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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铁二十五局参建的焦柳铁路广西段电气化改造工程开通运营，广西段内开行了 44 年的内燃机车将逐渐退出历史舞
台，焦柳铁路广西段正式步入电气化时代。焦柳铁路修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全长 1636.3 公里，预计于今年底实现全线开通电气化，
届时往返怀化至柳州的货物列车运输时长将减少 90分钟，运输效能将提高 25%。图为列车驶出新建融安站。 梁海军 摄

广 州 地 质 条 件 复 杂 ，堪 称“ 地 质 博 物
馆”。从最软的淤泥层到最硬的花岗岩地层，
盾构掘进难度大。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中国铁建大
桥局二公司广州地铁 18 号线和 22 号线项目
团队知难而进，挑战自我，在盾构掘进中克服
了诸多施工难题，实现了复杂地层条件下的
安全穿越。

“铁建方案”服务“新速度”
目前，广州地铁运营线路的最快时速为

120 公里。广州地铁 18 号线和 22 号线建成
通车后，列车运行时速将达到 160 公里。这
也意味着工程施工的标准更高、难度更大。

中国铁建大桥局二公司项目团队在施工
过程中量身定做了一套“铁建方案”。

沙溪站至石榴岗站区间右线全长 4.31 公
里，是地铁 18 号线和 22 号线全线最长区间。
面对长距离隧道施工难题，他们只能在工序上
做减法，不断缩短隧道内运输时间。

隧道内负责运输渣土和管片的电瓶车最
快时速不超过 5 公里，然而隧道距离过长直
接导致运输时间变长，此时电瓶车上的混凝
土浆液就会沉淀离析，水和砂浆分层。

“区间施工过半以后，我们在施工中发
现，分层现象越来越明显，最后整车浆液直接
没法使用了，而且还需要停工等待，直接影响
施工进度。”项目副总工程师杨培建介绍。

经过多次试验，施工人员在电瓶车充电桩
位置增加浆车搅拌供电装置，在电瓶车充电的
同时对浆液进行搅拌，从而缩短浆液静止时间。

在面对风险源时，项目部通过增加预案，
做好各项前期准备工作。砂石区间盾构司机
祁聪的桌上摆着10本施工手册，这是项目团队
制作的《盾构施工手册》，项目的每一个重大风
险 源 都 会 有 一 本 相 对 应 的 施 工 指 导 手 册 。
杨培建说，这个小册子是项目独有的一项“发
明”，它相较于口头技术交底更清晰准确且更
便于携带。

每当进入风险源施工，祁聪总是随身携
带这个“宝贝”。

祁聪说：“刚开始下穿珠江后航道没多
久，就遇到隧道涌水险情，当时内心非常紧
张，马上意识到可能是隧道与江底连通了，第
一反应就是让盾构机停下来。”祁聪立即查阅
项目专门为下穿珠江后航道编制的《盾构施
工手册》。“根据书中的指导将盾构机的掘进
模式由气压平衡转换为土压平衡，快速掘进
通过联通位置，并联系注浆人员对连通位置
进行注浆修补。”

当杨培建带人赶到盾构机操作室时，一
切施工都已经恢复正常。

“软硬兼吃”穿越别墅区
根据线路设计需求，广州地铁 18 号线和

22 号线需要穿越 32 栋三层联排别墅。这可
难住了已经在广州从事 13 年地铁建设工作，
参与了 7条线路建设的项目经理靳建民。

靳建民介绍，由于上软下硬地层的结构特
性，盾构机掘进过程中，一方面可能出现盾构姿

态上浮，导致掘进方向出现偏差；另一方面，硬度
低的上部地层会多出渣，造成地面沉降或塌陷。

“正常情况下，在上软下硬地层中施工，
我们会采用注浆方式对施工区域进行预加
固。”但是，别墅群的业主不同意在别墅群地
下施工范围内注浆，项目在别墅群区域内穿
越上软下硬地层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面对上软下硬地层盾构施工技术难题和
施工工期紧、沉降控制严、施工风险高的实
际，项目团队用尽全身解数研究地层，不断优
化方案，动态调整掘进参数。

在番南区间的地面监控室，该公司盾构
专家、项目负责人、区间负责人组成攻坚团
队，时刻紧盯监控屏幕，数据稍有不对，就会
直接给司机打电话，了解隧道内的实际情况。

“掘进最艰难的时候，每隔几分钟就能
接到一个来自地面监控室的语音电话。”番
南区间左线盾构司机曹培林回忆说。最终，
他们通过一环一环地调整，找到了合适的掘
进参数，打破了施工中寸步难行的僵局。

项目副经理兼工区负责人赵永兵说，在
监控室不仅要盯着监控屏幕观察隧道内的情
况和各项参数，还需要记录每出一斗渣土和
盾构机的前进距离。“按理论值，出一斗渣盾
构机前进 265 毫米，一旦前进距离出现偏差，
就意味着多出渣了，就要马上找原因。”

45 天后，左线盾构机安全穿过上软下硬
地层，设计要求沉降值不能超过 30 毫米，实
际最终测量平均值为 6毫米至 8毫米。

安全穿越1.6公里“火线”
“机长，番禺大道右线盾构机刀盘区域地面

发生 较 大 沉 降 ，附 近 的 燃 气 管 道 有 气 体 泄
漏！”“收到，我立即到现场，请做好现场的
交通导行及人员疏散。”在项目会议室，一
场“ 管 线 抢 险 桌 面 应 急 演 练 ”正 在 紧 张 进
行，30 多名管理人员和工人都在全神贯注
观看演练过程。

在南村万博站至沙溪站区间施工中，盾
构机需要平行下穿次高压燃气管线，掘进长
度 1.6 公里。据介绍，盾构机在次高压燃气管
道下掘进，地表一旦出现沉降或者隆起，燃气
管线接口就可能被拉裂，造成气体泄漏；如果
盾构掘进造成地面塌方，则会直接造成管线
损坏。“在次高压燃气管线下掘进，每一米都
如履薄冰。”

为此，项目部在开始平行下穿燃气管道
前分别组织了桌面推演和现场演练，模拟出
现险情时，如何快速汇报并迅速解决问题。
在开始下穿燃气管道前，他们还选取了 40 环
长度的隧道作为试验段。

据区间主管工程师丁志恒介绍，项目部
还制定了应急预案，并在距燃气管线 10 米的
位置设立了应急物资存放点。

为了能够第一时间掌握现场情况，及时
应对险情，施工人员在该区间设置了专门巡
线员，对线路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巡视。这
是该公司在这个项目“特设”的工作岗位。

目前，中国铁建大桥局二公司负责施工
的两站三区间施工任务，车站已经封顶，沙石
区间左右线施工任务都已经完成，其他两个
区间正在加速掘进中。

图为广州地铁 18 号线和 22 号线项目成
型隧道。 杨德耀 摄

“建设质量强国、决胜全面小
康”。作为建筑施工企业，在项目
一线开展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现
场排查、纠缺整改等活动，持续改
善质量管理，提升发展品质。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桩
桩质量事故案例化作震耳警钟。
今年 9 月份的质量月主题活动，企
业各级特别是施工一线，不失时
机，再次开展多种形式活动强调质
量意识，进行专项治理，消除质量
通病，以此保障工程质量，推进品
牌培育，提升产品质量，着力构建
工程质量“防火墙”。

毋庸置疑，每一个工点、每一
道工序、每一个岗位，都是建设质
量 强 国 的 前 沿 阵 地 和 第 一 道 关
口。不同的工种却有相同的责任，
坚持以优取胜思维，做到以工序一
次成优确保项目创优目标。借助

“质量月”活动的强劲东风，各个项
目有针对性地开展质量常见问题
专项治理，进行重点控制和全面质
量自检、互检、交接检，实现上下联
手，全员发力。

同时，技术人员务必做到现场
交底要具体、到位、有操作性，确保
作业人员明确施工部位的设计意
图、技术要求、施工工艺及应注意的问题，避免交底笼
统化、抽象化、简单化。

现场技术人员，是施工现场质量的“守护神”，要
紧贴关键部位，随时检查督导落实交底中的各项内
容。在工序环节上，确保作业人员规范施工，规避不
良行为。要通过宣传学习使员工明白，“忽视过程质
量把控，就是砸掉自己的饭碗”，并以“质量月”活动宣
传教育，提高全员质量意识，让“质量月”主题思想融
入全员岗位工作中，实现“在岗一分钟，细心 60秒”。

“ 质 量 在 我 心 中 ，标 准 在 我 脑 中 ，工 艺 在 我 手
中。”作为施工人员，“质量月”活动中的每个口号要
入脑、入心、见行动。过程中的心到、眼到、手到是保
证质量的关键。不能让“质量月”活动演变为“一阵
风、一场雨”。

打造放心工程，需人人把关，久久为功。考验的
是责任，检验的是细心。只有过硬的工程质量，才会
你好、我好、大家好。

本 报 柳 州 10 月 14 日 讯（通 讯 员
钟咏峰 谢裕增）近日，中铁二十五局四
公司中标合同额 14.32 亿元的海南“东方
傲立石化南海凝析油及轻烃综合利用项
目工程”，成功“点亮”海南省经营承揽版
图，进一步巩固了“依托广西、辐射周边”
的西南经营格局。

这是该公司火力瞄准“大客户”，经
营承揽尝到“大甜头”的一个缩影。近两
年来，该公司通过精准对接“大客户”，累
计开发了近 200亿元的承揽总额。

受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公司承
揽任务压力空前。面对压力，该公司立足

“后疫情”时期市场形势，以问题为导向，
强化经营提质，强调高端对接，火力瞄准

“大客户”，坚持承揽“好项目、大项目”。
“必须摒弃‘捡到篮子就是菜’的错误

观念，严守标前成本关口，控住风险面。”该
公司领导班子达成共识，在经营工作会上
反复强调，要坚决落实“六不揽”“七严禁”
管理制度，从源头上规避“劣质标”，实现抓
大放小，将潜亏拦截在企业门外。对此，该
公司采用“经营人员+项目精英”协同作战
模式，严格按照《标前评审实施细则》开展
标前可行性分析、尽职调查、论证评审等
工作；成立评标专家组，结合“市场行情+
现场施工”实际评判报价策略和施组方
案，经专家组论证审查通过后，方可参与
投标；完善项目核心要素及融资监控预警
机制，在经营人员业绩考核中突出责任成

本等权重，加大经营质量专项考核占比，
统一经营共识。

上半年，该公司协同区域总部多次接
洽拜访南宁、重庆、贵阳、昆明、武汉等城市
区域政府领导，提前锁定了重庆渝湘高速
公路、贵州桐新高速公路、武汉至大悟高速
公路等大中型项目；同时，针对 34 个工程
项目实施了标前测算，涉及合同金额 231
亿元，针对测算盈利能力差、潜亏风险大等
5个有亏损隐患的项目，果断弃标；针对“盈
利能力强、符合企业战略发展”的工程，果
断出手、精准投标。截至 9月，该公司经营
承揽捷报频传，先后斩获了铁路核心港、高
速公路、转体立交桥、石化等各类工程近 70
亿元。

本报雄安10月14日讯（通讯员刘 辉 赵连浩
陈 云）近日，由中铁建电气化局承建的雄安牵引
变电所一次合闸送电成功，标志着国内首座地下牵
引变电所建成并送电成功。

雄安牵引变电所所有设备在地下布置，上层房
屋建筑面积 8661 平方米，位于京雄城际雄安站南
侧，是全路首个地下布置的牵引变电所。雄安牵引
变电所引入两路 220 千伏三相电源，设计馈线（含预
留）20路。

承担此次送电任务的三公司京雄项目部制定
了严格送电运行方案，加强与国家电网及业主单位
沟通与协调，组织作业人员认真检查设备状态，演
练送电程序步骤，作业人员规范操作，确保了送电
成功。据悉，作为雄安铁路枢纽的供电核心，雄安
牵引变电所将为京雄城际铁路、京港台高铁、雄忻
铁路、津雄城际等铁路接触网输送动力。

国内首座地下牵引变电所
建 成 并 送 电 成 功

本报昭通10月14日讯（通讯员王忠霞 胡 明
记者张少峰）近日，由中铁十八局二公司承建的云南
省龙东格复建公路控制性工程小江大桥顺利合龙。

小江大桥由引桥和主桥两部分组成，引桥采用
预制简支 T 梁和钢筋混凝土现浇连续箱梁，全长
752 米，桥梁宽度 10.55 米，最大桥高 98 米。主桥采
用预应力混凝土波形钢腹板连续刚构，总跨度 610
米，是云南省首座波形钢腹板桥梁。

龙东格复建公路作为白鹤滩水电站移民代建
工程，是沟通云南省、四川省两省的重要通道。小
江大桥位于小江断裂带附近，地质结构复杂，为典
型干热河谷地区。

自 2018 年 12 月底上场后，针对桥梁建设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困难，中铁十八局二公司白鹤滩水电
站移民代建项目部联合设计单位，坚持“高品质、高
起点、高标准、高效率”理念，采用自主研发的智慧
工地管理系统，克服了大跨径、高墩等技术难题，确
保大桥施工过程结构受力安全和线形精度。

安全帽、蓝工装、红袖章、小本子。这是
中国铁建港航局三公司小清河 4 标三工区现
场安全文明环保督查小组成员的标配。

由该工区负责施工的小清河广饶段全线
长 35.85 公里，点多、线长、面广，管理跨度大，
人力资源摊薄，加之起重、高空作业及船舶作
业等交叉作业，重型机械设备作业叠加，安全
管理任务十分繁重。

如何进一步强化现场安全监督管理，压
实安全管理责任，建立有效且长效的安全管
理机制，成了该工区管理团队的重大课题。
基于此，他们组织成立安全文明环保督查小
组，由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工会安全监督员、
一线技术人员等各个岗位人员组成。

“施工现场的安全文明环保督查工作，向
来由专职安全人员负责。督查小组成员里什
么岗位都有，是否具有安全管理方面的专业
能力和水平？”刚开始，不少人对督查组心存
疑虑。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不懂的，咱

们就问；不会的，咱们就学。”该工区支部书
记、督查小组组长王伟对组员们说。

于是，专职安全管理人员与工会安全监
督员牵头组织开展培训活动，就安全知识、

“一法三卡”工作法、文明施工等内容进行讲
解，并通过现场巡检等方式，加速组员们理论
与实践结合。总之，为了提高本领和技能，组
员们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专业人员和现场
工人学，矢志成为“学安全、懂文明、会环保、
善管理”的复合型人才。

名正才能言顺。在督查小组苦练内功的
同时，三工区领导班子也在深谙如何在体制
机制上为督查小组赋能。

“督查小组由党支部牵头成立，对项目安
全管理领导小组负责，同时，联合安监部、工
会等相关部门，既落实了‘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的要求，又构建了‘齐抓共管、人人参与’
的工作格局。”该工区经理田野说。

怎么干、干什么、谁来干的问题都解决
了。在这个工作思路指导下，该工区党政主管
担任组长，现场经验丰富的老书记——闵皓担
任常务副组长，从项目管理人员到一线施工人
员都可加入督查小组。他们来自不同岗位、不
同部门，开始“多管闲事”起来。

自进场至今，督查小组坚持每周进行例
行巡查，每月进行一次联合大检查，平时不定

期对施工现场进行督查，发现安全隐患、不文
明问题等及时纠正，对无法立即整改的限期
整改，对整改不到位等情况进行现场移交，并
专人跟踪落实。

督查小组在周巡月检不定期督查的同
时，高度重视“回头看”工作，对历次查摆出的
已闭环问题进行复验，确保同类问题一次杜
绝、不重复出现。

在现场巡检督查的同时，督查小组成员见
缝插针，充分利用安全教育早班会等进行理念
宣贯工作，此举不仅丰富了安全教育培训内
容，扩大了入场三级教育范围，提高了现场管
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作业人员的安全文化素
质，还使安全文明环保意识深入人心。

经过 8 个月的实战，这支督查组已蜕变
成该工区施工一线安全文明环保工作的“排
头兵”。

本报广州10月 14日讯（通讯员何 赟 黄诗尧）
“请问，大直径盾构机自行过站，你们独创的技术革新
有哪些？”“我们依托托架改造技术，消除了过站时的
不安全因素，而且采用整体过站方式，不用分解盾体、
不需进行二次装机，大大缩短了过站工期。”近日，中
国铁建“青创杯”广州地铁项目青年创新成果大赛决赛
中，中铁十一局城轨公司盾构 13 队技术室主任赵东红
在现场答辩。赵东红背后的广州地铁18号线项目王建国
创新工作室团队，研发的成果《大直径盾构机自进式整
体过站施工方法》在此次比赛中获得一等奖。

“这些成果都是在我们一次次技术攻关中产生
的。”该工作室领衔人、项目经理王建国一语道出了秘
诀。王建国创新工作室所在的广州地铁 18号线是粤港
澳大湾区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连接广州市中心城
区与南沙自贸区，是国内在建地铁时速最快的项目之
一。在项目技术攻坚中，工作室汇聚团队智慧进行创
新实践，扬尘监测系统及立体喷淋系统、污水净化系
统、全景式沙盘模型、BIM 综合管理系统、盾构设备升
级改造等创新成果在项目管理和技术革新中发挥了
积极作用。

这次“青创杯”斩获一等奖的成果就是因为项目
的 8.8 米大直径盾构机在盖挖法结构内如何实现长距
离高效过站遇到了难题。经过反复研究和现场实践，
工作室采用盾构机托架作为盾构机前进支架，安装外
置水平、垂直千斤顶提供推进动力，减少了盾构机整
体过站工作量和过站所需施工材料数量，降低了过站
成本，提高了施工效率。该成果不仅可以节约大量施
工时间及费用，还有效确保了施工的安全性。

不仅如此，该项目陇枕出入场线隧道弯度和线路纵
坡都接近地铁设计曲线、坡度极限值，盾构难度大，是 18
号线最大的“拦路虎”。在新技术的支撑下，隧道不仅顺
利贯通，还创造了盾构月掘进 541.6米的施工纪录。

这样的青年创新工作室在该公司还有很多。马
明聪、龙广山、王建国等创新工作室，被评为省部级、
中国铁建及集团公司“劳模创新工作室”。除此之外，
该公司积极开展青年“五小”创新创效活动，激发一线
员工的创新、创造热情，加快专业人才的培育速度，攻
克多项技术难关，先后获得 200 多项实用新型专利技
术，在培育全员创新文化的同时，该公司也取得了可
喜的社会经济效益，连续 3 年被评为中国铁建工程公
司营业收入、经济效益双 20 强，有 8 项科技成果达到
国际领先或先进水平。

““地质博物馆地质博物馆””下的安全穿越下的安全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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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十一局城轨公司

创 新 工 作 室
成新技术孵化器

云 南 首 座 波 形 钢 腹 板
大 桥 小 江 大 桥 合 龙

中铁二十五局四公司

火力瞄准“大客户” 经营尝到“大甜头”

焦柳铁路广西段步入电气化时代焦柳铁路广西段步入电气化时代

工区督查组巡检记
通讯员 宗化龙 王庆港

新闻直通车新闻直通车新闻直通车

本报北京10月14日讯（通讯员程 越 曹艳丽）
日前，中铁建设物资公司从 2020 钢铁中国·天津钢
铁产业链高峰论坛捧回“2019~2020 年度京津冀区
域优质工程服务企业”奖项，这是该公司连续第三
年获此殊荣。

去年以来，该公司坚持“现货贸易+工程服务”
双轮驱动，向上深挖优势资源，在京津冀地区与河
钢、凌钢、敬业钢铁集团等钢厂形成战略合作；向下
为客户创造价值，采取钢厂直发、跨区域调货等多
种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客户施工总成本。他们先后
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北京朝阳站、雄安容东片区
安置房、天津国家会展中心等数十个京津冀地区重
点工程供应钢材，累计供货量超过 100万吨。

2020 年，在保障雄安容东片区安置房项目期
间，该公司采取“5+2”“白+黑”不间断供应，端午节
期间单日采购量突破 3700 吨，单日供货量突破 2700
吨，助力新区首栋安置房主体结构率先封顶的同
时，也创下公司单日采购量、供应量双纪录。

中铁建设物资公司

蝉 联 京 津 冀 优 质
工 程 服 务 企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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