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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用技术研究综述
张军辉,李海,杨豪,王华磊,韩善鹏

(长沙理工大学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4)

摘要:针对盾构渣土产量巨大且无处妥善安置的问题,学者们对盾构渣土的资源化再利用技术展开了研究。该文以中国

盾构渣土处理所面临的挑战为背景,形成了对盾构渣土分类、资源化再利用技术进展与典型应用的系统认识,介绍了国

内外盾构渣土前处理方法,详细总结了盾构渣土应用场景和资源化再利用技术。接着分析了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用技

术仍面临固化剂昂贵、污染严重、路基回填材料缺少污染物分析、再生砖强度低、市场效益不明显等问题。构建了“盾构

渣土分类前处理—再利用可行性评价—资源化再利用场景—性能效益评估”渣土资源化再利用的标准化技术流程。着

重阐述了渣土固化剂发展、污染物迁移等方面研究方向。最后,对盾构渣土资源化利用技术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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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家建设“交通强国”、“双碳”战略任务的时代

背景下,“推进大宗固废源头减量与循环利用、加强固

废循环利用管理与决策技术研究”已成为基础设施建

设工程实施中的重大技术难题。2021年,国家发改委

与多部门联合颁发了《关于“十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

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提出了建筑垃圾绿色、高效、高
质、高值、规模化利用的发展目标。随着城市地下空间

开发的高速发展,盾构法作为一种具有高效、安全、机
械化程度高等优点的施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轨道

交通、市政公路、城市综合管廊等工程建设中。与此同

时,盾构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盾构渣土也逐年陡增,如图

1所示。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中国累计有51个城

市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8708km,其中地铁共

7254km,占比83.3%[1],中国大部分城市地铁隧道

施工采用盾构掘进,按洞径6 m 估计,松散系数取

1.5,每公里地铁盾构施工至少产生4.5万 m3 的渣

土,中国在建的盾构工程预计将产生2.96亿 m3 盾构

渣土,处置费预计将需要766亿元[2]。如果能将盾构

渣土回收再利用,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中

国对于巨大量级的盾构渣土资源化利用不足5%,远
低于欧美和日韩等发达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和资源浪费等问题。在发展绿色低碳交通的时代背景

下,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用已成为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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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近年盾构渣土产量及预测

盾构渣土成分复杂,含有的杂质较多,盾构施工时

为保证正常施工,减少“结泥饼”的问题,常在施工时加

入改良剂,如泡沫剂、分散剂、黏土矿物、絮凝剂等,不
同程度地含有重金属、溶盐、苯类和烃类等有机物。这

些改良剂的加入改变了原地层土壤的性质,这些变化

往往利于盾构施工,但给盾构渣土的再生利用带来了

一些问题。如土体过度蓬松,难压实;压滤处置困难;
存在环境安全隐患。目前,中国大量的盾构渣土被乱

堆滥放或是简易填埋,盾构渣土的资源化利用程度不

高。渣土填埋堆放后,一般需经过数十年的降解才趋

于稳定,其中的挥发性物质会污染大气影响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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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其中的多环芳烃化合物和重金属等有害物质会

逐渐渗入土壤,进入水循环,并在自然界的食物链内累

积,最终污染生态环境[3]。而且渣土的超标填埋会引

发安全事故,2015年,深圳光明新区红坳垃圾填埋场

发生滑坡事故,泥石流摧毁了下游工业园区的33栋建

筑,造成77人伤亡[4]。之所以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

资源化利用的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缺乏新技术、新工

艺。据调查,2020年湖南省建筑垃圾产生量预计达到

1.7亿t。其中,盾构渣土占比约40%、工程弃土占比

约40%、拆除垃圾、工程垃圾和装修垃圾占比约20%。
目前盾构渣土在分类、前处理、再生产品应用、污染物迁

移等方面存在发展与完善的空间。因此,开展盾构渣土

资源化再利用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且伴随着巨大挑战。
该文总结梳理了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用技术的发

展与创新,详细介绍了盾构渣土的分类、盾构渣土前处

理方式、盾构渣土固化后的典型应用及其作为路基回

填材料、可控低强度材料、再生砖材、陶粒、同步注浆材

料的再利用技术进展,分析了目前盾构渣土资源化再

利用技术仍面临压滤效率低、固化剂昂贵、不环保、路
基回填材料缺少污染物分析、再生砖密度大仅适用于

市政工程、陶粒制备消纳渣土能力小、同步注浆材料仅

能应用砂土、市场效益不明显等问题,构建了渣土资源

化再利用的标准化技术流程。重点介绍了盾构渣土污

染物成分分析及污染物迁移规律,指出了污染物迁移

预测方面还有待研究,提出了渣土资源化利用的挑战,
建立了盾构渣土分类体系、提出了盾构渣土前处理发

展方向、构建了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用流程、指明了污

染物研究方向。研究成果对进一步提高中国盾构渣土

利用率,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

积极的意义。

1　盾构渣土分类

根据建设部2005年颁布的《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

定》,建筑垃圾定义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新建、改建、
扩建和拆除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管网等以及居民装饰

装修房屋过程中所产生的弃土、弃料及其他废弃物”,
参照这一规定,盾构过程所产生的渣土与泥浆属于建

筑垃圾。但盾构渣土与建筑垃圾存在明显区别。盾构

渣土是轨道交通建造过程中产生的工程渣土及工程泥

浆的总称。土压平衡盾构渣土是施工过程中盾构机切

削产生的工程渣土,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渗入的地下水

与产生的工程渣土混合形成工程泥浆[5]。泥水平衡盾

构渣土是泥水平衡盾构掘进施工时产生的悬浮态泥

浆,经分离系统、脱水处理、筛分等预处理后,得到的不

同粒径的工程渣土及工程泥浆[6]。针对工程渣土与工

程泥浆,Kiyoshi等[7]以200kPa击实后锥度仪贯入指

数与50kPa无侧限抗压强度为界定标准区分为“工程

副产物”与“建设污泥”:认为大于该值的应当视为“工
程副产物”,小于该值的应当视为“建设污泥”来进行处

置与利用;朱伟等[8]在此基础上分别按照渣土与泥浆

的来源、渣土与泥浆的性质对其进行分类。按照盾构

隧道渣土与泥浆的来源进行分类时,可将盾构渣土分

为以下四类:土压盾构渣土与泥浆、泥水盾构渣土与泥

浆、地下连续墙渣土与泥浆、基坑渣土与泥浆。但是,
由于初始地层条件与施工方法的不同,即便是同一来

源的渣土与泥浆也可能会因此在工程性质和后续处理

与利用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别,所以还需根据其后续处

理、利用的性质进行分类。表1展示了文献[8]根据物

理力学性能进行的6种分类。

表1　盾构隧道渣土与泥浆的来源分类

类别 分类标准

砂、砾 主要由粗颗粒的卵石、砾石、砂构成

砂砾土 击实后锥度仪贯入指数qc>800kPa,主要由砂及砂土构成

硬黏土 击实后锥度仪贯入指数800kPa≥qc>400kPa,主要由砂土、粉土和部分黏土构成

黏土 击实后锥度仪贯入指数400kPa≥qc>200kPa,含水率为40%~80%的黏性土

渣泥
击实后锥度仪贯入指数qc≤200kPa的泥状土,以黏土、粉土颗粒为主,

含水率>80%;含水率太高、无法击实的泥状土属于此类

泥浆 呈液体流动状,难以沉淀分离,流动度>300mm,含水率>3倍液限

　　DBJ43/T515—2020《湖南省盾构渣土处理技术

标准》[9]对盾构渣土前处理方式提出了建议,指出盾构

渣土宜处理为砂石集料与干化土,其中砂石集料可作

为再生建筑材料或用于回填,干化土经水泥或石灰掺

拌后可用于制砖或作为道路工程原料,为盾构渣土的

再利用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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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渣土组分和性质存在很大差异,同时受到众

多因素影响,如原地层土壤性质、施工工艺、盾构方式、
外加剂等,因此上述仅将盾构渣土分为砂石集料和干

化土是不合理的,为将盾构渣土充分利用和便于工业

生产需要进一步细化分级处理。20世纪90年代以

来,国外许多学者在实践中总结出多种分类再利用体

系,表2列举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Claudio等[10]根据

开挖方法和初始地层条件提出的盾构渣土分类再利用

方式。盾构渣土含水率高,再利用之前,必须进行干燥

或脱水处理,路基填料和回填材料对强度有一定要求,
盾构渣土仅通过干燥或脱水处理不能满足性能要求,
需要进一步使用固化剂来提高强度。

表2　泥水盾构渣土分类再利用方式

渣土类别 性状描述
再利用方式/处置方式

再生骨料 路基填料 回填材料 土壤复垦

1
粒径级配分布窄,多为砂粒、粉粒、黏粒,岩性组成均匀,高流塑

性,含水率较高
不适用

可能适用

A,B,C,E

适用

A,E

适用

A,E

2
粒径、岩性、矿物成分、稠度不均匀,整体润滑,可能呈现出黏性

特征,受渣土改良影响渗透率低,含表面活性剂成分
不适用

可能适用

A,B,C,D,E

适用

A,E

适用

A,E

3

性质与天然砂砾石相似,颗粒磨圆度高,渗透性良好但流动性、

含水率更高,渗透性具有时变性,存在表面活性剂与聚合物成

分,还可能存在膨润土

可能适用

A,B,D

可能适用

A,B,C,E

适用

A,E

适用

A,E

4
与1相似,通常黏度、稠度较高,存在表面活性剂与聚合物成

分,渗透性极低
不适用 不适用

可能适用

A,E

可能适用

A,E

注:A代表干燥,B代表筛分,C代表脱水,D代表粉碎,E代表固化(添加改良剂提高强度)。

　　目前盾构渣土分类仅根据土壤性质,按照用途分

类,未考虑盾构施工过程中外加剂对盾构渣土黏附性、
压缩性、流动性、污染性等方面的影响,为了将盾构渣

土合理资源化再利用,外加剂对盾构渣土的影响需要

在分级处理时考虑,然而,目前国内外尚未形成有关此

方面的系统分类指导。

2　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用

2.1　盾构渣土前处理

2.1.1　压滤

压滤是给渣土施加一定的压力从而使液体析出的

一种物理固化方式,是最方便最快捷的方法。盾构渣

土含水率高,针对盾构渣土物理处理方式一般使用压

滤。将淤泥渣土放入泥浆压滤机中,经过液压压滤形

成泥饼,后期将泥饼与一定比例的石灰、水泥搅拌固

化,成为理想的路基材料。房营光等[11-12]进行了碱渣

土的真空预压排水法和真空-电渗联合法排水固结的

对比试验,发现两种方法对碱渣土均具有明显的排水

效果,在真空预压排水后,真空-电渗联合法的排水效

果依旧明显;又在动三轴仪上模拟碱渣土压滤排水条

件的基础上进行振动排水固结试验,与静压排水固结

试验做比较,试验结果表明振动作用可明显地提高排

水速度,增加排水量;固结压力、振幅和频率对碱渣土

的振动排水效应产生明显影响。对改进渣土压滤排水

固结技术具有指导意义。压滤作为一种物理固化方

式,通过压缩渣土颗粒间的空隙并排出多余的水,使渣

土变为初步具有一定强度的泥饼。
但是,压滤处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① 压滤机工

作效率低,难以支撑高效生产、压滤出的水很难满足环

境要求,需要处理后排放;② 压滤之后盾构渣土含水

率仍较高,强度较低,仅能满足部分工程,难以普遍应

用,需要添加固化剂提高强度以此提高盾构渣土的应

用场景。

2.1.2　固化

针对上述不满足工程应用条件的盾构渣土,需要

采用土壤固化剂对其进行固化处理,提高理化性能。
土壤固化剂是由多种无机、有机材料合成的,用以固化

各类土壤的新型节能环保工程材料。根据土壤的性

质,掺入一定量的固化剂,经拌匀、压实处理,可达到需

要的性能指标。彭以舟等[13]以滨海软土地区的疏浚

淤泥为研究对象,将工业生产产生的大量磷石膏、碱
渣、废旧轮胎等废弃物回收利用,采用磷石膏碱渣和废

弃轮胎橡胶粉联合固化疏浚淤泥制作成轻质填料用来

填筑路基,实践证明效果良好;白玉恒[14]以淤泥为研

究对象,通过室内试验研究掺加粉煤灰固化剂对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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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泥的击实特性、强度特性和水稳定性的影响,发现淤

泥经掺加粉煤灰固化后强度明显提高,固化淤泥的加

州承载比随粉煤灰含量的增加而增大。使用固化剂最

大的优点就是固化效果显著,用量少,较为经济,降低

工程造价。土壤固化剂按照组分特点可以分为无机

型、有机型、离子型、生物酶型固化剂[15]。常用的固化

剂品种如表3所示。

表3　固化剂类型

固化剂类型 常用品种

无机型
ATST(Aught-Set)-3000、HEC、

HAS固化剂

有机型 PAM 固化剂、BJ-G土固化剂

离子型
中国 TG(Toogood)、美国的EN-1、

固路宝ISS

生物酶型
Terra-zyme(泰然酶)、Perma-zyme

(派酶)、Endura-zyme

(1)无机型土壤固化

无机型固化剂一般以水泥、石灰、粉煤灰、煤矸石、
沸石、各类矿渣等为主剂,主要以粉末状存在,然后掺

加一定量激发剂制备产生。无机固化剂应用时间长,
工艺十分成熟,并具有施工便捷、价格低廉的特点。其

激发剂主要包括各种硫酸盐类、酸类和其他无机盐,也
包含少量的表面活性剂等有机材料[16]。无机类固化

剂的作用机理[17]:首先胶凝材料发生水化反应生成包

围住土颗粒的胶凝状水化物,水化物硬化形成空间网

状骨架结构,增强土体的强度;其次土颗粒表面因具有

负电荷相排斥,固化剂加入之后发生离子交换作用,减
薄土胶粒双电层的厚度,使土颗粒相互靠近产生凝聚;
最后,固化剂的加入,将土颗粒中的自由水变成结晶

水,体积膨胀填充了土体的孔隙,增强了土体的强度。
张小芳等[18]掺加水泥、矿渣、石膏以及粉煤灰固化淤

泥,发现水泥有助于淤泥早期强度的提升,粉煤灰的加

入使得矿渣与石膏反应产生更多的絮状水化物 C—

A—S—H 提高了固化土强度;陈永辉等[19]利用高炉

矿渣微粉(GGBS)、水泥对高含水率碱渣进行固化处

理,发现固化碱渣土压缩系数及压缩指数随龄期的延

长不断降低,而结构屈服应力不断增大;李琴等[20]研

究发现水泥固化渣土是通过水泥水化物胶结渣土颗

粒,水泥水化物随着水泥量和龄期的增加而增加,固化

渣土的抗压强度也随之增加;渣土试样的抗压强度与

外界成型压力有关,适当的外界成型压力,有利于降低

试样空隙率、提高抗压强度;张清峰等[21]采用无机型

固化剂改性建筑渣土,发现水泥改性、水泥粉煤灰或石

灰粉煤灰综合改性的建筑渣土强度高,且强度随固化

剂掺量增大而增大。尽管这些改良剂以合理的成本提

供了高强度和耐久性,但它们对环境的污染不可忽略。
主要存在下列问题:① 污染环境。以水泥为例,每产

生1t水泥就会产生0.55t二氧化碳;② 能源和自然

资源消耗严重。每生产1t水泥大约需要消耗能量约

500MJ;③ 影响植被生长。经石灰、水泥等传统胶凝

材料改良后的土体,其pH 值大幅增加,改变了土壤本

身的性质,植被在碱性条件下很难生长;④ 改良后土

体脆性特征明显。水泥、石灰改良后的土壤脆性特征

明显,对结构稳定性带来不利影响。石灰、粉煤灰的使

用使得其对环境污染严重,随着“碳达峰”“碳中和”战
略决策的稳步推进,开发新型负碳胶凝材料作为无机

固化剂势在必行。
(2)有机型土壤固化

有机型固化剂目前主要分为聚合物类、树脂类和

高分子材料类等,由其中的一种或多种配制而成。有

机类固化剂一般通过离子交换原理或材料本身聚合加

固土壤,使用时要严格控制土壤的含水量,有些有机类

土壤固化剂在使用时要与水泥配合使用,才能达到固

化效果。当固化剂添加到土壤中发生聚合反应,生成

有机大分子链,能够渗透到被加固土体的界面内,与界

面内的土粒发生化学反应并胶结土壤颗粒;或利用有

机大分子的位阻屏蔽作用,减少土壤中的吸附水,增加

固化土的抗渗透性,改善土的工程性质。裴向军等[22]

将钠羧甲基纤维素(CMC)水溶液、PAM 水溶液和水

混合形成 M-CMC固化剂,发现 M-CMC固化剂能胶

结土颗粒,明显改善粉砂土水稳性,提高粉砂土抗崩解

性能,降低渗透性,增加土的基质吸力,提高土体水稳

性;岳爱敏等[23]使用由环氧树脂制备出的环保型BJ-G
固化剂改性粉质黏土,发现掺入固化剂的土样在固化过

程中,形成的聚合物具有很强的黏结力,土颗粒结合更

加紧密,固化土的水稳定系数随龄期不断增大。树脂等

高分子材料价格昂贵,是传统无机固化剂的数十倍,难
以广泛应用于工程;同时,部分高分子材料有害健康,对
生态环境存在潜在威胁,所以研发新型低成本、高性能、
无污染的有机固化剂是推广应用的前提。

(3)离子型土壤固化

离子型固化剂在不良土改良方面已有多年的应

用,主要应用于黏土和砂土的改良,能有效提高其力学

性能、抑制粉尘、提高土壤最大干密度、降低土壤渗透

性。许多学者对离子型土壤固化剂的作用机理和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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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土壤性能进行了全面研究。杨富明等[24]总结了

离子型固化剂作用机理,主要体现在土颗粒与离子型

固化剂之间发生离子交换作用,使得土颗粒表面吸附

的结合水膜厚度减小,颗粒之间引力增大,排列更紧

密,形成更大的团聚体,压实过程中更易压实,孔隙减

少,结构更为密实,从而使得土体强度提高;张丽萍

等[25]通过直剪、渗透试验得到 EN-1固化土的内摩擦

角和黏聚力显著增大,渗透系数显著减小,表明加入固

化剂后,能有效提高黄土的抗剪强度及抗渗性;石坚

等[26]通过试验发现使用路邦EN-1固化剂固化明显增

大土体的密实度和提高土的强度,具有良好的应用前

景和经济效益;王振宇等[27]通过对废弃渣土固化物添

加ZY-1固化剂后进行微观结构分析,发现添加了ZY-
1固化剂后,废弃渣土固化物中细长棒结晶状水化物

含量随时间增长,交织起来填充在渣土固化物的空隙

中,结晶产物生成的速度也要快于没有添加ZY-1而

仅仅添加水泥的废弃渣土固化物,表明ZY-1固化剂

作用体现在促进水泥水化反应的进行。随着金属离子

的加入,促进了渣土中的离子交换。在离子交换作用

下,金属离子与碳酸根反应生成碳酸钙沉淀,有利于提

升压实,降低含水率,有利于增强土体的强度。离子土

壤固化剂具有改良效果显著、反应迅速、用量少等优点,
但其最佳用量受改良对象影响很大,因土壤的性质和离

子含量分布具有离散性,所以很难确定最佳用量。用量

过多造成改良剂浪费、多余的离子被水浸出可能对环境

造成污染,用量过少则改良效果不佳难以满足工程需

求。离子型土壤固化剂发展方向应根据土壤特征和应

用场景的不同研究其最佳用量。
(4)生物酶型土壤固化

生物酶型固化剂为液体状,是由有机质发酵而成

的多酶基产品,主要有 Terra-zyme(泰然酶)、Perma-
zyme(派酶)和 Endura-zyme等产品。生物酶具有良

好的固结性和稳定性,通过它的催化作用,黏土中大量

的有机大分子可以结合形成中间反应酶。这种中间酶

被土中离子吸附后降低了土颗粒的亲水性,土颗粒表

面形成防水层,压实后土体中水分丧失,从而提高了土

体的强度。并且压实后的土体仍保留这种性能。吴冠

雄[28]发现生物酶固化土具有强度高、成本低、施工工

艺简单、养护简便、无污染等优点,具有广泛的推广应

用价值;张心平等[29]通过试验对比了派酶、水泥和石

灰对工程渣土的固化效果,发现派酶土的抗压强度高

于灰土的抗压强度,派酶土在自然状态下风干固化,而
水泥固化土则需要水的养护;董辉等[30]研究了泰然酶

和E3酶固化淤泥土的抗剪强度及其微观结构,泰然

酶通过提高原土体内摩擦角达到增加抗剪强度,E3酶

改良土表面形成不规整团聚状结构提高颗粒间的黏聚

力以达到加固的目的。生物酶固化剂虽具有低成本、
高性能、无污染等优势,但其应用场景有限,硬化过程

中必须保持干燥,而针对路基土或填筑土所处环境并

非干燥的状态,无法发挥酶型固化剂的优势,所以目前

酶型固化剂无法推广应用。
综上所述,目前不良土固化大量运用的是无机型

固化剂,而其中较多的是使用水泥,而粉煤灰、高炉矿

渣及钢渣等作为一种工业废弃物,将其回收利用到渣

土的固化,一举两得。但是过多使用水泥、粉煤灰会对

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两种废弃物的结合,既实

现了资源的回收利用,又具有环保效益。有机型固化

剂优点是初期的固化效果较好,缺点是随着龄期的增

加,分子产生老化,此类固化剂加固后渣土的性能会有

所降低。土壤固化剂大多应用于黄土,膨胀土和淤泥

土等特殊土的固化处理。上述4种固化剂中,运用较

为成熟的、机理研究最深入的是无机固化剂,其他三类

固化剂运用较少,市场上固化剂种类单一,新型固化剂

研发需求大,研发新型固化剂必将成为新的趋势。

2.2　路用材料

2.2.1　路基填筑材料

随着中国路网规模的不断扩大,道路工程建设需

求的土石材料量不断增大,盾构渣土用于路基土回填

是其资源化再利用最有效的途径,一方面能够解决土

石材料短缺的问题;另一方面能够解决渣土闲置、废弃

处理等问题。Riviera等[31]对阿尔卑斯山区的典型粗

颗粒盾构渣土进行了破碎处理,测试了破碎前后的粗

细颗粒性能,如压实、动力学、静力学性能等。研究发

现:有许多无法满足混凝土骨料的岩性、棱角、形状指标

要求的粗颗粒,可以将其利用在道路面层、基层与功能

层的填筑上;Mlinar等[32]、Tauer等[33]结合具体案例,对
隧道施工产生的泥浆类渣土进行了固化改性,发现泥浆

类盾构渣土细颗粒含量高,经过简单的压滤前处理后,
含水率依旧较高,呈现出流塑状态,难以用于工程填筑。
经过固化改性后,满足路基填筑的基本要求。

近年来,盾构渣土固化回填已经取得大规模实践

应用,已形成了一些成熟技术,但是在应用过程中仍需

注意盾构渣土的污染问题,盾构施工使用的部分改良

剂会随着渣土渗入土壤,进入水循环,并在自然界的食

物链内累积,最终污染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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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可控低强度材料

可 控 低 强 度 材 料 CLSM (Controlled Low
StrengthMateria)是一种流动性好,无需振捣和压实

依靠自重和流动性可自行填充,经历一段时间后具备

一定的强度,可以替代部分胶凝回填材料,其强度要求

大于优质土壤的无侧限抗压强度(0.3~0.7MPa),但

28d无侧限抗压强度小于8.3MPa。与传统回填材料

相比具有施工便捷、造价低、无需压实等优点,主要适

用于半封闭或小空间难以压实的区域,如挡土墙、桥
台、废弃管道、设施拱顶、空洞、隧道等。CLSM 由水、
水泥、中砂、盾构渣土和粉煤灰按照一定的比例制备而

成[34]。郝彤等[35]通过改变盾构渣土的含量取代部分

中砂作为细骨料制备 CLSM,通过调节水灰比和粉煤

灰的掺量制备出流动性,泌水率符合要求的CLSM,并
且CLSM 的抗压强度随水灰比变化,粉煤灰的掺入可

以提高其抗压强度,试验表明在合理配比下制作的盾

构渣土-CLSM 可以满足路基回填材料的要求,并且

能够解决传统材料存在回填死角、空隙大的问题;朱伟

等[36]以基坑渣土、水泥、减水剂为原材料制备回填土,
在不同配比下研究水固比、灰砂比对回填土的流动性

和强度的影响,试验结果表明水固比越大,流动性越

大;灰砂比对流动性有一定影响。早强型流动化回填

土强度发展主要受灰砂比影响,灰砂比越大,早期强度

和后期强度均较高,强度发展来自水泥水化作用;贾冬

冬[37]研究了龄期、水固比、灰砂比对流动性回填材料

强度的影响,且回填材料的加州承载比随着龄期和水

泥掺量的增长而增长。
目前CLSM 的应用还面临以下问题:① 流动性难

以控制、若流动性过大,则强度难满足要求,若流动性

太小、难以填充空隙达不到回填目的;② 硬化后收缩

大,CLSM 硬化过程中会产生收缩,导致难以完全填充

空隙,填充后强度较差。

2.3　再生建材产品

2.3.1　再生砖材

盾构渣土的化学成分中存在大量的铝和硅,具有

制作烧结砖的可能性[38]。姜军[39]以地铁施工产出的

盾构渣土为研究对象,将淤泥土、黏土和碎屑类渣土进

行配合比设计,制作了空心砖和实心砖两种试样,进行

了干燥性能测试、烘焙性能测试以及石灰爆裂和泛霜

试验,试验结果表明无论是制作烧结空心砖或是实心

砖,其成型性能、干燥性能、焙烧性能均较好,烧成的试

样石灰爆裂、泛霜试验结果符合要求;卢红霞等[40]以

高石英含量的建筑渣土、无定形的建筑废玻璃和高炉

渣为原料,在较低温度下制备出性能优良的烧结砖,建
筑渣土作为砖材骨架,废玻璃起到助熔剂的作用,高炉

渣的掺入可以提高烧结砖的力学性能。
郭小雨等[41]将矿渣水泥、渣土和 PVA 溶液拌和

后使用液压机成型试样,经养护得到免烧渣土砖,发现

免烧结砖的抗压强度、软化系数、冻融循环稳定性及干

湿循环稳定性都随着矿渣水泥掺量的提高而提高;姚
清松等[42]选用基坑开挖产出的粉质黏土渣土、水泥、
粉煤灰、细砂和秸秆纤维在不同的配比下制备免烧结

砖,测试其抗压强度和软化系数,结果表明粉质黏土地

层基坑渣土进行免烧砖制作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刘金龙

等[43]提出了一种加压成型砂浆包覆固化碱渣制备复合

砖的技术。通过测试在不同种类固化剂、成型压力条件

下制备的固化碱渣试块的抗压强度,发现在一定压力和

配比下可以制备出抗压强度达22MPa的免烧砖。
制备再生砖可以消纳一部分盾构渣土,有助于提高

盾构渣土的利用率,但仍有以下局限性:采用盾构渣土

制作的再生砖密度大,仅能用于市政工程,无法广泛应

用于房屋建造,由于其密度大,导致其运输不便,若用来

制备空心砖,强度不满足要求,适用范围受到限制。

2.3.2　陶粒

陶粒是一种表面光滑坚硬,内部呈蜂窝状的球形

陶制 颗 粒,常 用 于 制 备 轻 质 混 凝 土,处 理 工 业 污

水[44-45]。王征等[46]使用粉煤灰陶粒配制轻质混凝

土,制得28d抗压强度55 MPa,表观密度在1900
kg/m3 以下的混凝土;张腾飞[47]通过冻融循环试验研

究了渣土陶粒掺量对多孔混凝土抗冻性能的影响,结
果表明多孔混凝土的抗冻性能随着渣土陶粒掺量的增

加而降低,在30%掺量下拥有较高抗冻性能,能够应

用于中国大部分冬季气温不太低的地区,作边坡维护、
透水路面使用;李海滨等[48]以地铁渣土为主要原料,
氧化镁作为改性剂,烧结出一种除磷陶粒,研究发现在

氧化镁掺量为20%,700℃的温度下烧结出的渣土陶

粒对磷的吸附效果最优;谢发之等[49]以地铁盾构渣

土、稻草秸秆粉末、氧化镁为主要原材料,生产一种可

以对水体中磷进行控制的盾构渣土基碳复合陶粒,研
究发现在渣土、氧化镁、秸秆粉末配比为7∶2∶1,700
℃下烧制出的陶粒除磷效果最好,且当pH=6.3时,
除磷效果更好;张磊等[50]研究了粉煤灰、污泥和秸秆

对渣土陶粒密度等级的影响,研究发现渣土和粉煤灰

最适合制备渣土陶粒,并按一定配比制备出了700~
900kg/m3 密度等级的陶粒,电镜扫描结果表明陶粒

的密度等级越高,内部孔径越少,强度越高;高瑞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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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51]以渣土和粉煤灰为原料,在3∶1的配比,1190
℃下烧制出不同粒径的800kg/m3 密度等级的渣土

陶粒,对比市场上粉煤灰陶粒的价格,发现利用渣土烧

结陶粒具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同样陶粒也有自身的局

限性,陶粒制备需要高温,易污染环境,需要的能源资

源较多;无法大量制备,制备成本高。

2.4　同步注浆材料

盾构渣土用作同步注浆材料具有经济、高效等优

点,有效避免了盾构渣土转运过程中带来的污染。地

铁盾构施工在掘进过程中要向衬砌环与地层之间间隙

注入同步砂浆,史庆涛等[52]采用致密堆积设计思想,
开展筛分渣土、黄砂与胶结料的紧密堆积密度试验研

究,确定三者紧密堆积最密实时各自比例,并通过同步

砂浆新鲜浆体试验确定最合适的胶结料和骨料比例,
最终确定出较合理同步砂浆配比,并对掺减水剂后的

性能进行试验研究,为具体工程施工提供依据;吴克雄

等[53]将泥水盾构施工时产生的废弃泥浆作为盾构同

步注浆材料应用于同步注浆液,并研究了泥浆对同步

注浆液性能的影响,研究发现用废弃泥浆配制的同步

注浆液分层度、泌水率明显降低,解决了同步注浆液泵

送过程中的堵管问题;槐荣国等[54]通过室内试验对促

强干粉(A料)、液体激发剂(B料)不同掺比的同步双

液浆进行物理特性测定,并基于此开发出一种新型可

调节初凝时间的同步双液浆,新型双液浆具有良好的

充填性与泵送性,克服了单液浆和传统双液浆在全断

面围岩地层同步注浆施工中的难题;吴言坤等[55]通过

室内试验测定浆液的物理力学性能,研究专用塑化剂

对浆液性能的影响规律,并通过固结试验,探究了浆液

在不同地层中的固结规律:专用塑化剂能够在不影响

浆液强度的前提下,缩短浆液的凝结时间,并确定了专

用塑化剂的最优掺量。
将盾构渣土用于同步注浆材料已经有许多学者开

展了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目前主要存在以下问

题:盾构渣土用于制备同步注浆材料仅作为砂源,而砂

本身在盾构渣土中的比例具有不确定性,受地层土质

的影响,所以用于制备同步注浆材料仅适用于含砂量

较多的盾构渣土。

3　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用技术展望

国家发改委与多部门联合颁布了相关指导意见,
提出了固体废弃物再利用发展要求与目标,但是盾构

渣土与其他固体废弃物相比,理化性能差异大,不能按

照正常固体废弃物处置流程进行再利用。针对盾构渣

土,仍然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 盾构渣土分类

标准不明确,分类依据不统一;② 盾构渣土前处理方

式有待改善,设备难以支撑高效生产;③ 盾构渣土资

源化再利用缺少系统方法,资源化再利用率低,仅能消

纳部分盾构渣土;④ 部分盾构渣土充当填筑材料时,
缺少对污染物成分和污染迁移规律的研究。

3.1　盾构渣土分类

针对盾构渣土的分类研究,许多学者考虑了盾构

渣土的原有性质、原地层条件、施工方法等影响因素,
并提出了相关的分类标准。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施工

工艺的发展、盾构渣土应用场景的增加,在盾构渣土再

利用前往往会添加一定的改良剂、外加剂来改善盾构

渣土的性质,这些改良剂、外加剂,如泡沫剂、分散剂、
絮凝剂、固化剂等往往会对环境造成潜在威胁,然而目

前国内外尚未形成相关的系统分类指导。针对以上问

题,笔者提出了“盾构渣土污染物判别—分类依据—细

化分类—资源化再利用场景”的盾构渣土分类体系,如
图2所示。首先考虑原地层和盾构施工过程中添加的

外加剂存在不可降解的污染问题,对盾构渣土进行取

样检测,判别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将不满足环境要求

的盾构渣土进一步添加净化剂处理以消除污染。其次

根据施工工艺、地层条件、物理力学性质,同时考虑外

加剂添加的影响将盾构渣土细化分类为:① 砂、砾;②
砂砾土;③ 硬黏土;④ 黏土;⑤ 泥渣;⑥ 泥浆;最后根

据分类情况总结了不同的资源化再利用场景:① 混凝

土骨料;② 路基填筑材料;③ 可控低强度材料;④ 再

生砖;⑤ 陶粒;⑥ 同步注浆材料;⑦ 植被复垦材料;⑧
城市公园建造。这些资源化再利用场景包含了盾构渣

土以上细化分类的6种类型,有利于打造盾构渣土

100%利用模式。

砂砾土

砂、砾

硬黏土

黏土

泥渣

泥浆

施工工艺

地层条件

物理力学性能

外加剂添加情况

添加净化剂

是否造
成污染

盾构
渣土

是

否
可控低强度材料

路基填筑材料

混凝土骨料

再生砖

陶粒

同步注浆材料

植被复垦材料

城市公园建造

盾构渣土污染判别 分类依据 细化分类 资源化再利用场景

图2　盾构渣土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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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盾构渣土的前处理

盾构渣土前处理方式一般分为两种:压滤和固化

改良。盾构渣土与一般建筑渣土相比,含水率高、流动

性大、运输困难。所以,盾构渣土的前处理在现场进

行。与工厂化生产相比,盾构渣土的压滤前处理需要

更高的设备处理技术,而现场设备难以保证前处理的

高效生产,部分盾构渣土处理前含水率在80%以上,
即使通过压滤处置,其含水率依然在40%以上,仍存

在压实困难、强度不满足要求等问题。经压滤产生的

污水部分达不到污水排放的标准。如表4所示,针对

这些问题,建议开展高效处置设备研发,提高盾构渣土

现场压滤工作效率,可适当加入改良剂,如水泥、石灰、
离子改良剂等来降低压滤后的盾构渣土含水率。针对

压滤过程产生的污水排放不达标问题,可在压滤前加

入污水净化剂处置。

表4　盾构渣土压滤前处理缺点及改进方式

前处理方式 缺点 建议改进方式

设备难以支撑高效生产 开发新型高效设备

压滤 处置后含水率高 加入改良剂

污水排放不达标 加入污水净化剂

如图3所示,虽然土壤固化剂经历了漫长的发展

历史,其固化机理、掺量、固化效果、拌和方式等研究已

取得丰硕成果,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① 无机固化

剂,污染环境、自然资源与能源消耗严重、改良后土壤

脆性特征明显;② 有机固化剂,成本高、对环境存在潜

在威胁;③ 离子固化剂,固化时,掺量难以控制、易造

成水资源污染;④ 酶型固化剂,固化过程需要保证干

燥环境、酶活性不稳定,受温度、pH 值等多因素影响,
固化效果不稳定。针对以上缺点,笔者提出以下改进

建议:① 无机固化剂可以通过发展固废基固化剂,以
此提高多种固废的利用率,达到以废治废的目的;发展

地聚物固化剂可以有效减少碳排放;可参考负碳水泥

的研发思路发展负碳固化剂,可有效吸收二氧化碳,达
到碳固化、碳封存的目的;② 有机固化剂可以通过优

化合成材料降低成本;还可以与无机固化剂复合改良,
以减少有机固化剂的用量,降低成本,提高固化效果;

③ 离子固化剂需要根据盾构渣土的特点来配置不同

浓度的固化剂;同时根据使用场景的不同确定掺量范

围;④ 酶型固化剂需要提高生物酶的活性来保证固化

效果和应用场景,可加入部分金属离子来提高固化效

率,还可以将其与胶凝材料复合使用,胶凝材料硬化过

程中吸收水分,可为酶提供相对干燥的固化条件。

提高酶活性和应用场景

盾构渣土固化 固化剂种类 存在的问题 改进建议

与胶凝剂复合改良

根据渣土特点配置

确定掺量范围

与无机固化剂复合改性

降低成本

负碳固化剂

地聚物固化剂

固废基固化剂

资源消耗严重

污染环境

脆性特征明显脆性特征明显

无机固化剂

有机固化剂
成本高

对环境存在潜
在威胁

离子固化剂
掺量控制难

易造成水资源
污染

酶型固化剂
利用场景少

酶活性不稳定

盾构渣土
固化改良

图3　盾构渣土固化改良缺点及建议

3.3　盾构渣土的应用

针对上文所述的盾构渣土应用挑战,文中梳理了

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用标准化技术流程,并结合上述

的分类标准,提出“盾构渣土分类前处理—再利用可行

性评价—资源化利用—性能效益评估”的应用体系。
如图4所示,首先,应该考虑盾构渣土的原有性质、原
地层条件、施工方法、是否产生污染、外加剂添加等因

素,结合上述分类标准初步判别、前处理得到不同种类

的盾构渣土;之后,对不同种类的盾构渣土根据预期的

应用场景进行相关的性能测试,如:颗粒级配与形态测

试、变形特性与强度测试、耐久性测试、矿物成分分析

测试、水理特征测试、矿物成分分析等,部分性能测试

评价不达标的盾构渣土需要进行再次改良,改良后还

需对盾构渣土再利用进行可行性评价,根据可行性评

价结果将分类处理后满足条件的不同盾构渣土用于不

同的场景。最后,对得到的再生产品进行工作性能检

验与性能优化,并根据经济成本预估其潜在的市场

效益。

盾构渣土分类前处理 再利用可行性评价 资源化再利用场景 性能与效益评估

盾构
渣土

砂砾土

砂、砾

硬黏土

黏土

泥渣

泥浆

变形特征与强度测试

颗粒级配与形态测试

耐久性测试

矿物成分测试

水理特征测试

矿物成分分析 城市公园建造

植被复垦材料

同步注浆材料

陶粒

再生砖

可控低强度材料

路基填筑材料

混凝土骨料

工作性能

效益评估

图4　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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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污染物成分分析及污染物迁移

谢亦朋等[6]以杭州市望江路盾构隧道淤泥质渣土

作为植被复垦基质的改良试验研究,对盾构渣土、园林

土、冶炼厂废渣土进行了化学成分与污染物测试分析,
其中重金属污染物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污染物成分分析结果[6]

测试项目
锌/

(mg·kg-1)
铬/

(mg·kg-1)
铜/

(mg·kg-1)
镉/

(μg·kg-1)
汞/

(μg·kg-1)
铅/

(μg·kg-1)

盾构渣土 3.21 52.31 162.14 7.21 17.36 33.21

园林土 118.50 91.40 30.34 0.45 0.20 57.74

冶炼厂废弃渣土 175.00 337.00 2.40 139.00

　　在对盾构渣土进行的6种金属元素检测中,其中

3种金属元素铜、镉、汞在盾构渣土中的含量较高,这
些污染金属元素若不进行处理,会随着盾构渣土的再

利用,在自然因素的影响下渗入到周边的土体和地下

水中,造成环境污染,而现有的研究仍缺少相关方面的

探索。
污染迁移问题是很多工程应用中无法避免的问

题,少数学者针对该问题做了模型试验和数值模拟研

究。Karius和Beyer等[56-57]建立了污染物释放速率

预测模型,以砖砂土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铜、镍、铬等诸

多重金属元素在其中的结构迁移情况;Butera等[58]研

究了再生料道路基层六价铬的排放情况,建立了迁移

模型方程,得出六价铬最远迁移距离可达到距离路面

顶2m 左右的深度范围;陈宇云等[59]对西安—咸阳北

环高速的建筑垃圾填料,利用 Hydrus软件模拟镉和

砷在路基中的迁移,得出未来5年镉和砷的最大穿透

深度不会到达地下水所在的区域。
上述研究集中在室内试验和数值计算,少有依托

实际工程对其进行验证。针对污染物迁移的问题,现
有工程很少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盾构渣土成分复杂,
含有不同程度的重金属、溶盐、苯类和烃类有机物等,
在上覆压力、降雨入渗等作用下,产生的渗滤液容易渗

入到周边土体中,造成地下水污染和土体污染。其环

保性能研究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针对可能存在的污

染物迁移问题,笔者在此提出一种渣土污染物迁移的

研究思路,如图5所示。主要分为3个阶段:初始阶

段:针对不同的渣土进行污染元素检测及析出特性分

析,分别采用电镜扫描的方法和土柱试验的方法得到

渣土的主要污染元素,为后续的实验室研究提供基本

的数据支撑;实验室研究阶段:主要采取数值模拟分析

的方法,建立工程模型,分别对污染元素浓度场演变、
初始浓度敏感度、特征界面污染物浓度变化规律进行

分析,后续可进行实验室缩尺试验验证;现场验证:结

合工程实例进行测试,完成对整个分析理论的检验

修正。

初始阶段 实验室研究 现场验证

特征界面污染物浓度变化规律

污染物初始浓度敏感度分析

污染元素浓度场演变分析

实验室缩尺试验

实
际
工
程
验
证

污染物迁移
规律研究

主要
方法
数值模拟分析

电
镜
扫
描

土
柱
试
验
示
例

污染元素
检测及析
出特性分

析

图5　污染物迁移研究思路

4　结论

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学者对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用

技术研究的成果及不足,并针对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

用技术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研究发展方向,具体

如下:
(1)分析了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用技术研究的发

展与创新,详细介绍了盾构渣土的分类、盾构渣土前处

理方式、盾构渣土固化后的典型应用技术进展,并针对

性提出了目前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用技术面临压滤效

率低、固化剂昂贵、路基回填材料缺少污染物分析、利
用率低、市场效益不明显等问题。

(2)通过分析盾构渣土资源化再利用技术研究的

不足,提出了以下展望:① 提出了盾构渣土分类体系,
考虑了盾构渣土污染问题,以及更广泛的资源化再利

用场景,有利于打造盾构渣土100%利用;② 优化了盾

构渣土前处理方式,建议研发高效生产设备,发展环

保、高效、低成本复合型固化剂;③ 提出了“盾构渣土

分类前处理—再利用可行性评价—资源化再利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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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性能效益评估”资源化再利用流程;④ 提出了污

染物迁移研究思路,首先通过电镜扫描分析污染物组

分,在污染物成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土柱试验,数值

模拟分析等方式进行室内试验得出污染物迁移规律,
最后通过现场工程验证室内试验规律,将有助于推动

盾构渣土更加安全和可靠的资源化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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