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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总体设计



S-SD-I-01

项目地理位置图

厦蓉高速公路龙岩龙长段

起点桩号：K151

终点桩号：K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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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项目概述

厦蓉高速公路龙岩龙长段公路龙岩长汀段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于 2007年 12月下旬正式

通车。路线起于龙岩龙门镇，止于闽赣交界的长汀县古城隘岭，全长 135公里，四车道，设计

行车时速为 80公里，总投资 63亿元。该路与漳龙高速公路相连，直通厦门；西与江西界一级

公路（瑞金南城至隘岭段约 16公里）相接；南与广东梅州、汕头相连。

厦蓉高速公路龙岩龙长段公路龙岩长汀段全线 45座隧道（按单洞计），总长为 40913.36m。

其中长隧道 16座，总长 27096.16米；中隧道 10座，总长 7361.4米；短隧道 19座，总长 6455.8

米。

1.2 设计范围

本次针对业主提供的厦蓉高速公路龙岩龙长段所列的钢筋锈胀病害。

本次设计（2023年）处治的隧道共 25座，详见表 1-1。

表 1- 1 厦蓉高速公路龙岩龙长段病害处治隧道列表

序

号
路线名称 隧道名称 中心桩号 隧道长度（m）

技术状况评

分 JGCI

技术状况评

定分类

1

厦蓉高速龙长

段

豪岭下行隧道 BK186+659 2123 78.25 2 类

2 林岭上行隧道 AK191+402 313 76.25 2 类

3 新泉上行隧道 AK201+900 305 85 1 类

4 十二排上行隧道 AK212+094 642 79.5 2 类

5 十二排下行隧道 BK212+089 620 70.75 2 类

6 南岭上行隧道 AK 212+729 360 80 2 类

7 南岭下行隧道 BK212+703 344 74.5 2 类

8 船岭岽 1 号上行隧道 AK218+141 2331 77.5 2 类

9 船岭岽 1 号下行隧道 BK218+161 2358 76 2 类

10 船岭岽 2 号上行隧道 AK219+499 280 76.25 2 类

11 船岭岽 2 号下行隧道 BK219+523 267 76 2 类

12 船岭岽 3 号上行隧道 AK220+136 880 73.75 2 类

13 船岭岽 3 号下行隧道 BK220+165 899 72.25 2 类

序

号
路线名称 隧道名称 中心桩号 隧道长度（m）

技术状况评

分 JGCI

技术状况评

定分类

14 溪源岭 1 号上行隧道 AK221+623 313 86.25 1 类

15 溪源岭 1 号下行隧道 BK221+620 313 86 1 类

16 溪源岭 2 号上行隧道 AK222+669 1030 76.25 2 类

17 溪源岭 2 号下行隧道 BK222+683 1057 77.5 2 类

18 梨岭上行隧道 AK 235+549 1165 72.5 2 类

19 梨岭下行隧道 BK 235+556 1140 76.25 2 类

20 萝卜岭上行隧道 AK251+593 1465 76.25 2 类

21 萝卜岭下行隧道 BK251+600 1472 77.5 2 类

22 古城上行隧道 AK273+526 892 76.25 2 类

23 古城下行隧道 BK273+506 870 76.25 2 类

24 隘岭上行隧道 AK285+745 923 80 2 类

25 隘岭下行隧道 BK285+720 842 73.75 2 类

1.3 审查意见及执行情况

2023年 9月 6日，龙岩管理分公司组织召开了 2023年长深高速龙岩段二类隧道病害维修

处治工程和厦蓉高速龙长段、长深高速龙岩段隧道钢筋锈胀维修处治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会，

审查意见详见附件一。

对于钢筋锈胀的处治方案无意见。

2 设计依据及采用的规范、标准

2.1 设计依据

（1）《厦蓉高速公路龙岩龙长段隧道竣工图》

（2）《厦蓉高速公路龙岩龙长段隧道定期检查报告》（2021年 9月）；

2.2 设计规范

（1）《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3370.1-2018）；

（2）《公路隧道加固技术规范》（JTGT 5540-2018）；

（3）《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TG/T 3660-2020）；

（4）《公路隧道养护技术规范》（JTG H1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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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范》（JTG F90-2015）；

（6）《公路养护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JTG 5220-2020）;

（7）《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JTG F80/1-2017）；

（8）《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

（9）《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10）《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10）；

（11）《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2013)；

（12）《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能鉴定技术规范》（GB 50728-2011）。

3 隧道病害概况

3.1 衬砌钢筋锈胀

图 3-1 豪岭下行隧道 BK187+163 左边墙 0.46 米～

1.8 米 钢筋锈胀 S=2.23 ㎡

图 3-2 十二排上行隧道 AK211+813 左边墙 6.85 米～

6.9 米 钢筋锈胀 S=7.14 ㎡

图 3-3 梨岭上行隧道 AK235+963 左边墙 0.75 米～3.5

米 钢筋锈胀 S=1.66 ㎡

图 3-4 萝卜岭上行隧道 AK251+060 左边墙 3.08 米～

5.3 米 钢筋锈胀 S=26.88 ㎡

4 病害原因分析

4.1 衬砌表层砼脱落、钢筋锈胀

导致表层砼脱落、钢筋锈胀可能有以下几个原因：

（1）由于隧道衬砌渗漏水，侵蚀了表面混凝土，导致混凝土材料劣化，进而导致衬砌表层

砼体剥落，钢筋暴露在水和空气中导致锈胀。

（2）隧道施工时，钢筋保护层厚度不足导致。

（3）施工时由于混凝土搅拌不均匀，浇筑方法不当、振捣不合理，引起的混凝土离析而产

生剥落，导致钢筋裸露锈胀。

5 维修处治措施及技术要求

5.1 加固设计原则及目标

根据业主提供的钢筋锈胀统计表及福建省高速公路达通检测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中的

病害描述，结合隧道图纸分析，针对病害产生原因和现状，对隧道衬砌结构加固，本次维修处

治设计按以下原则进行：

（1）安全：本次加固设计所涉及到的需要进行维修、加固或改造的部位，在维修、加固或

改造后，应确保隧道在强度、刚度和稳定性方面有足够的安全储备；

（2）适用：本次加固设计所涉及到的需要进行维修、加固或改造的构件，在维修、加固或

改造后，应保证隧道在设计基准期内正常使用；确保隧道结构在设计荷载作用下不出现过大的

变形和裂缝；

（3）经济：本次加固设计应遵循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和方便施工的原则；选择加固造价和

使用年限内养护费用总和最省的方案。加固设计中充分考虑维修的方便和维修费用的降低，维

修时应尽可能不中断交通或中断交通时间最短；

（4）技术可靠、先进：本次加固设计在因地制宜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成熟、有成功案例

且应用效果较好的新结构、新设备、新材料和新工艺，认真搜集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充分利用

最新科学技术成果，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来，摒弃落后和不合理的东西；

（5）经久耐用：结构的耐久性是指结构在预期作用和预定的维护条件下，能在规定期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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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维持其设计性能要求的能力；

（6）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本次加固设计充分考虑对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在生态、水、空气和噪声等几个方面，从施工方法和施工组织设计以及材料选用等各个方面全

面考虑环境要求，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将不利影响减至最小。

（7）美观：加固设计时尽量不要破坏隧道原有的景观协调性，充分考虑隧道加固改造后的

景观效果。

加固设计目标：应通过技术创新的努力，实现最优良的力学性能、最合理的构造细节、最

方便的施工工艺，同时达到最经济和美观的效果，从而提高加固设计的技术含量。

5.2 钢筋锈胀施工工艺流程（R8）

首先凿除松散的部位，直至露出表面坚硬的混凝土后，再将露筋部位进行除锈处理后清洁

创口，用环氧砂浆进行填补，并做表面装饰。其施工工艺如下：

1、混凝土表面清理

（1）对混凝土破损部位采用人工凿除法、气动工具凿除法或高速射水法将该处松散、破损、

污损的混凝土清除干净，同时应注意保证该部位无油污、油脂、蜡状物、灰尘以及附着物等物

质。

（2）用钢刷清除钢筋表面的浮锈，使之露出光洁部分。

（3）用丙酮将加固区域结构表面擦拭干净。

（4）清理混凝土病害部位时注意不要损伤衬砌原有钢筋（尤其是主筋）。

（5）严格按照隧道维修养护相关规定及要求实施。

2、凿毛

为保证新老混凝土的有效结合，原混凝土结合面均应凿毛，凿毛宽度：按 5cm计算。必须

有凹凸不小于 6mm的粗糙面，表面清浆清凿干净，才能浇筑砂浆。

3、钢筋阻锈处理

（1）在清理后对钢筋锈蚀区域采用渗透性强的阻锈剂（表面涂刷型）处理，可滚刷或喷涂

于结构表面，选用材料应满足规范及本设计说明“主要材料性能指标要求”部分的规定，并按

混凝土结构加固规范要求和施工规范要求进行施工。

（2）钢筋保护剂属化学产品，施工过程中应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多功能阻锈剂有很强的

渗透性，施工时应配带手套及口罩，严禁与皮肤直接接触。在水平结构底面施工时，应注意不

要滴落到身体或皮肤上任何部位，如已滴落到皮肤表面或眼睛里，应立即用清水冲洗干净并及

时就医。

4、涂刷界面剂

（1）为使新增的环氧砂浆（或混凝土）与旧混凝土良好地结合，在修补之前应在待修补混

凝土表层缺陷表面涂刷一层界面剂，涂刷时可采用人工涂刷或喷枪喷涂，其涂刷厚度以 1-2mm

为宜，厚度应尽量均匀。对于已涂刷界面剂的表面应注意防护，保证不受到杂物、污渍、灰尘

的污染。

（2）界面剂涂刷完成后，在界面剂初凝之前（根据界面剂产品决定，咨询相关厂家）采用

环氧砂浆对病害部位进行修补，为防止初凝造成的影响，同一部位的修补从开始到结束，应保

证不得超过 60分钟。

5、回填环氧砂浆

本次破损修补数量以面积估算，使用环氧砂浆进行修补，修补深度：按 2cm计算，实际修

补面积及修补深度以监理工程师和业主确认后的施工实际发生量为准。

6 材料性能指标要求

各材料性能指标必须满足《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 50367-2013）和《工程结构加

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GB 50728-2011）等相关规范的要求。

6.1 修补用环氧砂浆

修补用环氧砂浆的性能指标必须达到规范要求的 I级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安全性能指标。

具体参数详见表 6-1：

表 6-1 聚合物改性水泥砂浆安全性能指标

性能项目
性能要求

I级 Ⅱ 级

浆体性能

劈裂抗拉强度(MPa) ≥7 ≥5.5

抗折强度(MPa) ≥12 ≥10

抗压强度(MPa)
7d ≥40 ≥30

28d ≥55 ≥45

黏结能力
与钢丝绳的黏结抗剪强度(MPa) 标准值 ≥9 ≥5

与混凝土正拉黏结强度(MPa) ≥2.5,且为混凝土内聚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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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钢筋阻锈剂

钢筋阻锈剂必须达到以下性能指标：

（1）采用喷涂型复合氨基醇防锈侵渍剂进行混凝土结构钢筋锈蚀防护；

（2）阻锈剂应用量为 0.4kg/m2，分 3～5遍进行涂刷；

（3）渗透深度应大于混凝土保护层且大于 30mm；

（4）外观应为透明液体，pH值应为 10~12，挥发性有机物含量<200g/L；

（5）盐水侵渍试验结果应为无锈蚀，且电位为 0～－250mv；干湿冷热循环试验结果应为

60次无锈蚀；电化学试验结果应为电流小于 150µA且破样检查无锈蚀；

（6）产品应满足国内相关技术标准。

6.3 界面剂

界面剂乳液必须进行毒性试验，其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和游离甲醛含量应满足相关规范要求。

界面剂乳液不得受冻，无分层离析、结絮现象，无杂质，在有效使用期内。配置界面剂的粉料

不得受潮、结块，并确保在有效使用期内。其具体性能指标应符合下表要求。

表 6- 2 新老混凝土界面剂性能参数表（28天）

性能项目 性能要求

粘结抗拉强度，MPa 2.7

粘结抗弯强度，MPa 2.7

粘结抗剪（直剪）强度，MPa 4.7

粘结抗剪（斜剪）强度，MPa 12

注：老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0，新混凝土强度等级为 C35，界面处理粗糙度为 1.2mm。

7 隧道施工组织

7.1 交通安全管制设施的规定

1、锥标。其要求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5768-2017）的规定，布设间距为 5～

10米，具有反光功能，同时配置施工警示灯号，保证夜间施工时的安全。

2、夜间照明设施。当夜间进行养护作业时，设置照明设施。照明必须满足作业要求，并覆

盖整个工作区域。

7.2 养护安全设施

养护安全设施的设置是为了保护养护处治作业人员和设备安全，警告、提醒和引导车辆和

行人通过处治作业控制区域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1）根据养护处治作业的情况，为养护处治作业而临时设置的交通标志，主要有警告标志、

禁令标志、指示标志和施工区标志。交通标志的设置除应符合《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GB

5768-2009）规定外，在养护处治作业时，还应根据具体情况设置专门的位置，并尽可能利用公

路可变信息板，配以图案或文字说明。在弯道、纵坡处进行养护处治作业时，应根据实际情况

增设交通标志。

（2）夜间养护处治作业时，必须设置照明灯，其照明必须满足作业要求，并覆盖整个工作

区域。夜间作业的作业控制区布置必须设置施工警告灯，所设置的交通标志必须具有反光功能。

养护处治作业期间和结束以后应派专人看护照明设施。

7.3 养护作业控制区

1、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应按警告区、上游过渡区、纵向缓冲区、工作区、下游过渡区和终

止区的顺序依次布置。

2、养护作业控制区限速应符合下列规定：

1）限速过程应在警告区内完成；

2）限速应采用逐级限速或重复提示限速方法，逐级限速宜每 100m降低 10km/h。相邻限速

标志间不宜小于 200m。

3）最终限速值不应大于下表的规定。当最终限速值对应的预留行车宽度不符合要求时，应

降低最终限速值。

4）隧道养护作业，下表的最终限速值可降低 10km/h或 20km/h，但不宜小于 20km/h。

表 7- 1 公路养护作业限速值

设计速度（km/h） 限速值（km/h） 预留行车宽度（m）

120 80 3.75
100 60 3.50
80 40 3.50
60 30 3.25
40 30 3.25
30 20 3.00
20 2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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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警告区最小长度应符合下表的规定。当交通量 Q超出表中范围时，宜采用分流措施。

表 7- 2 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警告区最小长度

公路等级 设计速度 交通量 Q 警告区最小长度（m）

高速公路

120
Q≤1400 1600

1400＜Q≤1800 2000

100
Q≤1400 1500

1400＜Q≤1800 1800

80
Q≤1400 1200

1400＜Q≤1800 1600

一级公路 100、80、60
Q≤1400 1000

1400＜Q≤1800 1500

4、封闭车道养护作业的上游过渡区最小长度应符合下表的规定，封闭路肩养护作业的上游

过渡区的最小长度不应小于下表中数值的 1/3。

表 7- 3 封闭车道上游过渡区最小长度

最终限速值（km/h）
封闭车道宽度（m）

3.0 3.25 3.5 3.75
80 150 160 170 190
70 120 130 140 160
60 80 90 100 120
50 70 80 90 100
40 30 35 40 50
30 20 25 30
20 20

5、缓冲区可分为纵向缓冲区和横向缓冲区，应符合下列规定：

1）纵向缓冲过去的最小长度应符合下表的规定。当工作去位于下坡路段时，纵向缓冲区的

最小长度应适当延长。

表 7- 4 缓冲区最小长度

最终限速值
不同下坡坡度的纵向缓冲区最小长度（m）

≤3% ＞3%
80 120 150
70 100 120
60 80 100
50 60 80
40 50

30、20 30

2）在保障行车道宽度的前提下，工作区和纵向缓冲区与非封闭车道之间宜布置横向缓冲区，

其宽度不宜大于 0.5m。

6、工作区长度应符合下了规定：

1）除借用对向车道通行的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养护作业外，工作区的最大长度不宜超过

4km。

2）借用对向车道通行的高速公路及一级公路的养护作业，工作区的长度应根据中央分隔带

开口间距和实际养护作业而定，工作区的最大长度不宜超过 6km。当中央分隔带开口间距大于

3km时，工作区的最大长度应为一个中央分隔带开口间距。

7、下游过渡区的长度不宜小于 30m。

8、终止区的长度不宜小于 30m。

7.4 交通组织

养护作业工作区的交通组织应符合《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JTG H30-2015中高速公路及

一级公路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的要求。

1、上游过渡区应布置在隧道入口前。以设计速度 80km/h为例，作业控制区布置示例见图

7-1、7-2。

2、隧道群养护作业，当警告区标志位于前方隧道内时，应将标志提前至前方隧道入口处。

以设计速度 80km/h为例，作业控制区布置示例见图 7-3。

3、以设计速度 80km/h为例，单洞全幅封闭并借用另一侧通行的隧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

置示例见图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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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双洞单向通行的隧道在入口附近养护作业 图 7- 2双洞单向通行的隧道在中间路段养护作业

图 7- 3双洞单向通行的隧道群养护作业 图 7- 4双洞单向通行的单洞全封闭养护作业

4、双洞单向通行的特长、长隧道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当工作区起点距隧道入口不大于 1km时，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应按节第 1条规定执行。

b.当工作区起点距隧道入口大于 1km时，应按路段养护作业控制区布置。隧道入口处应增

设施工标志。隧道内警告区宜采用电子显示屏提示。

5、临时和移动养护作业宜布设移动式标志车，并在隧道两端布设施工标志，必要时配备交

通引导人员。移动养护作业宜采用机械移动养护作业。

8 隧道安全设计

隧道病害处治设计中始终贯穿“以人为本、安全至上、经济合理”的设计理念。

为保障隧道病害处治施工作业安全，应按左、右洞分次实施，不宜同时施工。施工前应将

作业隧道（左洞或右洞）的一条车道进行封闭，并对隧道病害进行施工普查与标记，确定隧道

病害里程桩号、具体处治方案与部位。核查完成并报监理工程师和业主后进行作业实施。

隧洞内施工不得使用以汽油为动力的机械设备，以防止洞内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有害气

体含量过高，洞内应做好通风措施，保证最小风速，以提供充足的氧气。

施工单位应详细阅读本设计文件，领会设计意图，并应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严格按《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JTG/T3660-2020）和《公

路工程施工安全技术规程》（JTJ F90-2015）等规范规程的相关要求，详细编制实施性施工组织

设计，包括隧道各项施工工序详细的施工安全措施和应急预案，并报监理工程师批准后实施。

8.1 准备工作

（1）养护处治作业人员上岗前应进行安全教育和养护作业安全规程培训，要经常教育作业

人员树立安全意识，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防止工伤及其他交通事故发生。

（2）养护处治作业开工之前应对处治路段的交通量和交通流进行调查，交通流调查包括行

车速度调查、交通堵塞调查和道路通行能力调查。通过调查合理确定封闭车道数和交通管制长

度。

（3）制定处治作业施工组织计划时，应合理确定养护处治作业时间。养护处治作业时间长

短取决于处治路段的交通量、养护处治作业的内容、作业方法及使用的机械以及通行车辆是否

采取绕行路线或采取何种交通管制方式等因素。对采取交通管制维持通车状况下处治作业的情

况，必须确保处治车辆通行的最低要求，并配备必要的交通管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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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安全作业要求

（1）为保证作业安全，凡养护处治作业人员在公路上作业时必须穿着带有反光标志的桔红

色工作服，管理人员必须穿着带有反光标志的桔红色背心。

（2）养护机械操作人员必须经过专业培训，并且考试合格，获得养护机械主管部门颁发的

操作证或驾驶执照，方可独立操作养护机械，不准操作与操作证或驾驶证要求不符的机械设备。

（3）凡在公路上移动作业的养护机具（含检测设备）外壳颜色必须是黄色，驾驶室顶端两

侧必须安装黄色警示灯，机具尾部必须悬挂道路施工安全标志牌。

（4）在夜间进行养护处治作业时，要设置照明设施和灯光警示标志。

（5）作业区划分后，施工作业人员禁止在工作区外随意走动。施工材料及机具应选择适当

的地方堆码整齐，不得影响交通，施工车辆应尽量避占用行车道装卸作业。

（6）施工作业前应按照安全作业方案和交通控制方案设置好安全设施。

（7）隧道内需要设置醒目的安全和提醒设施，施工人员配备防毒面罩，隧道内二氧化碳、

烟雾等有害气体浓度较大时应及时停止施工，人员撤离隧道。

8.3 高空作业要求

（1）从事高处作业的必须办理《高处作业证》，落实安全防护措施后方可施工。《高处作

业证》审批人员应赴现场检查确认措施后，方可批证。

（2）高处作业人员必须经安全教育，熟悉现场环境和施工安全要求。

（3）高处作业人应按照规定穿戴劳保用品，作业前要检查，作业中应正确使用防坠落用品

与登高器具、设备。

（4）高处作业必须设有现场安全监护人。高处作业前，作业人员、安全监护人应先认真检

查和清理好现场使其符合安全要求，通道要保持通畅，不得堆放与作业无关的物料。有危险地

区，要设警标或围蔽，禁止无关人员通行。

（5）进行高处拆卸作业时，一切物品要用吊葫芦、吊绳或用工具袋吊落，严禁直接抛下，

如在通道施工时，要临时封锁通道或加防护档板或防护网，并设警告提示绕行。

（6）高处作业人员作业时思想必须集中，安全监护人要履行安全职责，随时注意四周环境

和可能发生的情况变化。尽量避免在同一垂直上下交叉作业，垂直交叉作业时，必须设置安全

档板或安全网。

（7）现场负责人、安全员，如发现高处作业施工人员不按规定作业时，要立即指出，责其

改正；经指出仍不改者，有权停止其作业。

9 施工注意事项与建议

（1）修复前应对病害位置及数量进行检查、核对，如有发现检测报告遗漏的病害或病害与

检测报告不符，应及时进行四方确认处治方式。

（2）由于隧道内部分病害程度和施工损耗难以确定，本设计中工程量仅作为参考，所有的

工程数量均应以业主、监理现场计量为准。

（3）严把材料关，不合格材料不许进场。

（4）对隧道剥落维修处治后应加强观测，并对衬砌暗埋管道进行定期清理。

（5）其它未尽事宜参考相关施工技术标准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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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第二篇 隧道工程



第 1 页，共 1 页  S-SD-II-01 

病害处治方式表

2023年厦蓉高速龙长段隧道钢筋锈胀维修处治工程                                                                                                                         

序号 路线名称 隧道名称 中心桩号
隧道长度
（m）

技术状况评分JGCI 技术状况评定分类

衬砌表面缺陷处治

钢筋锈胀

(处/m）

1

厦蓉高速龙长段

豪岭下行隧道 BK186+659 2123 78.25 2类 3/3

2 林岭上行隧道 AK191+402 313 76.25 2类 5/6

3 新泉上行隧道 AK201+900 305 85 1类 4/2

4 十二排上行隧道 AK212+094 642 79.5 2类 143/639.5

5 十二排下行隧道 BK212+089 620 70.75 2类 129/558

6 南岭上行隧道 AK 212+729 360 80 2类 58/454

7 南岭下行隧道 BK212+703 344 74.5 2类 8/14

8 船岭岽1号上行隧道 AK218+141 2331 77.5 2类 229/242.5

9 船岭岽1号下行隧道 BK218+161 2358 76 2类 95/67

10 船岭岽2号上行隧道 AK219+499 280 76.25 2类 26/13

11 船岭岽2号下行隧道 BK219+523 267 76 2类 22/8

12 船岭岽3号上行隧道 AK220+136 880 73.75 2类 73/122

13 船岭岽3号下行隧道 BK220+165 899 72.25 2类 38/35

14 溪源岭1号上行隧道 AK221+623 313 86.25 1类 145/508.1

15 溪源岭1号下行隧道 BK221+620 313 86 1类 85/163

16 溪源岭2号上行隧道 AK222+669 1030 76.25 2类 9/3

17 溪源岭2号下行隧道 BK222+683 1057 77.5 2类 106/160.5

18 梨岭上行隧道 AK 235+549 1165 72.5 2类 53/74

19 梨岭下行隧道 BK 235+556 1140 76.25 2类 84/448

20 萝卜岭上行隧道 AK251+593 1465 76.25 2类 247/1386.5

21 萝卜岭下行隧道 BK251+600 1472 77.5 2类 218/1564

22 古城上行隧道 AK273+526 892 76.25 2类 113/103.9

23 古城下行隧道 BK273+506 870 76.25 2类 201/366.7

24 隘岭上行隧道 AK285+745 923 80 2类 23/59

25 隘岭下行隧道 BK285+720 842 73.75 2类 43/333

合计 2160/7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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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数量汇总表

2023年厦蓉高速龙长段隧道钢筋锈胀维修处治工程

序号 处治项目 材料 单位 数量 备注

1

钢筋锈胀

人工凿除混凝土表面 m2 366.7 

2 钢筋阻锈剂 m2 366.7 

3 界面剂 m2 366.7 

4 环氧砂浆 m3 7.334 

5 交通安全设施布控 台班 40 工作区平均长度按1km取。

6 移动支架 个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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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二衬钢筋锈胀处治一览表
2023年厦蓉高速龙长段隧道钢筋锈胀维修处治工程

序号 路线编号 隧道名 桩号 处 长度（m） 位置 处治方式

1 G76 豪岭下行隧道 BK185+650 3 3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2
G76 林岭上行隧道

AK191+310 1 1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3m R6

3 AK191+530 4 5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3m R6

4 G76 新泉上行隧道 AK201+797 4 2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5m R6

5

G76 十二排上行隧道

AK211+790 11 55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7m R6

6 AK211+810 13 12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1.7m R6

7 AK211+850 10 5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2m R6

8 AK212+120 5 5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4m R6

9 AK212+140 27 15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0 AK212+150 32 16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3m R6

11 AK211+800 9 13.5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2 AK211+815 10 30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6m R6

13 AK211+855 10 20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4 AK211+860 7 17.5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5 AK212+210 5 12.5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6 AK212+215 4 6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7

G76 十二排下行隧道

BK212+045 11 55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1.3m R6

18 BK211+900 20 20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1.1m R6

19 BK211+840 13 65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20 BK211+830 17 85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1.2m R6

21 BK212+370 16 48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22 BK212+360 20 50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23 BK212+350 11 5.5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24 BK212+045 10 40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25 BK211+820 4 6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26 BK211+805 7 3.5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27

G76 南岭上行隧道

AK212+870 36 36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1.6m R6

28 AK212+890 6 6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2m R6

29 AK212+640 4 16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30 AK212+890 12 18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5m R6

31
G76 南岭下行隧道

BK212+940 4 6 R6

32 BK212+570 4 8 R6

33

G76 船岭岽1号上行隧道

AK216+930 1 0.5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7m R6

34 AK216+930 3 6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7m R6

35 AK216+970 4 2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7m R6

36 AK217+035 2 2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2m R6

37 AK217+040 3 2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2m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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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二衬钢筋锈胀处治一览表
2023年厦蓉高速龙长段隧道钢筋锈胀维修处治工程

序号 路线编号 隧道名 桩号 处 长度（m） 位置 处治方式

38

G76 船岭岽1号上行隧道

AK217+050 5 6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5m R6

39 AK217+140 3 2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4m R6

40 AK217+180 8 1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3m R6

41 AK217+270 3 4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4m R6

42 AK217+410 3 5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5m R6

43 AK217+435 2 3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9m R6

44 AK217+580 10 3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1m R6

45 AK217+620 1 1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2m R6

46 AK217+650 12 4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3m R6

47 AK219+090 8 2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4m R6

48 AK219+150 20 15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5m R6

49 AK219+170 13 8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50 AK219+270-300 30 4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51 AK216+970 3 12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52 AK216+980 2 4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53 AK216+985 2 2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54 AK217+015 2 1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55 AK217+170 3 5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56 AK217+175 1 2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57 AK217+200 2 12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58 AK217+245 1 1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59 AK217+270 12 18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6.5m R6

60 AK217+280 12 18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6.5m R6

61 AK217+285 5 8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62 AK217+290 2 3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63 AK217+305 2 4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64 AK217+405 10 15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65 AK217+615 7 4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66 AK217+650 2 2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67 AK218+160 10 8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6.5m R6

68 AK218+170 2 1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69 AK218+180 9 3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70 AK218+270 4 2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71 AK218+280 3 1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72 AK218+285 2 1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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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G76 船岭岽1号下行隧道

BK219+280 30 3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3m R6

74 BK219+150 2 2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4m R6

75 BK217+840 2 2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5m R6

76 BK217+360 15 5 右侧停车带 R6

77 BK217+140 8 1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5m R6

78 BK217+810 10 4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5m R6

79 BK219+260 18 8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5m R6

80 BK219+120 10 6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5m R6

81

G76 船岭岽2号上行隧道

AK219+350 7 6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4m R6

82 AK219+380 7 5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4m R6

83 AK219+610 12 2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3m R6

84 G76 船岭岽2号下行隧道 BK219+570 22 8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3m R6

85

G76 船岭岽3号上行隧道

AK219+710-730 32 12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4m R6

86 AK220+450 3 1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1m R6

87 AK220+530 20 8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9m R6

88 AK219+740 2 2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3m R6

89 AK220+490 2 4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5m R6

90 AK220+515 10 4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3m R6

91 AK220+530 4 10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92

G76 船岭岽3号下行隧道

BK220+580-600 20 6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1m R6

93 BK220+550 10 5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2m R6

94 BK220+500 2 2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95 BK220+450 6 22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6m R6

96

G76 溪源岭1号上行隧道

AK221+480 3 5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97 AK221+500-510 12 12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8m R6

98 AK221+530 11 9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3m R6

99 AK221+580 8 4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9m R6

100 AK221+650 6 5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8m R6

101 AK221+670 8 4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5m R6

102 AK221+680 5 50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03 AK221+745 3 11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8m R6

104 AK221+475 9 18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05 AK221+480 4 16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5m R6

106 AK221+500 1 15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07 AK221+505 2 8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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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G76 溪源岭1号上行隧道

AK221+515 14 8.4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5m R6

109 AK221+530 2 3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10 AK221+545 1 1.2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11 AK211+600 2 6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12 AK211+615 1 1.5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13 AK211+635 1 4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14 AK311+640 3 9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15 AK311+650 3 6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116 AK211+655 3 9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17 AK211+660 3 9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118 AK211+715 18 27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5m R6

119 AK211+725 4 4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20 AK211+740 10 30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21 AK211+750 8 35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22

G76 溪源岭1号下行隧道

BAK221+700 13 13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1.6m R6

123 BK221+740 30 60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5m R6

124 BK221+690 5 10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25 BK221+650 2 2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26 BK221+635 1 1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27 BK221+540 6 9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28 BK221+525 6 24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29 BK221+500 8 16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30 BK221+450 14 28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131 G76 溪源岭2号上行隧道 AK223+170 9 3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32

G76 溪源岭2号下行隧道

BK223+150 10 6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33 BK222+680 2 3.5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1.2m R6

134 BK222+240 3 3 右侧，距检修道高度0.4m R6

135 BK223+170 45 80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2m R6

136 BK223+160 4 4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37 BK223+155 5 4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38 BK223+150 6 3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139 BK223+148 2 1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40 BK223+140 7 4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1m R6

141 BK223+100 2 2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0.6m R6

142 BK222+840 20 50 左侧，距检修道高度2m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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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G76 梨岭上行隧道

AK234+989 4 8 右侧，H=1m,竖向 R6

144 AK234+993 2 4 右侧，H=6m,竖向 R6

145 AK234+995 3 1.5 右侧，H=1.3m,竖向 R6

146 AK235+006 5 10 右侧，H=1.3m,竖向 R6

147 AK235+010 8 8 右侧，H=0.8m,竖向 R6

148 AK235+375 4 12 右侧，H=8m,竖向 R6

149 AK235+050 5 10 右侧，H=0.3m,竖向 R6

150 AK235+055 16 16 右侧，H=0.5m,竖向 R6

151 AK235+109 6 4.5 右侧，H=1m,竖向 R6

152

G76 梨岭下行隧道

BK236+080-090 15 38 右侧，H=0.6m,竖向 R6

153 BK236+050 10 22 右侧，H=3.4m,竖向 R6

154 BK236+045 5 5 右侧，H=1.3m,竖向 R6

155 BK236+005 3 3 右侧，H=1.8m,竖向 R6

156 BK235+980 5 8 右侧，H=2m,竖向 R6

157 BK235+440 18 90 左侧，H=6m,横向 R6

158 BK235+280 15 260 左侧，H=7m,竖向 R6

159 BK235+080 5 6 右侧，H=0.6m,竖向 R6

160 BK235+050 3 6 右侧，H=0.6m,竖向 R6

161 BK235+040 5 10 右侧，H=0.7m,竖向 R6

162

G76 萝卜岭上行隧道

AK250+878 2 2 左侧，H=0.3m,横向 R6

163 AK251+125 5 4 左侧，H=1.2m,竖向 R6

164 AK252+005 2 1 左侧，H=1.3m,竖向 R6

165 AK252+080 1 0.5 左侧，H=0.5m,竖向 R6

166 AK252+280 1 0.5 左侧，H=0.6m,竖向 R6

167 AK252+272 9 2.7 左侧，H=0.8m,竖向 R6

168 AK252+285 1 1 左侧，H=0.4m,竖向 R6

169 AK250+885 3 3 右侧，H=1.5m,竖向 R6

170 AK250+898 1 1 左侧，H=0.5m,竖向 R6

171 AK250+915 1 0.4 右侧，H=2.5m,竖向 R6

172 AK250+925 1 0.3 右侧，H=0.5m,竖向 R6

173 AK250+945 3 3 右侧，H=4m,竖向 R6

174 AK250+975 25 200 右侧，H=4m,竖向 R6

175 AK250+895 1 0.6 右侧，H=0.1m,竖向 R6

176 AK251+090 5 25 右侧，H=0.6m,竖向 R6

177 AK251+490 1 0.5 右侧，H=0.8m,竖向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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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G76 萝卜岭上行隧道

AK252+320 10 20 右侧，H=9m,竖向 R6

179 AK251+005 2 3 右侧，H=2.1m,竖向 R6

180 AK251+010 9 16 右侧，H=2.3m,竖向 R6

181 AK251+015 45 450 右侧，H=3m,竖向 R6

182 AK251+095 6 6 右侧，H=1m,竖向 R6

183 AK251+100 38 190 左侧，H=4m,竖向 R6

184 AK251+135 7 8 右侧，H=2.3m,竖向 R6

185 AK251+165-180 52 416 右侧，H=4.5m,竖向 R6

186 AK252+285 16 32 左侧，H=0.6m,竖向 R6

187

G76 萝卜岭下行隧道

BK250+892 1 0.5 左侧，H=0.2m,竖向 R6

188 BK250+922 1 0.5 左侧，H=0.3m,竖向 R6

189 BK250+900 48 480 左侧，H=8m,竖向 R6

190 BK250+930 42 450 左侧，H=8m,竖向 R6

191 BK251+350 18 180 左侧，H=7m,横竖向 R6

192 BK251+275 10 5 左侧，H=0.3m,竖向 R6

193 BK252+140 28 140 左侧，H=0.5m,竖向 R6

194 BK252+280 2 5 右侧，H=0.6m,竖向 R6

195 BK251+150-180 52 270 右侧，H=9m,竖向 R6

196 BK250+900 3 3 右侧，H=0.6m,竖向 R6

197 BK250+880 13 30 右侧，H=9m,竖向 R6

198

G76 古城上行隧道

AK273+143 3 1.5 左侧，H=0.3m,横、竖向 R6

199 AK273+165 8 3 左侧，H=1.2m,竖向 R6

200 AK273+180 3 2.5 左侧，H=1.3m,竖向 R6

201 AK273+190 10 8 左侧，H=0.2m,竖向 R6

202 AK273+215 10 8 左侧，H=0.6m,竖向 R6

203 AK273+315 3 1.5 左侧，H=0.5m,竖向 R6

204 AK273+320 4 0.9 左侧，H=0.5m,竖向 R6

205 AK273+450 1 0.5 左侧，H=0.4m,竖向 R6

206 AK273+930 1 0.5 右侧，H=0.2m,竖向 R6

207 AK273+960 2 5 右侧，H=0.2m,竖向 R6

208 AK273+115 1 1 右侧，H=0.3m,竖向 R6

209 AK273+120 1 0.6 右侧，H=0.3m,竖向 R6

210 AK273+130 1 0.4 右侧，H=0m,竖向 R6

211 AK273+135 14 4.5 右侧，H=0.1m,竖向 R6

212 AK273+145 1 1 右侧，H=1m,竖向 R6

213 AK273+178-185 20 15 右侧，H=1m,竖向 R6

214 AK273+190-195 7 5 右侧，H=0m,竖向 R6

215 AK273+210 23 45 右侧，H=9m,竖向 R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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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G76 古城下行隧道

BK273+808 1 0.5 左侧，H=0.2m,横向 R6

217 BK273+492 8 8 左侧，H=0.3m,竖向 R6

218 BK273+435 8 16 右侧，H=0.3m,竖向 R6

219 BK273+413 6 6 右侧，H=0.5m,竖向 R6

220 BK273+406 1 0.5 右侧，H=1m,竖向 R6

221 BK273+370 2 1 右侧，H=0.8m,竖向 R6

222 BK273+132 1 0.3 右侧，H=0.4m,竖向 R6

223 BK273+112 7 15 右侧，H=0.1m,竖向 R6

224 BK273+068 1 0.5 右侧，H=0.2m,竖向 R6

225 BK273+980 11 15 右侧，H=0.7m,竖向 R6

226 BK273+960 28 58 右侧，H=0.5m,竖向 R6

227 BK273+940 1 0.9 右侧，H=0.4m,竖向 R6

228 BK273+850 3 3 右侧，H=0.3m,竖向 R6

229 BK273+830 9 15 右侧，H=0.2m,竖向 R6

230 BK273+400-450 38 8 右侧，H=0.2m,竖向 R6

231 BK273+370 16 10 右侧，H=0.1m,竖向 R6

232 BK273+250 8 2 右侧，H=0.1m,竖向 R6

233 BK273+140 12 60 右侧，H=9m,竖向 R6

234 BK273+130 9 27 右侧，H=9m,竖向 R6

235 BK273+100 8 40 右侧，H=9m,竖向 R6

236 BK273+050 23 80 右侧，H=9m,竖向 R6

237

G76 隘岭上行隧道

AK285+020 1 0.5 右侧，H=0.6m,横向 R6

238 AK285+035-080 10 25 右侧，H=7m,横向 R6

239 AK285+165-220 8 30 右侧，H=9m,横向 R6

240 AK285+320 1 0.5 左侧，H=2m,横向 R6

241 AK285+480 3 3 右侧，H=3.5m,竖向 R6

242

G76 隘岭下行隧道

BK285+350 5 15 左侧，H=9m,横、斜向 R6

243 BK285+100 6 30 左侧，H=8m,横向 R6

244 BK285+040 32 288 左侧，H=9m,横向 R6

汇总 2160 7333.7 R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