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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末冬初，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波光潋滟，微
风和煦。每年 10 月开始，从俄罗斯西伯利亚、蒙古、日
本、朝鲜以及我国东北、西北等地，飞来成千上万只候
鸟，直到第二年春季逐渐离去，鄱阳湖的滩涂、湿地、草
洲、芦苇丛，成了候鸟越冬天堂。据统计，鄱阳湖的候鸟
种类已达 300 多种、近百万只，其中珍禽 50 多种，是世界
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这里还有世界最大的白鹤群，占
全世界白鹤总数的 95%以上。因此，鄱阳湖也被称为“白
鹤世界”和“珍禽王国”。

鄱阳湖能受到大自然的钟爱，背后有怎样的人鸟鱼
和谐共处的动人故事？

新妙湖大桥施工中的生态考量
江西都昌，鄱阳湖内湖新妙湖水域嬉戏的鱼儿不时

跃出水面，相互追逐，白鹤、白枕鹤、白鹳、黑鹳，还有一群
叫不出名字的鸟儿在水面掠过。尽管这里新增了一座气
势恢宏的跨湖大桥——新妙湖大桥，却并未打扰候鸟的
栖息，使这片浩瀚的水域呈现出鱼水相亲、人鸟和谐共处
的美好景象。

都昌是鄱阳湖区生态大县，拥有鄱阳湖三分之一水
域、三分之一湿地、四分之一岸线。都昌县又被称为“中

国小天鹅之乡”，每年秋冬季节鄱阳湖“水落滩出”，草
洲、浅滩、沼泽、湿泥潭等适宜环境，吸引了种群繁多的
候鸟。呵护鄱阳湖“一湖清水”，成为新妙湖大桥施工中
最大的生态考量。

新妙湖大桥全长 2292.5 米、宽 28.5 米，双向六车道，
相当于 164 个篮球场两两纵向排列。全桥 63 跨全部位
于水中，桩基础穿过厚砂层，地质复杂，不易成孔，塌孔
风险系数大、工艺复杂，安全风险高。该桥全程水上施
工，既要确保施工安全、质量、工期，同时还要保护好湖
面和周边生态环境不被污染破坏，这给施工带来了很大
难度和考验。

为了让水生生物和鸟类的生存环境不受打扰，中铁
十九局对施工工艺、施工进度等多方面都进行了综合考
量，落实环保措施 10 多项。他们贯彻“预防为主、保护优
先，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无条件接受环保、水保等部
门的监督、检查和指导，两年多时间，实现外界向业主的零
投诉。该项目负责人称，新妙湖大桥建设中的一系列环保
措施，不仅有效保护了鄱阳湖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
还为桥梁建设环保施工探索总结出一套可借鉴经验。

为达到保护水体环境的目的，建设者在水中桩基础
施工时，首先打入全封闭钢护筒，钻孔时使用相邻桩孔

作为临时泥浆池，确保施工过程中泥浆不外漏，并采用
泥浆净化机分离泥浆和钻渣，定期将钻渣清除并运走。
泥浆被运送至岸边泥浆池，待泥浆沉淀、晒干后由运输
车将沉渣集中运送到弃土场处理。承台施工时，基坑开
挖的土石方全部采用运输车外运至弃土场。栈桥上对机
械作业区域采用铺防油毡等措施进行防渗处理，机械日
常保养、维修全部在岸上修理厂进行，有效防止油料跑、
冒、滴、漏导致水体受到污染。为避免施工噪声对鱼类及
候鸟的干扰，机械车辆通过栈桥及施工作业时一律减速
慢行，禁止鸣笛，合理安排施工作业时间，尽量降低夜间
车辆出入频率，避免安排噪声很大的机械夜间施工，减少
对鱼类及候鸟的干扰。

专业守护需要建设者的参与
11 月以来，项目部职工在收尾工作的同时，继续为

鄱阳湖的环境保护作出贡献。初冬时节，大桥下的草洲
上人头攒动，3 个身穿中铁十九局工装的女孩子格外引
人注目，她们提着塑料筒，十分专注地搜索着游客们留
下的垃圾，在草洲上及沿途捡拾瓜子壳、塑料袋等生活
垃圾，她们就是建设新妙湖大桥的中铁十九局环保志愿
者。项目部工会主席李阳带领另外两名女职工，用脚步
来丈量湖岸，用坚持来守护候鸟，她说：“我们每天都走
两万步左右捡拾垃圾。游客的环保意识都非常强，我们
没有发现一例伤害候鸟的行为。”她们还向游客们宣传
环保知识，呼吁大家在享受美丽风景的同时，自觉维护
美、传递美。

鄱阳湖水奔涌入江，庐山竞秀层层叠翠。蓝天、碧
水、大桥组成了一幅大自然的美景。这里有最多姿的
水、最密集的湖、最惊艳的草、最灵秀的山、最珍贵的
鸟。为了守护这一湖碧水，为了保护远道而来的候鸟，
中铁十九局建设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让人鱼鸟
都能诗意地栖居。

候鸟天堂舞“长龙”

11月 28日，中国铁建与江苏省战略性合
作项目——徐州地铁 2号线正式开通运营，徐
州市民步入“双线换乘”绿色出行的便捷时代。

徐州地铁 2 号线全长 24.15 公里，为南
北+东西向骨干线路，贯穿老城区和新城区，
总投资 169 亿元，建设工期 5 年，全线设 20 座
车站、19个区间、1个停车场、1个车辆段。

从施工 承 包 商 到 城 市 运 营 商 的 转 型
发展，中国铁建凭借对城市基建市场的敏
锐 嗅 觉 ，下 好 先 手 棋 ，2014 年 与 徐 州 市 政
府 签 订《徐 州 市 轨 道 交 通 2 号 线 一 期 工 程
项 目 合 作 备 忘 录》，志 在 依 托 企 业 全 产 业
链 优 势 ，助 力 徐 州 市 轨 道 交 通 网 发 展 ，谋
取合作共赢。

创新管理
以优质服务促进度

2016 年 1 月 20 日，中国铁建发布项目获
取公告：公司（联合体）于近日中标徐州市城市
轨道交通 2号线一期工程 PPP项目。月余，徐
州地铁 2号线正式开工建设，一场被中国铁建
建设者称为“新时代的淮海战役”拉开战幕。

全国首单按照 PPP 规范程序招标落地
的轨道交通项目、全国 PPP 基金投资第一
单，新模式下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让中国铁
建再一次站到聚光灯下。

中国铁建徐州地铁 2号线总承包部将整
体工程委托中铁十二局指挥部代管，负责组
织全线施工，协调中铁十一局、中铁十二局、中
铁十四局、中铁十五局、中铁十六局、中铁十九
局、中铁二十四局、中铁二十五局负责的土建施
工及中国铁建大桥局、中铁城建、中铁建设等
多家单位负责的站后工程。

“干得如何，不仅考验各参建单位的品
牌能力，更影响到中国铁建的整体形象和后
续市场开发。”总承包部负责人张解潭说。
在没有可直接借鉴的管理经验的情况下，总
承包部秉承“计在行先、谋而后动”的原则，
致力于构建顶层设计，从全局角度考虑，着
力分析项目特点、把握项目难点、明确项目
定位、找准管理方向。

在明确了“协调、指导、服务、监督”的管
理职能后，总承包部组织人员对各标段进行
对口帮扶，在管理层面及时帮助施工现场解
决问题，确保现场每个细节都在对口人员的

“责任田”，同时协调处理好各方关系，发挥
规模优势。

在征地拆迁、绿化迁移、交通疏解、管线
迁改等前期工作中，他们提出“见缝插针”

“找缝插针”，主动出击，重点跟进、督促各标
段前期工作推进；通过推演、倒排工期等方
式，合理规划、编制全线指导性施工组织设
计，明确各标段施工大原则、大方向，确定关
键节点工期，保证施工进度。

同年，中国铁建在徐州地铁施工中创造
了“当年开工、当年主体结构封顶、当年盾构
始发”，盾构机单月单台掘进 458 环（550 米）
的新纪录。

革新工艺
以先进技术破难题

徐州地铁 2 号线全部为地下敷设，沿线
共穿越故黄河、荆马河、徐运新河等 12 条大
小河道、10 个桥涵桩基、15 处重要建（构）筑
物、2处陇海铁路和 1处京沪铁路。全线存在
岩溶、采空区、上软下硬、液化土等多种不良地
质，仅Ⅳ级风险源就多达 205个，安全风险大。

施工中，建设者除投入 15 台盾构机开挖
16.5 个区间外，还需采用半盖挖、明挖、暗
挖、顶管法、矿山法、三重管旋喷桩止水帷
幕、锁脚锚索等多种工艺工法。“错综复杂的
工艺工法，多种型号设备的投入使用，各标
段的相互交叉作业，徐州地铁 2 号线的施工
建设是一份考验中国铁建地下施工、管理、
技术、设备实力的综合考卷。”张解潭说。

攻坚克难与优质高效完成建设任务并
行推进。面对全线地处敏感环境和复杂地
层，建设者引进推广使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
焊、钢制侧墙大模板、钢筋笼滚龙工艺、网片
式排焊机、钢筋保护层卡具等先进的施工工
艺、机具和技术，保障施工质量和安全。

其间，总承包部多次邀请地铁专家，对

地 铁 深 基 坑 降 水 作 业 等 工 程 难 点 进 行 授
课 ，组 织 各 标 段 进 行 BIM 技 术 学 习 等 ，确
保工程顺利推进，同时还抽调技术骨干力
量 开 展 课 题 立 项 和 科 研 创 新 。 他 们 针 对
敏 感 环 境 下 岩 溶 地 层 地 铁 车 站 及 区 间 隧
道钻爆施工开展综合控制技术研究，有效
解 决 了 敏 感 环 境 下 岩 溶 地 层 城 市 地 下 工
程明暗挖施工技术难题，经专家评审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在站后工程施工中，面对系统专业性
强、专业施工队伍多、施工环境复杂以及与
其他专业接口多、场地狭小、交叉施工等诸
多特点，各标段建设者在施工前利用 BIM 技
术对整个工程进行全面优化，提前发现矛盾
点，合理安排交叉作业，对使用到的新技术、
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提前掌握，做好技术
人员培训，保证各专业施工有序衔接。

据总承包部技术负责人田瑞忠介绍，泥
水平衡盾构、双螺旋土压平衡盾构、钢套箱
接收工法、矩形顶管工法等工艺工法的创新
应用在徐州市地铁施工中均属首例，为徐州
地铁 2 号线安全顺利建设提供了可靠技术
保障。

强化引领
以标准管理立标杆

“徐州地铁 2 号线一期工程管理对象多、
管控环节多，要做到全面有序受控，关键在
于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要符合现场实际。”
张解潭说。

进场后，总承包部从建章立制入手推
动 管 理 制 度 标 准 化 ，逐 步 建 立 科 学 合 理 、

切 合 实 际 、操 作 性 强 的 安 全 、质 量 、技 术 、
方案、设备、创新等规章制度 59 项，对标段
资 源 配 置 、安 全 文 明 施 工 、过 程 管 控 进 行
全面规范。

面对 参 建 单 位 多 的 特 点 ，总 承 包 部 每
年与各标段签订《安全质量工作包保责任
状》，逐 步 形 成 涵 盖 项 目 内 部 安 全 许 可 制
度、安全生产约谈制度、隐患报告制度等系
统化的管理制度。此外，他们还先后编制
了《规章制度办法汇编》《安全文明施工标
准化手册》、“土建卷”“标准化卷”，让标准
化切实落地。

为做优施工过程的标准统一，总承包部
根据总工期要求，细化整体筹划，编制全线

“大施组”，明确关键节点工期，指导各标段工
程建设按月、季度、半年、年度分阶段有序组
织。在车站深基坑开挖、主体结构施工中，他
们严格规范施工工序，形成有序的平行流水
作业，避免工序失衡造成安全隐患，同时组织
人员创新工艺工装，消除安全质量隐患。

在标准化建设考核中，他们建立了“责
任、监管和考核”系列机制，通过明晰各级各
部门责任权限，以“清单式管理”推动“标准
化作业”，同时以日常巡查、专项检查、综合
评比及远程实时监控等日常监管结果作为
考核依据，实现责任落实与工资考核挂钩。

5 年间，中国铁建各参建单位累计 20 次
获评省级标准化星级工地与市级文明示范
工地，先后引来苏州市政府、南京轨道公司、
中国矿业大学等多家单位观摩，得到建设单
位和地方政府的高度认可，再次擦亮了中国
铁建地铁建设品牌。

图为徐州地铁 2号线大龙湖站。 曹 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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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郭俊江 朱昊玮

本报格尔木 11月 30日讯（通讯员刘雪松）近日，冷
空气接踵而至，青海省多地气温大幅下降，位于青海省海
西州格尔木市锡铁山镇的中铁十六局铁运公司锡北铁路
运营指挥部“对症下药”，精心“护理”机车，保障铁路冬季
运输安全。

“我们开展机车冬季检修，就是为了排除机车在冬季
行车中产生的安全隐患。”在机车大库里，指挥部检修主
任冯仁江和几名同事围在一台东风 8B 型机车上忙碌着，
对车顶烟囱挡泥板、机车走行部闸瓦、减震弹簧进行日常
检测，还对机车风管、水管、折角塞门等外露部位进行防
寒包扎。

根据青藏高原入冬较早的季节性特点，他们成立了
专门的检修工作小组，从 10 月上旬开始对所属机车设备
进行摸底调查，严格按照机车防寒检查标准，明确检查整
修范围、重点和整修质量标准，重点检查以往机车易发生
故障的走行部、制动系统、电气装置和柴油机等部位，对
发现的隐患登记造册，为每台机车建立档案卡，逐项整
修，并明确专项负责人跟踪问题处理进度，及时消除隐
患，形成闭环式管理，减少机车“跑、冒、滴、漏”故障，确保
机车质量全面达标。

针对锡北铁路沿线风沙大的现状，他们及时更换吹
扫了各类滤芯，还进一步加强热备机车和封存机车的管
理，做好机车的防寒工作，防止机车冻结，保证热备机车
良好的质量状态，确保冬季雨雪天气安全行车。

在做好机车检查鉴定的同时，他们还补充完善机车
冬季救援方案，对机车乘务员及其他业务工种人员进行
防寒过冬专项培训，并开展冬季设备应急处置演练，全面
提高冬季行车安全意识及业务技能水平。此外，他们对
站内线路、道岔、信号等设备进行排查，加强车站铁鞋、钩
锁器等设备的管理，确保其状态良好，为冬季安全运输提
供保障。

据悉，自 2015 年入驻锡北铁路以来，该公司圆满完
成了各项运营生产任务，截至 11 月 29 日，顺利实现安全
生产 1808 天。

本报南宁11月30日讯（记者
邓联旭 通讯员刘 鹏 吴盛洋）
日前，由中国铁建承建的南宁地
铁 2 号线东延线工程开通试运
营，标志着南宁市“井字形”轨道
交通网建成。

由中铁建北部湾公司总承
包的南宁地铁 2 号线东延线全
长 6.3 公里，共设车站 5 座、停车
场 1 座，设计最高运行速度为 80
公 里 每 小 时 ，合 同 额 31.55 亿
元。其中，他们建设的新村停车
场是广西首个“带上盖物业地铁
停车场”。

面对工期紧、交叉施工多和

工作面移交慢等诸多困难，他们
通过合理调配资源、加强沟通协
调、倒排工期等管理手段推进施
工，优质高效完成了各项施工节
点目标任务，顺利通过各专业工
程验收，得到业主及监理单位的
高度认可，为企业赢得了良好信
誉及口碑。

据悉，开通试运营后，整条
2 号线将成为贯通南宁市区南
北 向 的 骨 干 线 ，与 3 号 线 、4 号
线一起在江南区及五象新区形
成 闭 合 环 路 ，助 力 南 宁 地 铁 形
成“四线齐发、八方通达”的新
格局。

本报重庆11月 30日讯（通讯员张 婕 李 枫）11 月
25 日，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国内高铁第一深水桩基桥
——郑万高铁彭溪河多线特大桥顺利合龙。

彭溪河多线特大桥是郑万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
之一，位于重庆市云阳县境内，全长 741.6 米，主跨长达
200 米。其中 10 号、11 号主墩横穿三峡库区，处于河段水
深约 60米的斜岩环境中，是国内高铁第一深水桩基桥。

“由于大桥桩基位于水下约 60 米的斜坡上，水位的
无规律大幅度涨落变化给栈桥、围堰施工及深水桩基施
工带来极大困扰，同时施工期间还要保证持续通航，施
工难度大、风险高。”大桥施工技术负责人介绍。为此，
他们专门修建了高桩栈桥，在栈桥上搭建钻孔平台进行
水中桩基施工。同时，他们还成立了技术研发中心，对
钢围堰设计与施工、大跨度连续梁线性监控、钢管拱施
工等难点进行技术攻关，通过运用 3D 仿真模型、BIM 技
术、VR 技术对复杂工艺工序进行可视化交底，确保大桥
施工安全顺利推进，多项技术填补了我国高铁深水基础
施工空白。

郑万高铁全长约 818 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
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通车后，将大大缩短重庆及
三峡库区与华中、华北等地的距离，北上广等发达城市
都将纳入重庆市民的一日生活圈。

本报老挝万象 11月 30日讯（通讯员项德葵）日前，
中铁建电气化局北方公司成功中标中老磨万铁路客运
信息系统工程。这是中铁建电气化局继中标中老磨万
铁路“四电”弱电工程后，以铁路“四电”集成主业优势，
深度开发海外市场，滚动经营的又一重要成果。

中老铁路是“一带一路”、中老友谊的标志性工程。
此次信息系统工程主要包含 10 个车站客运服务信息系
统的系统集成，万象调度中心旅客服务信息系统中心的
系统集成，以及全线客票系统（含万象调度中心）建安工
程，计划 2021 年 11月竣工。

本 报 定 西 11 月 30 日 讯
（通讯员许 岗 张 果）近日，由
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承建的陇
西至漳县高速公路最长隧道漳
县隧道全面贯通。至此，陇漳高
速公路全线 5 座隧道全部安全
贯通，为 2021 年 6 月达到通车条
件赢得了宝贵时间。

甘肃省重点工程陇漳高速
公路全长 38.8 公里，全线 5 座隧
道双洞总长 10.08 公里。其中地
处甘肃省定西市境内的漳县隧
道 分 左 右 两 线 ，左 线 长 2689.5
米，右线长 2728 米，是全线控制
性重难点工程。

为破解特殊地质施工难题，
他们联合设计院、监理、高校和
专家对专项施工方案逐一反复
论证，超前制定风险应对措施。
施工中，他们践行“以工装保工
艺，以工艺保工序，以工序保质
量”理念，创新运用先进工艺，确
保施工安全，实现工程质量一次
成优。

陇漳高速公路是甘肃定西
地区深度融入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的大通道。建成后，甘肃漳
县将告别无高速公路历史，对改
善区域交通运输条件，带动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乌鲁木齐11月30日讯
（通讯员袁 鹏 刘 军 师振翔）
近日，中铁建设新疆乌鲁木齐宝
能 城 项 目 迎 来 重 大 突 破 ，总 高
285.35 米、有“新疆第一高楼”之
称的主楼建成封顶。

乌鲁木齐宝能城项目总建
筑面积 175 万平方米，共包含 5
栋 超 高 层 ，高 度 从 247.4 米 到
285.35 米不等。此次封顶的主
楼建筑面积 14 万平方米，地上
62 层，地下 4 层，创下新疆最大
单体结构用钢量、首例大体量混
凝土浇筑、总吨位最大的减震构
件投入等多项纪录。

整栋楼采用钢管混凝土外
框与钢支撑筒体结构，钢结构总
用钢量达 3.6 万吨，相当于 5 座
埃菲尔铁塔。最底层钢板厚度

达 10 厘米，单根钢柱最重可达
28 吨。其中最底层的一根钢柱
经过 12 个焊工三班倒昼夜不停
焊接才彻底完成，消耗焊丝长度
达 50000 米 ，足 以 绕 标 准 操 场
125圈。

该楼 3.6 米厚的基础筏板高
标号混凝土浇筑，在新疆尚属首
例。为此，项目部一方面与当地
搅拌站合作，经过 400余次试配，
终于成功研制出 C70高标号混凝
土。另一方面，项目部成立混凝
土浇筑指挥部，安排 3 个班组连
续 50个小时不间断施工，最终实
现 1.2万方混凝土一次浇筑成型。

目前，该项目主楼已进入动
臂塔拆除、玻璃幕墙安装、机电
设 施 安 装 阶 段 ，整 个 项 目 预 计
2022 年竣工。

——中铁十九局新妙湖大桥环保施工纪实

本报记者 张振宇

中铁十六局铁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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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漳高速公路全线隧道全部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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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万 高 铁 彭 溪 河
多线特大桥顺利合龙

中铁建电气化局

中老铁路再中一标

11 月 26 日，由中铁十四局、中铁二十五局参建的京沪高速公路莱芜至临沂（鲁苏界）段改扩建工程全线通
车。该高速公路由双向 4 车道提升为双向 8 车道，大大提高了京沪高速公路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对于完善国
家和山东省高速公路网络和运输体系建设，打造鲁南苏北立体交通大格局，进一步推动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具
有重要意义。图为通车后的京沪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 徐汝燕 摄

京沪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京沪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全线通车

美丽铁建美丽铁建

与绿色同行与绿色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