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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电脑屏幕上的视频连线软件，一
根根施工作业面的钢筋清晰地展现在乔建
文眼前，现场技术员将钢筋密度过高、钢构
复杂节点导致绑扎困难的图像实时回传至
乔建文电脑屏幕，经过乔建文与现场工人
共同商讨方案，不到 10 分钟便找到了解决
方法……

这是发生在中铁二十局六公司汕头国
际眼科医院项目施工现场的一幕。近年来，
中铁二十局结合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
等技术，以“机械化、工厂化、专业化、信息
化”为技术支撑，加快“数字铁建、智慧铁建”
建设，把工人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让现
场施工倍感轻松。

“BIM+”让现场施工变简单

“BIM+智慧工地就好比给工地安上了
‘最强大脑’，利用手机客户端就可以对工地
的各个环节进行智能化管理。”中铁二十局
六公司汕头国际眼科医院项目总工程师乔
建文介绍道。乔建文打开手机演示，系统中
可查看工程进度、领发料记录、质量缺陷整
改及对下支付审核，还可见噪声、扬尘、风速
和作业人员数量等数据。

同样的系统在西安绿地丝路全球文化
中心项目中得到应用。该项目 1.6 万吨的钢
结构构件，尤其是国际会议中心每一根钢柱
倾斜的角度都不相同，需要“私人定制”。该
项目通过 BIM+GIS 地图进行三维建模，模
拟钢结构吊装顺序，并对所有钢柱进行二维
码标识，标识后工厂化加工，现场拼装，有效
保证了每一根钢柱均能准确找到自己的安
装位置，助力项目与十四运主场馆西安奥体
中心实现整体灯光联动。

在中铁二十局麟法高速公路野河山隧
道 、石 臼 山 隧 道 建 设 中 ，建 设 者 开 创 性 将
BIM 技术与隧道开挖前三维地质预判、开挖
后隧道变形空间分析相结合，实现隧道安全
风险事前、事中双重控制。开挖前，技术人
员通过 BIM 技术+TSP 地震波探测、地质雷

达技术，准确构建地质三维模型，为隧道掘进
提供可视化地质信息与风险预警。开挖后，建
设者通过 BIM 技术+激光自动测距技术将前
期地质勘查情况、超前地质预报、开挖反馈三
阶段差异化同屏对比，推测微震与围岩稳定性
关系，提前探测前方或施工段的地质灾害。

“BIM+地质三维模型以直观形式监测
隧道建设全过程，为隧道施工提供风险预
警，大大降低了施工中可能发生的安全事
故。”中铁二十局麟法高速公路项目现场负
责人杨林表示。

智能装备让工程质量更放心

隧道二衬光洁平整无色差、仰拱干净平
整……走进麟法高速公路野河山隧道，一切
就像精心雕琢的“艺术品”。

“全是这台智能化衬砌台车的功劳，它
能够实现自动分仓浇筑，克服了以前‘一孔
灌到底’浇筑方式带来的通病，结合信息化
系统，浇筑操作变得更加简单，浇筑过程可
视化、浇筑信息数据可追溯，确保了二衬质
量。”中铁二十局麟法高速公路项目经理张
峰道出了“施工秘技”。

“这台智能化衬砌台车加装有 24 个摄像
头，不仅有视觉、听觉、触觉，还有‘智能大
脑’，操作人员仅需在台车外操作遥控器，就
可实现灌注系统每个窗口的灌注操作。”麟
法高速公路项目总工程师赵志辉介绍，该台
车最大的优势是将原来的人工推动台车行
走革新为以电机驱动智能行走。同时，它采
用先进控制系统，实现智能布料浇筑、振捣
及拱顶自动压浆。

智能化衬砌台车能对隧道养护的温度、
湿度进行智能控制。同时，该台车灌注管路
简单，控制智能，灌注堵管概率降低，拆装方
便，使施工质量、施工效率得到显著提升，实
现了智能化灌注。

“用智能化衬砌台车进行二衬施工，每
板二衬作业由原来的 16人减少到 10人，时间
缩短 4 小时；用全液压自行式仰拱栈桥打一

板仰拱，时间缩短 8小时；用自动铺挂防水板
台车铺挂防水板环节由原来 6 人减少到 3
人。”中铁二十局市政公司陇漳高速公路项目
乌梁隧道负责人周启虎说。同时，施工过程
不需要挖机、装载机等配合，混凝土消耗量节
约 10%，人工费节约 5%至 15%，乌梁隧道提前
45天贯通，为全线年底通车创造了条件。

高原“利器”让隧道施工更安全

“充电 1 小时，可连续工作 6-8 小时。”中
铁十二局川藏铁路项目负责人对国内首套
新能源（纯电动）“挖、装、运”隧道施工设备
赞誉有加。

这套由中铁二十局长安重工针对高原
隧道施工定向研发生产的新能源设备，已在
川藏铁路康定 2 号隧道工作满 300 天，经受
住了高海拔山区、大坡度施工便道、野外临
建及隧道出渣等恶劣工况的严苛考验。

针对目前高原隧道施工作业过程中机
械设备与人争氧、功率下降，关键配件、油料
运输成本高昂等棘手问题，该公司坚持走绿
色低碳发展之路，强化绿色科技支撑，组建
了 60 余人的精英研发团队，持续推进“专精
特新”绿色装备研发。

2020 年 4 月，第一代纯电动隧道施工设
备在海拔 2000 米的甘肃陇漳高速公路项目
乌梁隧道下线试用。该设备包括电动挖掘
机、电动装载机、电动自卸车，可满足隧道施
工渣土开挖运输需求。

经过 6 个月 5000 个小时的高原地区特
殊环境施工现场试验，2020 年 11 月，第二代
纯电动隧道施工设备圆满完成海拔 4000 米

的四川卓小公路梦笔山隧道试验任务，凭借
安全性高、可靠性好及节能环保等优点，受
到现场作业人员和业主一致好评，且各项指
标均达到预期目标。

2020 年 11 月，作为国内第一家新能源
装备在海拔 3900 米的川藏铁路康定 2 号隧
道正式投入使用。

据中铁二十局总工程师、高原隧道研发
中心主任任少强介绍，研发团队与行业机构
一起搭建“产学研”科研体系，核心部件采用
液冷循环、低温加热、智能控温管理等机械
装备集成，使得这套电力驱动设备达到了能
够满足 5000 米以上高海拔、零下 40 摄氏度
至零下 60 摄氏度的严苛要求，解决了柴油设
备在高原隧道污染加剧、功效降低、与人争
氧、通风困难的问题。同时，为了适应高原
施工，驾驶室配置有氧气面罩，保证驾驶人
员身体健康及驾驶安全。

2021 年 5 月，第三代纯电动隧道施工设
备在该公司阎良生产基地下线。

“第三代纯电动隧道施工设备成功下线，
是中铁二十局充分践行国家创新发展、绿色
发展理念，助力能源革命的又一重大装备制
造成果，展现了中铁二十局和长安重工人奋
勇争先的创新精神与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
神。”西安市阎良区委副书记、区长苟继东说。

下一步，中铁二十局将以中国铁建高原
隧道施工技术及装备研发中心为依托，用智
能化技术加快提升智慧建造水平，开展“川
藏铁路隧道新型支护体系”“防排水和防寒
防冻技术”“挖装运电动设备研发”等一系列
课题研究，为中国铁建智慧建造贡献智慧和
力量。

当工程建设遇上智慧建造当工程建设遇上智慧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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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十堰 8月 25日讯（通讯员
彭 特 王 锋）8 月 17 日，原计划调
往广州地铁 18 号线万顷沙车辆段
执行线路捣固任务的“两栖”DC-
16Ⅱ型捣固车，因项目即将完工被
调 配 至 中 铁 十 一 局 三公司中兰客
专项目，即将开展线路捣固任务。
出现这一幕，得益于该公司实施的
动态“大施组”管理。

“大施组”管理就是在施工组织
上，全公司上下始终坚持“一盘棋”，
根据在建和拟上场项目情况，结合
各项目节点工期和施工计划，从人、
材、机等方面对资源进行统一部署
和调配，将抢工化解为“常态化施
工”。

据统计，该公司 2000 多台（套）
铺架设备、3600 余名职工分布在全
国各地 60多个项目上，涉及铁路、地
铁铺架全产业链，将如此庞大的资
源无缝衔接实现效益最大化，可是
个不小的挑战。

为此，他们每年年末全面梳理
公司人员、设备工装、周转材料等资
源情况，对生产资源作出初步调配，
并和每个项目进行对接，确保公司
总体安排与各项目施组高度契合，
形成当年第一版“大施组”。“‘大施
组’内容详细到每 1台大型设备上下
场时间，避免出现有的项目设备闲置、
有的项目租赁设备情况。”该公司副总
工程师、工程管理部部长肖春龙说。

提起“大施组”的好处，郑万高
铁重庆段铺架项目经理陈中杰深有
感触：“项目因土建工期滞后导致铺
轨工期压缩，急需增加一套铺轨设备，公司通过‘大施组’
梳理设备资源，发现老河口基地下场了一套 WZ500 铺轨
机组，就将该设备紧急调配过来，保证了铺轨工期。”

众所周知，施工现场情况总是千变万化，因土建工
期滞后等导致铺架工期延后的情况时有发生，很多时候
不能按照年初制定的计划进行，这时就需要动态调整

“大施组”。“公司坚持每月末收集、统计、分析各项目资
源要素使用情况，每季度末对项目进行检查和指导，进
一步加大资源要素在公司范围内的调剂力度，动态调整
更新发布‘大施组’。”肖春龙说，今年 8 月发布了第二版

“大施组”，中兰铁路、常益长铁路等项目工期均有所变
化，人员、设备等资源也相应进行调整。

他们还通过年度考核、奖优罚劣等措施严格“大施
组”执行。据统计，该公司推行“大施组”管理后，自 2017
年以来各项目未出现大规模抢工会战局面，避免了因抢
工造成的效益流失。

本报北京8月 25日讯（记者邓昆伦）2020 年完成
新签合同额近 200 亿元，2021 年上半年完成新签合
同额突破 100 亿元。自 2020 年初调整经营区域以
来，中铁十六局华中区域指挥部在深耕细作上下足
功夫，以优异成绩成为该集团经营示范区。

为了把江苏省打造成为“省级经营示范区域”，
该指挥部着力提升运作大项目、好项目的能力。为
促成总投资 161 亿元的盐城先锋岛项目落地，经营人
员像钉子一样牢牢盯在现场，反复与业主沟通项目
前期各个环节，同时通过实地考察调研，对项目收益
做出精准测算，最终赢得政府信任，放心地把项目交
给中铁十六局。他们以大项目为依托，在江苏省收
获了丰硕的经营成果，2020 年新签合同额超 111 亿
元，2021 年上半年新签合同额近 70亿元。

该指挥部用好“工程总承包”和“战略合作协议”
提升经营成效。2020 年以来中标的 45 个项目中，有
12 个项目属于“工程总承包”，占比达到 27%，合同额
占比 14%。在这 12 个项目中，有 6 个为学校、医院等
公共建筑项目，4 个为市政项目。他们还与地方政
府、国有企业开展广泛合作。2020 年以来，牵头与地
方政府、国有企业共签订 7 项“战略合作协议”，与淮
北市濉溪县政府的合作，目前已直接转化了 29 亿元
的经营成果；与淮南市凤台县政府的合作，也已实现
了 7亿元的成果转化。

该指挥部还善于以品牌优势为依托，创新合作
机制。2020 年，该指挥部牵头铁运公司、二公司，采
取“施工+运营”模式，先后中标铜陵江北港和安庆长
风港两条铁路专用线，施工及运营合计承揽额 40.2
亿元，为类似项目运作提供了基础和借鉴。2021 年 4
月，中铁十六局与池州市贵池区政府就“贵池区矿产
品运输专用铁路项目”达成合作意向，并签订框架协
议，有望在年底前实现落地。此外，该指挥部还重点
跟踪安庆皖河新港铁路专用线、麻城市石材铁路专
用线、岳阳煤炭铁水联运储配基地铁路专用线等项
目，预计年底前会陆续转化为经营成果。

本报敦化8月 25日讯（通讯员张召敏）8 月 17 日
凌晨 3 时 43 分，敦白高铁联络线至牛心山分区所之
间最后一个断路器合闸成功，各带电设备正式带电
运行，这标志着由中铁建电气化局承建的敦白高铁
接触网全线一次性送电成功，敦白高铁即将进入联
调联试阶段，离开通运行又近了一大步。

敦白高铁全线共设 3 个变电所，此次送电从万
宝牵引变电所向庙岭村分区所、牛心山分区所方向
进行。牵引变电所将通过国家电网引入的 220 千伏
高压电转换为 27.5 千伏单相工频交流电，然后输送
到新建敦白高铁线路接触网上，通过接触网为高铁
动车组提供牵引运输动能。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土建交叉施工，以及极寒
天气无法在野外从事长距离分散作业等影响，建设
者不等不靠，不断优化施工组织方案，随机调配施工
要素，适时开展劳动竞赛，在确保质量和安全的前提
下，硬是把受各种因素制约耽误的工期抢了回来，为
确保敦白高铁接触网如期送电赢得了时间。

本报沧州 8 月 25 日讯（记 者孔祥文
通讯员窦 曼 张志强）8 月 23 日，在世界
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运河——京杭大
运河河北沧州段，中铁二十二局四公司建
设者摊铺完堤顶路最后一车沥青，堤顶路
实现贯通，标志着这项集绿化景观、生态功
能、体育文化于一体的国家级大运河工程
取得重要进展。

京杭大运河沧州段项目是河北省重点
打造的城市生态走廊展示区，是京津冀协
同发展、共同推动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举
措。该项目位于河北省沧州市中部，全长

500 公里，南北贯穿沧州市域，流经吴桥、东
光、南皮等 8 个县市区。四公司承建的沧州
大运河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及生态修复提升
改造项目，主要施工内容是中心城区运河
双侧 46 公里堤顶路，配套建设道路、交安设
备、绿化、管线、照明等。

按照海绵城市、低碳城市、国家生态园
林城市的建设标准，项目部技术小组加强
科技攻关，广泛引进创新复育水系蓝网和绿
道系统，增加城市绿化面积，预留城市通风廊
道。在绿化方案设计上，他们针对人民公园
片区、清风楼片区、御河片区等 6 个片区，充

分利用现有地形，突出“立体”绿化，营造优
美的赛道环境，打造一条集绿化景观、生态
功能、体育文化于一体的城市景观大道。

该项目部还依托运河文化，设计中注
重与运河文化带四大功能区相融合，让这
里成为非遗文化聚集区。在实施道路照
明方案设计上，他们以“华韵”荷韵”“华灯
初上”为主题，将沧州武术之乡剪影、沧州
铁狮子融入灯型，搭配古色古香的灯笼形
态，彰显沧州的历史韵味。如今，堤顶路
两岸成为运河城市生活后花园，四大文化
功能区成为沧州市民的“网红打卡地”。

面对当前基于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的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数字化衍生下
的智慧建造成为推动中国铁建高质量发
展的内生动力。

作为中央企业，中国铁建主动识变求
变应变，正以打造“数字铁建、智慧铁建”为
总目标，以发展智慧建造、建设智慧工地为
突破口，加快推动中国铁建生产端、供给侧
数字化、智慧化转型，持续助推企业高质量
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中铁二十局积极响
应，结合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通过

“BIM+”技术，为高难度施工装上智慧“大

脑”；通过智能装备实现工程质效双赢；推行
“专精特新”绿色装备，实现绿色安全施工，
让工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
时，实现现场施工安全质量可控、生产效率
有效提升，项目管理达到精益化。

建筑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是高质量发
展大势所趋。在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征
程中，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劳动密集型
的传统建造模式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
作为建筑施工企业，通过提高建造过程的
智能化水平，以数字管控提升精益生产，
最终是解决建筑行业低效率、高污染、高
能耗的有效途径。

本报福清8月25日讯（通讯员丁明明 任
达禹）8 月 23 日 20 时，经过 40 分钟的“华丽
转身”，中铁十二局承建的福厦高铁太城溪
特大桥在沈海高速公路上方完成转体施工，
标志着我国首座高铁大吨位不平衡转体斜
拉桥成功转体合龙。

福 厦 高 铁 太 城 溪 特 大 桥 全 长 728.13
米，主跨水平跨越沈海高速公路，转体部分

全长 221.3 米，总重量达 3.8 万吨。同时，大
桥索塔两侧梁体长度不同，且主塔两侧桥
梁悬臂重量相差近 600 吨，转体预留空间仅
9.6厘米，施工难度极大。

在转体施工过程中，中铁十二局建设
者先后研发应用了大直径桩液压反循环成
孔技术、超深基坑临近高速公路防护桩施
工技术、超大直径球铰高精度预埋施工技

术、塔梁同步施工技术、大跨度斜拉桥大节
段支架现浇施工、大容重耐久性铁砂混凝
土配重块、超大吨位独塔斜拉桥转体施工
等技术成果，以转体施工为依托，将太城溪
特大桥转体打造为转体桥梁技术管理创新
的新高地。

图为福厦高铁太城溪特大桥成功转体
合龙。 丁明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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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郑州 8月 25日讯（通讯员胡 琦）
8 月 22 日，河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后，中铁十四局隧道公司郑州在建项目部
迅速升级汛情控制措施，严阵以待应对本
轮降雨。

“有了上次的应对经验，这次我们更早
筹备应对方案，在关键部位加强防护措施，
使得项目部防汛能力变得更强。”该公司郑
州市政控制节点项目安全总监付剑介绍，在

“7·20”暴雨中，该项目驻地一楼被淹，遭受
了一定损失，这次通过加高挡水墙、增设水
泵等措施，确保洪水不会漫入项目驻地和施
工现场。此次降雨中，该项目部附近的大学
路、航海路上再度出现齐膝深的积水，该项
目安排专人值守深水处、窨井口，提醒往来
车辆行人注意，得到当地群众的称赞。

该公司郑州地铁 12 号线项目在收到当
地如意湖街道办事处支援郑东新区疫情隔
离点防汛处置请求后，迅速组织人员携带
300 余个防汛沙袋前往支援，解决隔离点燃
眉之急。

经过协力从容应战，该公司在郑项目施
工现场和项目驻地均平安度过此轮降雨。

本报郑州 8月 25日讯（通讯员李子琪
李 浩）“8 月 22日 16时 10分，大雨，各站无
险情，物资、人员已到位。”连日来，中铁十六
局轨道公司郑州地铁 10 号线 4 标项目部的
防汛微信群里每小时都会发出相应信息。

8 月 21 日，郑州启动防汛Ⅱ级应急响应
后，该项目部第一时间召开专题布置会，部
署防汛相关工作。针对隧道防汛安全，该
项目部成立了 26 人的防汛应急小队，在隧
道洞口堆码防汛沙袋形成“围堰”，在换乘
站楼梯处用模板封堵，防止雨水倒灌，全面
做好洞口“止水”工作。应急小队在 10 号线
须水站—市委党校站盾构区间最低点的左
右线联络通道内布设 3 台水泵，并在区间风
井搭设一个临时“中转”蓄水池，布设 1 台水
泵，暴雨时，采取接力中转方式抽水作业，
有效解决抽水“动力”“扬程”等难题，防止
隧道内积水。

该项目还积极采取围挡加固、渣土覆
盖、疏通排水管道等措施，织密防汛保护
网，确保防汛安全。

防 汛 措 施 升 级防 汛 措 施 升 级
从 容 应 对 暴 雨从 容 应 对 暴 雨

织 密 防 汛织 密 防 汛
减 灾 安 全 网减 灾 安 全 网

我国首座高铁大吨位不平衡转体斜拉桥合龙我国首座高铁大吨位不平衡转体斜拉桥合龙

京杭大运河沧州段提升工程获重要进展

图为国内首套新能源（纯电动）“挖、装、运”隧道施工设备。 张 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