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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在我国，习惯上将用于软土地层的称为盾构，将用于岩石地层的称为TBM。  

      盾构机根据工作原理一般分为手掘式盾构，挤压式盾构，半机械式盾构（局部气压、全局

气压），机械式盾构（开胸式切削盾构，气压式盾构，泥水加压盾构，土压平衡盾构，混合

型盾构，异型盾构）。

      用盾构机进行隧洞施工具有自动化程度高、节省人力、施工速度快、一次成洞、不受气候

影响、开挖时可控制地面沉降、减少对地面建筑物的影响和在水下开挖时不影响地面交通等

特点，在隧洞洞线较长、埋深较大的情况下，用盾构机施工更为经济合理。 

      盾构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就是一个圆柱体的钢组件沿隧洞轴线边向前推进边对土壤进行挖掘

。该圆柱体组件的壳体即护盾，它对挖掘出的还未衬砌的隧洞段起着临时支撑的作用，承受

周围土层的压力，有时还承受地下水压以及将地下水挡在外面。挖掘、排土、衬砌等作业在

护盾的掩护下进行。

      2015年11月14日，由中国铁建重工集团和中铁十六局集团合作研发的中国国产首台铁路大

直径盾构机在长沙下线，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打破了国外近一个世纪的技术垄断，将加

速中国快速城市化和大铁路网建设的步伐。本次下线的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8.8米，总长100

米，每台售价比进口同类产品便宜2000万元以上，性价比高，可靠性好，能够适用于多种复

杂地层，下线后将服务于广珠城际轨道交通线。

      2011年全球盾构机产量为831台，2015年增长至1074台；2011年全球盾构机消费量为813台

，2015年增长至1031台。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盾构机市场深度调查分析及投资风险评估报告

》共八章。首先介绍了盾构机行业市场发展环境、盾构机整体运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盾构

机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盾构机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盾构机做了重点企

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盾构机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盾构机产业有个系

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盾构机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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