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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前国内各城市基础建设和城市交通建设的不断发展，地铁或越江/跨海隧道已成

为串联城市、服务城市、提高城市活力的地下主动脉。之本世纪初盾构作业技术被引进后，

隧道建设也正逐渐向大深度、大直径、多线路平行作业的方向发展。随着城市建设地下构建

物的不断饱和或是在当隧道建设需要穿越某些较大深度的江、海水域的过程中，因机械维护

的需要对盾构进行刀具更换或是掘进部架进行维修和保养，就需要在盾构内实施带压作业。

所谓“大深度带压作业，”一般指的是盾构内压力（深度）超过 4.0bar（40米）的人员高气

压带压作业，带压作业的主要群体是各专业潜水公司和潜水员。虽然盾构带压作业在作业属

性上属于“高气压”作业的范畴，但与单纯的潜水作业相比，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上海

打捞局盾构带压作业高气压医务保障团队通过多年的现场实践，针对大深度盾构高气压环境

作业特点并结合作业保障工作实践，总结并归纳出以下几点经验和体会： 

一、在进行大深度盾构带压作业时，首先应建立起一套科学的保障方案和减压方案。 

盾构带压作业，由于作业环境不受水流、潮汐等妨碍减压条件因素的影响，因此带压作

业的时间一般都较规定的“潜水适宜时间”长，这种超长的“例外暴露”，不仅影响了正常

减压的安全性，而且其冗长的减压时间也对作业团队的作业效率带来了影响。上海打捞局保

障团队在经科学论证后，提出了一套“两次减压”的保障方案，即：在初始减压时采用“潜

钟减压表”，并利用潜钟减压表的用氧特性将作业人员快速、安全的减至出水深度后再采用

水面减压表在甲板减压舱内完成后续的减压。这样不仅极大的加快了人员作业班次周转率和

作业效率，而且也克服了所有因“例外暴露”所带给作业人员的不安全减压隐患。 

二、对盾构人闸结构进行局部的改造，安装头戴式密闭吸/排氧装置，以保证盾构内环

境氧浓度的安全。 

盾构人闸空间狭小，当 3 名潜水员在人闸内吸氧减压时，如果吸/排氧装置不安全，则

有可能导致人闸内环境氧浓度超限。这不仅极大的增加了火灾的风险，而且还可能因作业人

员长时间吸入低浓度高分压氧而导致“非典型肺氧中毒”。上海打捞局在充分汲取国外作业

团队盾构人闸环境氧浓度控制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用“饱和居住舱背压式排氧装置”来替

代国外作业团队常用的“射流排氧装置”。实践证明，该种装置的控氧效果远胜于“射流排

氧装置”，不仅保障了作业人员的健康安全，而且也给在盾构内的切割，电焊等动火作业提

供了一项基础安全保证。 

三、针对盾构内作业环境气体的污染，做好人员防护和健康保护。 

盾构带压作业涉及的内容包括：带压换刀、刀具检查、框架维修、切割、电焊、除泥、

安装甚至盾构内高比重潜水打捞。由于盾构掘进面泥浆灌注与液面下陈旧气体的交换，或者



是由于电焊、切割所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导致盾构作业面环境气体（特别是在电焊、切

割或是在多工种联合作业时）遭受严重污染。为保证作业人员的健康安全，我们安装了穿壁

式供气软管，加装了正压式空气呼吸面罩，作业人员在作业时佩戴并呼吸舱外提供的中压空

气。同时在盾构内外通过穿舱接头分别连接一套易燃易爆气体检测仪和一台有毒有害气体监

测仪，以监测有毒有害气体的种类和浓度，从而保证了所有作业人员的健康安全。 

随着隧道工程的不断开展，盾构带压作业不仅是越来越得到普遍的应用，而且在城市建

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做好盾构带压作业（特别是大深度带压作业）保障工作的首

要条件就是认真的做好每一次的计划措施，并在工作中不断地总结、分享盾构带压作业保障

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不断提高作业保障技能。同时，随着当前盾构带压作业人员队伍的不断

扩大，有必要建立起一系列规范性的操作文件和条例要求，让所有的作业人员在统一规范的

指导下安全的进行各类盾构带压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