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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 

“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行动计划之二 

中铁十六局集团软岩隧道大变形防控技术研讨会 

成功召开 

 

针对国家重大工程成兰铁路云屯堡隧道和丽香铁路哈巴雪山隧

道的软岩隧道大变形技术难题，在第六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

际，5 月 27 日，由“科创中国”岩石力学与重大工程-国家实验室科

技创新联合体、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中铁十六局集团联合主办，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中铁十六局科创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川藏铁路重大专项项目三项目办承办的“中铁十六局

集团软岩隧道大变形防控技术研讨会”通过线上方式召开。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党委书记、理事长、深部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何满潮院士、中国铁建股份二级咨询马栋、中国岩石力学与工

程学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杨晓杰教授出席会议，中铁十六局科创部

王武现总经理、中铁十六局工管部刘海荣总经理、深地空间科学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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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兼职副秘书长陶志刚教

授、北京交通大学谭忠盛教授、深部国家重点实验室郭志飚教授、王

炯副教授、刘冬桥副教授、杨柳副教授、中铁十六局科创部、工管部、

安监部、丽香铁路项目部、成兰铁路二期指挥部等单位领导共 40 余

人参会。会议由中国铁建股份二级咨询马栋主持。 

 

会上，首先由中铁十六局就承建的国家重大工程成兰铁路云屯堡

隧道和丽香铁路哈巴雪山隧道的大变形控制施工案例提出了当前存

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掌子面易失稳，二是收敛速率高、累计变形量大，

三是变形持续时间长。这三类问题在成兰铁路、滇藏铁路等西部国家

重大工程建设中尤其突出，厘清变形机理、提出针对性的工程措施十

分迫切。随后，深地空间科学与工程研究院执行院长、学会兼职副秘

书长陶志刚教授从补偿力学理论、配套的新技术、大变形力学设计方

法、工程应用案例等方面介绍软岩大变形隧道开挖补偿理论及配套技

术体系的创新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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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就铁路软岩隧道大变形防控技术中遇到

的问题展开充分交流、深入讨论。与会专家提出以下 20 个问题：⑴

什么是软岩？⑵软岩隧道为什么难？⑶高应力软岩的特点？⑷成功

软岩支护的秘诀？⑸台阶开挖的问题；⑹松动圈的问题；⑺工程能不

能挺住 100 年？⑻预留量的问题？⑼双重影响/巷道相互影响的问

题？⑽提前筹备预案对策；⑾运力承载环的问题；⑿导洞泄压问题；

⒀流变有极限吗？⒁现在做好的巷道，将来会不会垮？⒂深度差不多

的软岩隧道的变形特点是否一样？⒃普通砂浆锚杆和自进式锚杆的

有效性？⒄非对称大变形结构不均匀受力，存在偏压，何以持久？

⒅NPR 锚杆的主要特点？⒆仰拱的有效性？⒇有没有刚柔并济的材

料？何满潮院士围绕软岩大变形的“正确认识软岩、控制技术、工程

实践、认识误区”四个方面，从软岩定义的背景和历史、软岩隧道的

力学机制、深部高应力软岩的特点等，对以上 20 个问题进行了逐一

详细解答，并针对软岩大变形隧道开挖补偿理论及配套技术在木寨岭

隧道及昌宁隧道中的成功应用做了详细介绍。参会的现场工程技术人

员和与会专家对何院士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解决实际问题的讲解给予了高度评价。 

学会组织专家对软岩隧道大变形防控技术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

技术交流，坚持面向实践、服务实践，做到科研先行、试验先行、样

板先行，持续探索软岩大变形隧道开挖工法、支护方案，形成安全可

靠、技术可行、经济合理、施工便利的整套技术体系，用以指导铁路

系统隧道施工，体现科技创新服务国家重大工程。会议取得了圆满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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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行动计划之三 

铁路高地应力隧道岩爆防控技术研讨会成功召开 

 

针对铁路隧道岩爆防控技术难题，5 月 31 日，由“科创中国”岩

石力学与重大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创新联合体、中国岩石力学

与工程学会、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中国中铁科技创新与

数字化部、中国中铁 CZ 铁路工程指挥部、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CZ 铁路重大专项项目三项目办、

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 CZ 铁路技术创新中心、中国铁道学会工程

分会等单位承办的“铁路高地应力隧道岩爆防控技术研讨会”通过

线上方式召开。 

 

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党委书记、理事长、深部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何满潮院士，中国中铁科技创新与数字化部部长伍军，中国岩

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党委副书记、秘书长杨晓杰教授，中国中铁 CZ 铁

路工程指挥部总工程师文庭亚，中铁隧道局集团总工程师、中铁隧道

局 CZ 铁路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洪开荣出席会议。中国铁道学会工程分

会秘书长刘涵宁，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创新与数字化部管理处

处长黄佳强、学会处处长耿治平，深部国家重点实验室代理主任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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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深地院执行院长陶志刚教授、代理副主任刘冬桥副教授及中铁

一局、二局、三局、四局、五局、八局、十局、隧道局等单位近 400

人参会。会议由中铁隧道局集团总工程师洪开荣主持。 

会上，中铁隧道局 CZ 铁路 2 标项目部总工程师游金虎从工程背

景、工程进展、岩爆防控、TBM 针对性设计、问题与思考 5 个部分

汇报了 TBM 隧道岩爆防控技术。中铁五局 CZ 铁路 3 标项目部副总

工程师杨曾结合从隧道施工情况、岩爆防控关键技术、经验总结 3 个

部分汇报了拉林铁路桑珠岭隧道钻爆法岩爆防控关键技术。深部岩土

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刘冬桥副教授从岩爆现象、岩爆力学

机理、岩爆实验系统与岩爆实验、岩爆控制对策、应用实例和主要结

论 6 个部分系统介绍了岩爆机理及其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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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围绕高地应力隧道岩爆防控技术中遇到的问题展开充

分交流、深入讨论。与会专家提出以下 23 个问题：（1）岩爆和脆性

破坏是不是一回事？（2）岩爆类型的划分？（3）岩爆的等级区分？

（4）岩爆的机理？（5）只有硬岩才会岩爆吗？（6）岩爆的准则?（7）

NPR 材料应用在岩爆防控中的优势？（8）岩爆的结构面效应及动荷

载失效问题？（9）主动支护和被动支护的不同？（10）采用 NPR 材

料能不能控制 TBM 开挖岩爆？（11）岩爆 NPR-TBM 为什么要加上

三超系统，即超前电子探测、超前注浆、超前加固？（12）NPR 锚杆

在引汉济渭工程应用的效果？（13）开挖补偿在岩爆的时候应该怎么

补偿？（14）结构面存在时如何考虑？（15）NPR 锚杆索锚固原理？

（16）预测岩爆发生时机及处理的问题？（17）不良地质构造岩爆块

度都很大，能否通过应力释放防治？（18）NPR 应对岩爆的效果？（19）

超前应力释放对岩爆的作用。（20）喷水泄压对岩爆的作用？（21）

岩爆能不能预报？（22）水压致裂能不能治理岩爆？（23）从成本考

虑，能否研发塑料 NPR 材料？针对以上 23 个问题，何满潮院士进行

了逐一详细解答。从岩爆形成的机理、分类、发生时机、影响因素等

方面为高地应力隧道岩爆的防控提出了指导建议。详细阐述了岩爆与

岩石脆性破坏的区别、断层与结构面对岩爆的影响、高地应力隧道开

挖过程应力转化机制、硬岩岩爆防控的“道、器、术”、基于应力补

偿原理的隧道支护设计与施工、NPR 锚杆/索恒阻大变形功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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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介绍了岩爆防控新材料、新工艺在能源巷道、地下工程防爆、

引汉济渭引水隧洞的应用效果。参会的现场工程技术人员和与会专家

对何院士严谨治学的科学精神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解决实际问题

的讲解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国中铁科技创新与数字化部伍军部长提出按照“聚焦前沿、技

术保障，转变观念、勇于创新，安全保障、综合施策”的总体思路，

坚持科学技术赋能工程建设，实现岩爆处理从“防”到“控”的转

变。中国中铁 CZ 铁路工程指挥部总工程师文庭亚指出 CZ 铁路高地

应力硬岩隧道岩爆问题突出，各参建单位要加强与科研院所专家团队

的沟通交流，积极探索主动支护与被动防护相结合的防控措施，开发

更高应用价值的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将川藏铁路打造成创新工

程、安全工程。 

最后，主持人洪开荣做会议总结，认为本次会议搭建了产学研用

学术、技术交流平台，提升了高地应力隧道岩爆防控技术水平，为

CZ 铁路安全、高效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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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错动带工程特性与安全控制技术” 

科技成果评价会成功召开 

5 月 27 日，由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以线上会议形式组织召开

了“大型错动带工程特性与安全控制技术”科技成果评价会。 

评价委员会由中国科学院何满潮院士担任主任，中国工程院张宗

亮院士担任副主任，评委会专家有：南昌大学周创兵教授、大连理工

大学唐春安教授、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宋胜武正高级工

程师、绍兴文理学院伍法权研究员、清华大学杨强教授、中科院地质

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祁生文研究员、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王玉杰正

高级工程师。学会常务副秘书长杨军教授主持会议。 

 

学会党委书记、理事长何满潮院士介绍了学会科技成果评价较

传统成果鉴定的改进与提升：一是科技成果评价的实质是由项目组和

专家组共同为国家凝练高水平科学问题，为行业提炼高水平科研成

果，为国家和行业的科技进步贡献智慧力量，是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初

心和使命。二是科技成果评价分四步实施，先是项目组内部对科研成

果的凝练，接着是专家组审阅资料进行成果的提炼，再是项目组和专

家组通过质询讨论共同凝练创新成果，形成评价意见，最后评价会结

束后由项目组根据专家的评价意见继续完善补充相关研究成果。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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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评价体现真实客观，专家组由大同行专家与小同行专家共同

组成，评价水平采用无记名投票确定。 

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代表项目组做成果

汇报。该项目由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中国电建

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河海大学、浙江中科依泰斯卡岩

石工程研发有限公司组建研发团队。针对大型错动带工程特性岩石力

学问题，对大型错动带力学特性、渗流特性、变形控制技术进行了系

统研究。提出了大型错动带的概念及其变形力学机制分类，完善了软

弱结构面的工程地质分类体系，提出了大型错动带对工程结构影响的

判别标准。提出了考虑起伏度与尺寸效应的错动带力学指标获取方

法；提出了错动带非线性流渗透参数原位试验方法，研发了相应的装

备系统，获取了有关渗流特性指标。揭示了大型错动带的非线性非连

续变形与渗流模式，提出了错动带变形控制技术体系和“截、堵、排”

一体化的全封闭防渗体系，有效保障了大型错动带影响下边坡、大坝

和地下洞室的稳定性。项目成果在白鹤滩水电站、周宁抽水蓄能电站

和以色列 Kokhav Hayarden 抽水蓄能电站等国内外工程中成功应用，

效果良好，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具有广阔的推广应用前景。 

评价委员会专家听取了项目组的汇报，审阅了相关资料，经投票

表决，该项目研究成果总体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等完成单位代表项目组衷心感谢了学会的精心组织及

与会专家的悉心指导，表示将根据评价委员会意见进一步完善科技成

果，为国家和行业的科技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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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学会】 

矿山采动损害与生态修复专委会 

2022 年工作研讨会成功召开 

 

5 月 27 日，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矿山采动损害与生态修复专

委会 2022 年工作研讨会成功召开。在新冠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

矿山采动损害与生态修复专委会（以下简称“矿山修复专委会”）严

格落实国家防疫政策，采取视频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矿山修复专委

会拟任主任委员胡振琪教授，拟任副主任委员白中科教授、郭文兵教

授、陈绍杰教授、刘军省教授、张连凯教授、范立民教授、李晓丹教

授、覃亮院长、赵康教授、尹希文教高、唐沛副院长，拟任秘书长油

新华教高，秘书处付佳明董事长、王立朝教高、陈剑教授、高保彬副

教授、罗志海副院长、董艳辉高工、张清林高工共 20 人线上出席会

议。 

 

本次会议由矿山修复专委会拟任秘书长油新华教高主持，拟任主

任委员胡振琪教授发表了讲话，胡振琪教授简述了矿山修复专委会成

立过程，对各拟任副主任委员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建议矿山修复专委

会重点研究矿山生态修复的热点问题，打造矿山生态修复的品牌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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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针对矿山生态修复的各种专题积极开展工作，胡振琪教授尤其对

秘书处的工作表示高度肯定。 

会上，各拟任副主任委员逐一进行了简短的自我介绍，并表示将

对矿山修复专委会的工作开展提供大力支持；秘书处各工作人员对本

人负责的秘书处工作进行了说明。 

 

 
会上，拟任秘书长油新华教高对矿山修复专委会 2022 年的工作

计划进行了详细汇报，主要包括筹办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矿山生态修复

学术研讨会、积极筹备 China Rock 2022 分会场、编制矿山生态修复

标准体系并启动团体标准立项编制、征集评选发布“矿山生态修复典

型案例及创新技术”、完善专委会网站、公众号建设，加强优秀会员

的宣传、稳步开展科技创新工作、逐步开展培训与科普工作、加强会

员发展及管理工作、加强外联和内联工作等，并对各项工作的完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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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进行了说明。与会人员对矿山修复专委会的工作内容进行充分的讨

论与交流，对矿山修复专委会的发展建言献策，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或

建议。比如，充分发挥矿山修复专委会平台的作用，整合各行业的优

势资源，扩大矿山修复专委会的影响力，进一步吸纳相关专业人才等

等。与会人员对秘书处的工作开展给予了一致的认同，并表示将积极

参与秘书处的工作，共同为矿山修复专委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矿山修复专委会成立于 2021 年，是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的

重要分支机构，其旨在探索凝练矿山生态修复相关的岩石力学问题，

建立基于岩石力学的矿山生态修复理论体系，开发基于岩石力学的矿

山生态修复成套技术，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交流、技术培训、成果推

广应用。矿山修复专委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为“矿山修复网”,矿山

生态修复专委会将定期发布相关活动的通知。 

 

 

 

工程实例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朱瑶宏教授到 

粤港澳大湾区传经送宝 

 

5 月 25 日下午，工程实例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朱瑶宏教授、“用躬”

科技董总一行到访工程实例专委会。专委会主任委员竺维彬、秘书长

米晋生，广州地铁建设公司总工室莫暖娇、陈令强，广州轨道交通建

设监理有限公司总工/副总经理黄威然、资深总监陈跃进、技术研发

部部长李新明、技术研发部主任工程师李世佳等参加了交流。 

朱教授此次冒着疫情风险，专程来大湾区，就其主持研发的科技

创新成果向深圳等城市进行了推广，得到各建设单位的积极响应！广

州是最后一站。朱教授首先系统介绍了其联络通道机械化施工、主隧

道内置式泵房等创新技术成功应用于多个城市 80 多个项目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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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双方就相关技术标准的建立以及在广州地铁的应用推广进行了

深度交流，前景广阔。 

 

 

【CHINA ROCK 2022】 

CHINA ROCK 2022 第二次筹备工作会议召开 

 

6 月 11 日上午，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召开 CHINA ROCK 

2022 学术年会第二次筹备工作视频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有分管学术

交流工作的副理事长康红普院士，国际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学会副主

席、学会党委委员杨强教授，党委副书记、秘书长杨晓杰教授。参加

今天会议的有来自 45 个分支机构，8 个国际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学会

专委会，28 个分会场，13 家拟申请成立的分支机构和学会秘书处，

共计 108 人。会议由党委副书记、秘书长杨晓杰教授主持。 

副秘书长、学术发展部部长王焯博士分别从历届大会回顾、

CHINA ROCK 2022 大会方案、筹备工作进展和下一步重点工作四个

方面简要汇报了大会总体筹备工作进展。大会国际化、规模化、一体

化各项指标有序推进，截止目前共有 28 个分会场，6 场培训，拟组织

2500 余位参会代表、100 余家工业展览。希望通过本次会议，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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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办好今年的学术年

会。 

 

 

28 位分会场的负责人分别从筹备工作进展、指标完成情况和存

在的问题三个方面依次汇报分会场基本情况，党委副书记、秘书长杨

晓杰教授根据汇报内容逐一点评，并给出建设性意见。 

  副主席杨强教授指出，各分会场负责人要明确定位、强化使命，

在设置主题时立意要新颖精练，代表性强，能够引领学科发展学科前

沿，能够突出工程问题和技术难题。此外，建议与国际化接轨，提倡

学术报告百家争鸣，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造力和创新性，充分交流，

碰撞学术火花。 

http://www.csrme.com/Uploads/Admin/2022-06/13/62a6a2fcdb5f3.jpg
http://www.csrme.com/Uploads/Admin/2022-06/13/62a6a2fce979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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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理事长康红普院士强调，希望各分支机构和相关单位凝心聚

力、深化合作、加强交流，合力办好 CHINA ROCK 2022 第十九次中

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术年会，共同打造高质量学术交流平台和

CHINA ROCK 会议品牌。他提出几条具体意见，一是希望在以往办

会的基础上，围绕国际化、规模化、一体化体现 2022 年的特色和亮

点；二是响应国家号召，坚持"四个面向"，征集发布高水平论文，交

流研讨高质量报告；三是高度重视，专人专管，有效落实各项举措，

稳步推进各项指标，在征文和工业展览方面有所突破；四是要求单独

申办的分会场，发挥学科优势，办出特色，几家合办的分会场，通力

合作，发挥优势，集中资源；五是在学术报告把关方面多做工作，认

真梳理报告的结构和层次，选择内容详实丰富的高质量报告，选取重

大工程和前沿人才的报告，尽可能的展现出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

六是密切关注疫情防控政策，坚持安全高效办会原则，制定应急预案，

及时通报并解决问题。 

  本次会议全面了解了学术会议整体和 28 个分会场的筹备情况，

有助于细化下一步工作方案和稳步推进大会各项工作。 

 

 

 

 

 

 

 

呈报：中国科协、学会理事会党委、监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会、国际

岩石力学与岩石工程学会中国国家小组主席、副主席 

发送：支撑单位、分支机构、地方学会、团体会员单位、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