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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背诵掌握

三、重点背诵掌握三、重点背诵掌握

考点 14：盖挖逆作法施工缝处理（P100）

考点 15：浅埋暗挖法选择条件（P100-101）

【2014 一建】关于隧道浅埋暗挖法施工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常采用预制装配式衬砌

B．要求开挖面具有一定的自立性和稳定性

C．施工时不允许带水作业



D．与新奥法相比，初期支护允许变形量最小

【答案】A

【解析】20 版教材 P101、107

喷锚暗挖（矿山）法施工隧道的衬砌主要为复合式衬砌。这种衬砌结构是由初期支护、防水

隔离层和二次衬砌所组成。

考点 16：小导管注浆施工技术 P170

【2012 二建】关于小导管注浆说法错误的是（ ）。

A.超前小导管支护必须配合钢拱架使用

B.钢管长度 8-30m 不等

C.钢管应沿拱的环向向外设置外插角

D.两排小导管在纵向应有一定搭接长度

【答案】B

【解析】20 版教材 P170。

选项 B：钢管或水煤气管；钢管直径 4-5cm；长度宜为 3-5m。



考点 17：管棚施工技术（P172-173）

【2016 一建】隧道掘进过程中，突发涌水，导致土体坍塌事故，造成 3 人重伤。现场管理

人员互即向项目经理报告，项目经理组织有关人员封闭事故现场，采取措施控制事故扩大，

开展事故调查，并对事故现场进行清理，将重伤人员连至医院。事故调查发现，导致事故发

生的主要原因有：

(2)超前小导管支护长度不足，实测长度仅为 2m，两排小导管沿隧道纵向无搭接，不能起到

有效的超前支护作用。

【问题】小导管长度应该大于多少米？两排小导管纵向搭接长度一般不小于多少米？

【答案】3m；1m

【解析】20 版教材 P170。



考点 18：浅埋暗挖隧道掘进（P165-166）



【2013 一建】下列喷锚暗挖开挖方式中，防水效果较差的是( )。

A. 全断面法

B. 环形开挖预留核心土法

C. 交叉中隔壁(CRD)法

D. 双侧壁导坑法

【答案】D

【解析】20 版教材 P166。

①防水问题：带洞的眼镜

②跨度问题：带洞的眼镜不受限，其他 20 米以内

③工期问题：带洞的眼镜长，CRD 长

④初期支护量：正常台阶法没有



考点 19：钢格栅加工及安装（P174）

考点 20：喷射混凝土施工（P175、370）

【2017 二建】关于喷射混凝土施工技术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应在前一层混凝土终凝后喷下一层

B．喷头应保持垂直于工作面

C．喷射顺序由上而下

D．喷射应分段、分层进行

【答案】C

【解析】20 版教材 P175、370。

喷射砼施工要点：

①分段、分层进行，喷射顺序由下至上；②喷头垂直于工作面，且距工作面不大于 1m;③分



层喷射时，应在前一层混凝土终凝后进行；④喷射砼终凝 2h 后进行养护，时间不少于 14d，

冬期不洒水、低于 6Mpa 时不受冻。

考点 21：复合式衬砌结构组成与施工（P178、371）

【2015 二建】按照《地铁设计规范》GB 50157-2013，地下铁道隧道工程防水设计应遵循

的原则有（ ）。

A．以截为主

B．刚柔结合

C．多道设防

D．因地制宜

E．综合治理

【答案】BCDE

【解析】220 版教材 P178

第一个规范（０８）地下工程防水的设计和施工应遵循“防、排、堵、截相结合，刚柔相

济，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二个规范（１３）“以防为主，刚柔结合，多道设防，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



考点 22：工作井施工（倒挂井壁）（P168-169）

考点 23：盾构施工优缺点（P106）

【2017 二建】某地铁区间隧道，位于含水量大的粉质细沙层，地面沉降控制严格，且不具

备降水条件，宜采用（ ）施工。

A．浅埋暗挖法

B．明挖法

C．盾构法

D．盖挖法

【答案】C

【解析】20 版教材 P106

在松软含水地层、地面构筑物不允许拆迁，施工条件困难地段，采用盾构法施工隧道能显示

其优越性。



考点 24：盾构管片技术要求（P108-110、155、375）

考点 25：盾构类型与适用条件（P141-142）



考点 26：盾构始发（P148-150）

考点 27：盾构接收（P150）



考点 28：盾构变形五个阶段（P160）

考点 29：地铁车站特殊部位防水处理（P368-369）



【2016 一建】敞开式盾构按开挖方式可分为（ ）。

A．手掘式

B．半机械挖掘式

C．土压式

D．机械挖掘式

E. 泥水式

【答案】ABD

【解析】20 版教材 P138，挖掘式和机械挖掘式三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