影响，

尤其当掌子面周边涌水渗透压过高时，极易造成掌子面坍塌，影响施工质量。（3）隧道渗漏水尤其是

当围岩附近的地下水具有侵蚀性时，会加速工程内部加固钢筋、衬砌以及内部设施的腐蚀，对隧道工

程的结构可靠性、安全性以及设备的耐久性等都会产生严重危害。（4）冬季冻融的地铁隧道渗漏水侵

蚀围岩和衬砌之间的空隙，并且不断在反复的冻胀的过程中会引起衬砌结构的开裂，从而影响隧道工

程的结构稳定性。 

2 地铁隧道渗漏水的原因分析 

a) 地铁隧道设计原因。地铁隧道设计时没有充分掌握地质情况，并且地下错综复杂的情况，没有准

确地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比如一些隧道沿线存在丰富的地下水，并且山沟破碎带或者缎带上又

没有进行防排水处理，使地表水大量渗入地下，一旦存在于地层中的地下水发生渗透、补充排泄，

就会导致正常循环系统遭到破坏，在原有地层中形成空洞，破坏原地下水的平衡状态，形成地下

水低压力区，改变地下水地下径流方向，使地下水向开挖后的隧道方向汇集。另外对不稳定的地

基没有进行处理，造成地基不均匀沉降，或隧道周围压力过大超过衬砌体的设计载荷等，都会使

衬砌体内应力超过其破坏强度而导致隙和缝。再之长期以来，隧道渗漏水病害没有被人们广泛地

意识到其危害性，从而在隧道设计上存在一些轻防水、重结构的倾向。在进行隧道设计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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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仅限于传统的对隧道刚度及稳定度、结构强度进行多次测量及演算，而对于防排水的计算很

少，如为隧道周围地段测水压值，也仅考虑其结构设计的需要。 

b) 施工缝导致渗漏水的原因分析。地铁隧道施工时由于没有预留适当宽度的凹槽，同时混凝土结构

表面存在不平整的现象时，很容易使得橡胶条在遇到水后发生膨胀，与混凝土结构间的附和力降

低，产生环向施工缝。还有可能橡胶条在施工前就已经由于温度等原因产生了膨胀现象，施工后

直接形成环向施工裂缝。另外密封钢板与混凝土结构间的封条由于受到污染、或者由于环境原因

导致过早脱落，造成封条失去作用，产生纵向施工缝。也有可能是止水带在安装过程中工艺粗糙，

安装不平顺、不均匀；或者在粘贴止水带时未进行保护，导致止水带破损，使止水带功能失效，

产生纵向施工缝。 

c) 地铁隧道长期使用失修导致裂缝导致渗漏。地铁隧道长期运营后，在列车动载及冲击荷载的作用

下隧道底板破裂，轨道变形，直接危及行车安全。由于隧道渗漏水，增加了隧道内空气湿度，造

成通讯、照明、钢轨等设施破坏。据有关部门统计，就使用寿命来说，渗漏水隧道钢轨的使用寿

命仅达到正常状态下的 1/2，道床、路面积水及隧底翻浆冒泥直接降低了隧道的使用寿命，影响其

使用功能；遂道渗漏水也会加快衬砌砼被碳化的速度，从而大大地减少隧道的使用时间。 

2.1 地铁隧道渗漏水整治的策略 

a) 优化地铁隧道设计。地铁隧道设计需避开建筑、桥梁的基础。排水系统需与城市市政排水相通而

又不影响其正常功能。隧道防排水系统设计要依照“防、排、截、堵相结合”的原则，防排水体

系设计为“一堵两排两防”的圈层构造，先用一圈围岩注浆堵水，然后喷射混凝土与防水层间、

防水层与衬砌间形成两圈排水，专用防水层和衬砌混凝土两层防水。特别是要对对砼板体合理设

置诱导缝，从而释放变形产生的附加应力。这样就有效防止了隧道渗水的发生。 

b) 结构砼开裂渗漏水的整治。沿裂缝开凿“V”槽，深裂缝应骑缝钻孔或深斜向钻孔至裂缝深部，孔

深要保证注浆管埋入混凝土墙面内 5～6cm，孔内埋设注浆管，注浆管要用Φ15mm 的镀锌铁管，外

设阀门和封堵头，注浆管间距根据裂缝宽度而定，每条裂缝至少有一个进浆孔和一个排气孔。注

浆嘴及注浆管设于裂缝铺设导浆泡沫条，然后用金汤水不漏封堵泡沫条和注浆管周边，待水不漏

凝固达到一定的强度，一般为 24小时，开始注浆。注浆时，水平缝应以一端向一端推进。垂直缝

应按先高后低的顺序进行。灌浆应可先堵小漏，后堵大漏.失高后低，先开泵到规定压力值停泵，

让浆液慢慢渗入，到表面压力下降到 0.1Mpa 时，二次开泵升到规定压力值，如此反复进行直到压

力稳定在规定压力值不再下降为止。对于对拉螺杆漏水点，先凿成凹槽，割除槽内螺杆头，埋设

注浆管，然后用水不漏封堵注浆管周边，每个漏水的对拉螺杆点埋设一根注浆管。注浆采用低压

低速注浆，注浆压力为 0.2～0.4Mpa，注浆后待缝内浆液初凝而不外流时，方可拆下注浆嘴。注浆

完毕后，用是高的砂浆和高分子聚合物防水砂浆封堵裂缝和螺杆点，撒水养护 7天。 

c) 结构混凝土不密实及蜂窝麻面渗漏水整治。将大面积渗漏水范围内及其向周边延伸的基面清理干

净.布置注浆孔注浆孔布置在渗漏水严重位置，且控制其间距，梅花形布里清洗注浆孔，埋设注浆

嘴.采用速凝堵漏材料封闭注浆孔，使大面积混凝土中的水从注浆嘴流出，渗水点凿孔，安设注浆

镀锌钢管，用快速水泥封堵钻孔，注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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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填充压浆。地铁隧道的防水板如果有漏洞，混凝土本身不密实，水会渗至二衬表面。通过对隧道

背后进行填充压浆不仅可以填充由于混凝土浇注不饱满形成的剩余空间，使初期支护和二次衬砌

密贴而共同受力，而且可以填塞由于混凝土不密实或开裂而形成的缝隙，封堵地下水的流径而起

到防水的作用。在隧道背后填充压浆可以避免在混凝土内表面处理时形成的外观缺陷。压浆管在

拱部混凝土浇筑之前预埋在拱顶处，钢管为直线形，不需在管上钻孔，在每衬砌循环的隧道拱部

中间设置和可能出现渗水处设置。当混凝土强度达 70%后并形成完全封闭圈后即可进行。压浆时浆

液为水泥砂浆、水泥浆，必要时可掺入一定比例的防水剂和粉煤灰。一般应先压注水泥砂浆，稠

度先稠后稀，配合比和水灰比根据注浆速度进行调整，控制其扩散在一定范围。如果浆液扩散速

度很快，可以增加浆液的稠度，或在压注一段时间后停止 8～12h 后再进行。如果空隙比较小，可

以直接压注水泥浆，但水泥浆的结石率比水泥砂浆低，注浆量很大但效果不明显。如只在衬砌的

表面有裂隙，在隧道背后压浆仍不能解决渗漏时，可直接在渗水处的衬砌表面钻孔压注化学浆液。 

3 结束语 

地铁隧道质量关系到地铁使用功能，地铁隧道渗漏水是影响到地铁隧道质量以及威胁地铁正常营

运的重要因素。并且由于地铁隧道工施工的复杂性，出现渗漏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必须加强

地铁隧道渗漏水整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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