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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断面拱墙岩体电磁辐射脉冲

数的变化规律

发射 �� 动态测试表明
，

所有测点都有一定程

度的活动性 �微裂隙产生 �
，

而且活动是间歇

性的
。

�� 和 ��� 同时测定
，

大楼在开始营

业时
，

隧道周围岩体内的 �� 和 ��� 开始上

升
，

说明大楼内载荷的增加对隧道围岩活动性

的影响
。

这对大正大楼的长期稳定性和安全性

是不利的
，

需要对隧道围岩进行加固
，

以消除

这种安全隐患
。

需要说明一点
，

在这次隧道围岩稳定性监

测中
，

采用了 �� 和 ��� 两种动态监测手

段
。

本文中以 �� 为主
，
���仅作为验证和

补充
。

��� 监测的情况另有文章介绍
。

断面
、

���� 断面和 ���� 断面衬砌及拱墙和

拱角钻孔内岩体的声发射和电磁辐射观测
，

可

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

��� 大楼的桩基和地质钻孔中的岩体处于

弱活动之中
。

而且活动是间歇性的
。

���隧道各断面的岩体和隧道衬砌均处于

弱活动之中
。

衬砌的活动强于隧道周围岩体的

活动
。

���从观测断面来看
，

���� 断面的岩体

活动性最强
，

其次是 ���� 断面
、

���
�

�� 断面

�其 �� 能量率较高 �和 ���� 断面
。

���为保证大楼的安全及隧道正常通车
，

建议对大楼及隧道采用声发射法和电磁辐射法

进行连续长期监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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