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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技术指南的必要性和意义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高效发展和腾飞，尤其是交通强国战略实施以来，

高速公路进一步向中西部山区延伸，山区高速公路中桥梁和隧道所占的

比重越来越大，桥隧相连工程在山区高速公路中越来越多。

山岭重丘区高速公路隧道型式的选择不仅受地形、地质条件的约束，

同时受路线平、纵、横指标以及三方面组合设计的制约。在地形地势条

件允许情况下，一般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通常设计为上下行分离的两座

独立隧道，两隧道间最小间距应以不受相互施工影响为原则，并依据围

岩类别、断面尺寸、施工方法等因素确定。随着山区高速公路的修建，

桥梁、隧道在路线中所占比例明显增加，在地形地势条件恶劣的地段，

常规的桥隧型式已不能适应道路线形设计的要求，桥隧相连工程越来越

受到重视。为了适应多变的地形地势条件，隧道设置型式中衍生出一种

全新的隧道型式——分岔隧道。

桥隧相连工程基本涵盖了分离式隧道、小净距隧道、连拱隧道三种

不同的结构衬砌型式以及隧道锚。隧道洞口段由整体式路基（隧道）逐

渐过渡为分离式隧道，隧道断面逐渐从洞口大拱衬砌段、整体式中隔墙

连拱衬砌段、夹芯式中隔墙连拱衬砌段、小净距衬砌段过渡到普通分离

式衬砌段。

桥隧相连工程设置分岔式隧道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为了高深峡谷

型河流，桥梁单孔均跨度很大，左右幅桥均必须建造为整体型式，另一

方面由于桥梁紧接隧道，两者之间缺少足够的过渡路基，因此紧邻桥梁

一端的洞口必须设置为连拱隧道甚至四车道大拱，而桥梁两端的隧道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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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全部隧道设置为连拱隧道又不太经济，在隧道内有必要将左右洞

室逐渐分离，这样就形成了分岔式隧道。分岔隧道是随我国公路建设的

迅速发展而提的新型隧道形式，其线形流畅，占地面积少，空间利用率

高，避免了洞口路基或大桥分幅，与洞外线路连接方便；同时在适应地

形条件、环境保护上都具有优越性。

贵州地形地势复杂，山岭沟壑众多，公路铁路桥隧占比大。近年来，

随着省内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出现了大批桥隧相接工程，仅目前在

建的即有乌江特大桥、赤水河特大桥、开州湖特大桥、峰林特大桥等一

大批工程，其中开州湖特大桥隧道锚和桥隧相连段四坪隧道、峰林特大

桥隧道锚和桥隧相连段旧屋基隧道均由本课题申报单位贵州省公路工程

集团公司承建。与桥隧相连工程蓬勃发展相悖的是，由于桥隧相连工程

施工工序复杂，施工相互干扰较大，围岩应力分布不均，结构受力不均

等缺点，加上出现时间较短，故公路、铁路行业一直没有对其设计与施

工技术经验进行系统的提炼和总结。

《公路隧道设计规范》对分离式隧道独立双洞间的最小净距进行了

规定。原《公路隧道设计规范（JTG D70-2004）》的规定较为严格，2019

年施行的《公路隧道设计规范（JTG 3370.1-2018）》结合隧道工程技术

进步，适当放宽了最小净距的要求，规定双洞间的净距应为：0.8-2.0 倍

开挖宽度，但大量实际工程已低于该规定。对于隧道锚而言，《公路悬

索桥设计规范》（JTG/TD65-05-2015）中对锚塞体抗拔安全系数和围岩

稳定安全系数进行了规定，但现行《公路隧道设计规范》并未涉及隧道

锚开挖期间稳定性、承载期间锚塞体所处山体稳定性以及隧道锚与主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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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小净距洞群效应等问题的规定。

目前对于公路桥隧相连工程小间距隧道的设计施工技术规定尚无专

门的技术指南，现行设计和施工规范仅对桥隧相连工程中大拱、连拱、

小净距隧道和隧道锚做了部分指导性规定，在具体工程设计和施工中尚

缺具体的详细技术要求，实践环节上主要依赖工程类比。公路行业有关

桥隧相连工程的规定分散在各个规范的章节中，缺乏系统解决方案。目

前，贵州省已依托兴义环高旧屋基隧道与峰林大桥相连工程开展系统深

入的研究和总结，且翁开高速开州湖大桥与四坪隧道相连工程也已进行

了相关小净距隧道设计与施工技术的立项研究，现已取得了大量成果经

验，因此急需出台一份指南进一步指导贵州省内公路桥隧工程设计和施

工。

绿色建造是着眼于建筑全生命周期，在保证质量和安全前提下，践

行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实现绿色施工要求、生产绿色建筑产品，是新时期生态文明

和绿色发展理念在公路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为落实国家绿色发展理念，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交通强国建设的支撑作用，响应行业科技攻关和推

广应用需求，在此背景下，编制《贵州省公路连拱与小净距隧道技术指

南（试行）》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这是贯彻国家战略和省委省政府部

署的重要着举措，也是推进贵州交通强省、科技强省等战略及绿色高速

公路建设的重要抓手。

综上所述，《贵州省公路连拱与小净距隧道技术指南（试行）》的

编制及推广将是对贵州省公路绿色建造科技示范工程的重要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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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切峡谷地带桥隧相连工程建设方案的决策和优化提供依据，进一步

提升贵州省高速公路基础设施绿色建造技术水平，推动绿色交通建设技

术进步，进而助力贵州省交通强国战略实施，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西

部交通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预期具有广泛的推广应用前景。为此，根

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

为规范贵州省连拱隧道和小净距隧道建设程序，保障公路隧道设计、施

工与运营安全，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战略，贵州省交通运输厅立项批复编

制贵州省公路小净距隧道技术标准的计划。

二、任务来源、主编单位、参编单位、主要编写人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贵州省交通运输厅黔交科教[2021]1 号文批准立项，贵州省

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及贵州省内相关单位共同起草制定。

（二）主编单位

主编单位：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省交通规划勘察设

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中南大学。

（三）参编单位

参编单位：贵州黔贵路桥工程有限公司、贵州黔贵市政工程有限公

司。

（四）主要编写人

主要编写人：计中彦、苟德明、张学民、张胜林、胡 涛、龙立敦、

廖万辉、周后友、田洪松、杨 洪、阳军生、詹超宇、翁学新、廖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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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勇、杨春平、欧雪峰、范喜超、崔 炫、袁 立、李少方、王荣有、

王朝国、龙 勍、韩光钦、吴哨兵、段武兵、安 航、刘骁凡、张安睿、

陈元忠、刘盛涛、周 旭、万 正、魏驰原、冉 锦、沈 阳、田 娇、

林文凯、项海燕。

三、主要编制过程

本文件的编制主要包括组建编制组、拟定编写大纲、初稿编写和资料

调研、专家评审和征求意见等工作。

1）组建编制组

2021 年 4 月 9 日，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主持召开了《技术

指南》编制启动会，会议明确了《技术指南》的编制原则、任务分工和

进度，并组建编制组。为保证编制工作的顺利推进，各单位均选派了经

验丰富的专业人员参与编制，并邀请业内知名专家参与编写、审查工作。

2）制定编写大纲

2021 年 12 月 15 日，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主持召开指南编

制工作推进会议，对编制组拟定的编写大纲，对大纲提出修改意见，初

步确定了编写大纲及内容，2022 年 1 月 15 日，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组织完成《技术指南》大纲评审，特邀请行业行业内知名专家为《技

术指南》大纲进行审核把关。

3、资料调研及初稿编写

基于评审后的编写大纲，重点开展了对贵州省内兴义环高旧屋基隧

道、瓮开高速四坪隧道、桐新高速梨树坪隧道、六安七标云庄隧道等工

程的实地调研、湖南省长沙市银星路观音岩双向十车道四连拱隧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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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广东、山东、河南等省份典型案例及相关标准文件进行细致分析，编

制组多次交流讨论和修改，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先后多次组织

专题推进会和专题研讨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收集指南编制的背景材料

和有关指南编制的参考、引用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共查阅国内外文献

包括连拱隧道，分岔隧道，大断面隧道、小净距隧道、小间距隧道、极

小净距隧道、较小净距隧道、一般小净距隧道、连拱隧道施工工法、中

导洞法、无导洞法、三导洞法、并行隧道、开挖影响、爆破振动、爆破

振速安全控制标准等 100 篇代表性文献，并进行了整理归类。进一步查

阅整理了现行公路隧道设计技术规范、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公路隧

道设计技术细则、公路隧道施工技术细则及铁路行业有关小净距隧道的

有关规定。通过修改完善《技术指南》，于 12 月初完成《技术指南》初

稿，并由贵州省公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完成《技术指南》内部审查。

4、征求意见稿、送审稿

内部审查修改后，形成了《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2023 年 5 月 1

日~2020 年 6月 1 日，省交通运输厅将《技术指南》征求意见稿在贵州省

内开展意见征询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同时向省内相关单位和省外设计

院、施工单位发送征求意见邮件；6月 10 日吸收采纳相关单位意见近 200

条，经修改完善后，于 2023 年 6 月 25 日形成《技术指南》送审稿。省

交通运输厅于 6月 30 日在贵阳主持召开了《技术指南》送审稿审查会。

5、报批稿

2023 年 7月-2023 年 10 月，编制组对《技术指南》送审稿进行了多

轮修改和完善形成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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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制定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制订原则

（1）准确性

标准所规定的条款力求明确而无歧义。

（2）统一性

标准结构、文体和术语力求统一。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涉及其结构、

编写规则和内容按照GB/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规则》和GB/T1.2-200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

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执行。

（3）协调性

充分结合现有基础标准的有关条款，达到标准间的相互协调。

（4）适用性

标准内容易于实施，便于被其它文件所引用且具可操作性，同时可

保证本指南的先进性和引领性

（5）特殊性

本标准既遵循相关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要求，又体现我省连拱隧

道与小净距隧道设计与施工的特殊性，特别是针对后行洞施工对先行洞

支护结构受力和安全影响的特殊性所涉及的专门技术措施应给予特殊设

计，施工中应采取适宜的特殊安全防护措施，并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二）制订依据

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1.1）

和GB/T1.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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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法》要求进行起草，过程参照了现行的公路隧道设计技术规范、公

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公路隧道设计技术细则、公路隧道施工技术细则

及铁路行业有关小净距隧道的有关规定。同时指南制定依据了当前全国

及贵州省颁发的相关指导性文件。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发〔2019〕39 号）

 《公路“十四五”发展规划》（交规划发〔2021〕108 号）

 《贵州省推进交通强国建设实施纲要》（黔党发〔2021〕28 号）

 《关于支持贵州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上闯新路的意见》（国发〔2022〕

2号）

 《国家公路网规划》（发改基础〔2022〕1033 号）

 《交通强国建设评价指标体系》（交规划发〔2022〕7 号）

 《贵州省“十四五”公路建设规划》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本指南与有关法律、法规的关系

（1）指南编制过程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矿山安全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标准要求，与国家法律法规无冲突。

（2）本标准中计量单位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3）本标准的格式，编制和表达方法，按国家标准的要求制订。

（4）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根据国家和行业关于交通强国、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

的相关发展战略及政策，本规范在遵守现有法律、法规前提下，将对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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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行业技术进步及战略、政策的落实和推动具有积极作用。

2）本规范与现行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指南与公路工程行业标准《公路隧道设计规范 第一册 土建工

程》、《公路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 第一册 土建工程》、《公路工程

施工安全技术规范》、《公路隧道施工技术规范》、《公路隧道设计细

则》、《公路隧道超前地质预报技术指南》等密切相关。

目前现行公路工程行业标准和贵州省地方标准中有关新型连拱隧道

和小净距隧道的建设标准缺失，但贵州省及其它省份已积累了大量工程

经验和技术成果，本指南编制将填补这一空白。国内现行国家标准、行

业规范、贵州省地方标准是编制本指南的重要基础，本指南的相关规定

不与现行标准规范相矛盾。相较于现行标准规范，本指南侧重秉承“绿

色、低碳”设计和施工理念，以提高高速公路隧道品质、安全、耐久，

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排放、降本增效、支持贵州区域高速公路建设，助

力贵州省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

五、主要条款说明

本《技术指南》分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本要

求、连拱与小净距隧道分类、勘察与测量、设计、施工、超前地质预报

与监控量测共 9章，另有 5 个附录。

1 范围

本章明确了《技术指南》的编制目的、适用范围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列出了《技术指南》引用到的相关标准规范，包括国标、行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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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标、地标等。

3 术语和符号

对《技术指南》中涉及的连拱隧道、整体式中墙连拱隧道、复合式

中墙连拱隧道、直墙连拱隧道、曲墙连拱隧道、无中导双层中墙连拱隧

道、无中导三层中墙连拱隧道、中夹岩柱、小净距隧道、近零净距隧道、

极小净距隧道、较小净距隧道、一般小净距隧道、分岔隧道、隧道锚洞

等术语进行了界定。

目前，行业内对连拱隧道和小净距隧道的概念还没有给出一个明确

的定义。本《技术指南》特此梳理国内的不同定义和术语，在征询业内

专家意见基础上进行了术语的重新界定和定义。

4 基本要求

从一般规定、使用条件、勘察深度、防排水系统、安全评估、施工

安全、动态设计和施工等方面提出了连拱隧道和小净距隧道设计施工的

基本要求。

5 连拱与小净距隧道分类

从规范设计和施工技术标准化角度提出了连拱隧道、小净距隧道的

分类，其中将连拱隧道划分为：采用中导洞法施工的连拱隧道分为整体

式直中墙连拱隧道、复合式曲中墙连拱隧道；不设置中导洞的连拱隧道

分为无中导双层直中墙连拱隧道和无中导三层直中墙连拱隧道、无中导

双层曲中墙连拱隧道、无中导三层曲中墙连拱隧道。小净距隧道划分为：

小净距隧道分为近零净距隧道、极小净距隧道、较小净距隧道、一般小

净距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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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勘察与测量

本章从连拱隧道、小净距隧道的设计深度和施工安全需求出发，针

对性提出了了针对勘察、测量的深度要求。

7 设计

本章从一般规定、总体设计、隧道线形设计、隧道断面设计、隧道

洞口设计、隧道结构设计、隧道锚洞设计提出了贵州省路隧相连、桥隧

相连工程中连拱隧道和小净距隧道的设计相关要求。

8 施工

本章从施工准备、无中导双层中墙连拱隧道、无中导三层中墙连拱

隧道、中夹岩柱加固、小净距隧道、近零净距隧道、极小净距隧道、较

小净距隧道、一般小净距隧道、分岔隧道、隧道锚洞等施工控制要点提

出了相关要求，以确保施工安全和隧道支护结构承载力状态满足结构耐

久性等指标。

9 超前地质预报与监控量测

本章从一般规定、监控量测、监控控制标准、爆破控制标准、风险

管控等方面提出了施工中加强超前地质预报与监控量测的相关要求。

附录

本《技术指南》附录共有 5 部分内容：附录 A 无中导双层中墙连拱

隧道衬砌支护参数、附录 B近零净距隧道衬砌支护参数、附录 C极小净

距隧道衬砌支护参数、附录 D 较小净距隧道支护参数、附录 E一般小净

距隧道支护参数。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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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指南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措施和建议

本指南是依据国家和行业的相关标准规定，按国家标准化要求，根

据我省连拱隧道、小净距隧道设计与施工需求及其结构型式的特殊性，

参考国内相关技术成果和相关标准编写而成。由于国内尚无专门针对小

净距隧道的国家或者行业标准，标准发布实施后加强宣传、培训工作，

使本指南得到充分的贯彻执行，以适应安全生产发展的需要。为此，建

议本指南作为推荐性技术指南发布。

1.贯彻本指南的要求

本指南一旦发布实施，贵州省连拱隧道、小净距隧道应严格按照本

标准要求进行勘察、设计和施工管理；贵州省交通建设主管部门应加强

执行本标准的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规划设计单位应自觉按此标准要求

进行规划，确保连拱隧道、小净距隧道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健康有

序进行，从而助推国家交通强国和贵州交通强省战略。

2. 贯彻本指南的措施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有关媒体发布、公告标准信息，扩大影响。

（2）加强实施过程的问题反馈和总结

建议在实施标准过程中对所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反馈，以利于标准的

修订和完善。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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