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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20日，由中
铁二十五局承建的
广东省重点工程——
广州黄埔区有轨电
车 2 号线北段开通
初期运营。此次开
通的北段全长 4.9公
里，设站 8座，配车 5
列，线路采用嵌入式
轨道，利用“超级电
容+电容电池储能
电源”提供车辆行驶
所需能耗，能够实现
区间无接触网运行，
在进站上下客时间，
实现快充快放。全
线建成通车后，将形
成“ 地 铁 + 有 轨 电
车+公交”的全方位
立体交通出行模式，
为周边 20 余万市民
出行提供便利。图
为有轨电车行驶在
线路上。

李佳珊 摄

本报北京6月 26日讯（通讯员许月霞 王文杰 郭 岩）
近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 2025 年第一批首台

（套）重大技术装备目录，中铁十四局房桥公司自主研发的“管
片智能生产成套设备”“大尺寸构件精密柔性检测装备”两项
产品成功入选，有力推动行业智能化升级和国产化替代。

管片智能生产成套设备产品可进行直径 6-16.8 米直径管
片生产，首创了新型动力轮驱动+AGV 运输+独立式蒸养窑的
生产模式，集成了清理、喷涂、抹面、运载等多种机器人。产品
形成系列自主创新技术，获授权自主知识产权 21项。

大尺寸构件精密柔性检测装备产品为工程结构的检测提
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具有整体性、高效性等优点，能够更全面
地反映大型基础设施如隧道管片、磁悬浮管件等的结构特
征。该成果经中国测绘学会认定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
前获授权自主知识产权 3项。

两项产品入选北京市首台两项产品入选北京市首台（（套套））
重 大 技 术 装 备 目 录重 大 技 术 装 备 目 录

6 月 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强考察中铁建设承建的南京北
站，强调要高标准推进工程建设，积极探索
新材料、新技术应用；以百年大计的要求把
控好每一个环节，确保工程质量。

夏至光正烈，大干势如虹。连日来，数
千名工人在南京北站挥汗如雨。那边是紧
张有序的主体结构施工现场，这边项目负
责人王硕正通过全景智慧建造平台实时了
解现场动态。“我们将北斗定位技术应用于
基坑安全监测，精度可达到毫米级”，王硕
介绍说，“当前基坑区域设置了 35 个传感
器，未来整个现场将达到 773个。”

南京北站位于江北新区，是我国东西
沿江大通道和南北粤海大通道交会节点，
总建筑面积 69.21 万平方米，设置 3 场 16 台
30 线，是国铁集团近年来在建单体面积最
大、合同金额最高的铁路客站，中铁建设以

“绿”为笔，以“智”破题，正书写着新时代站
房建设的标杆答卷。

智能领航，多维协同创绿色标杆

“南京北站涉及国铁、市政、地铁、快速
路等多个工程，界面立体空间多，维度交织复
杂。”超大体量、多标段施工、工程复杂既是项
目的特点，同时也是建设者要攻克的难点。

“围绕‘人、机、料、法、环、测’核心要素，
借助智能化、信息化手段，我们打造了全景
智慧建造平台”，项目总工程师王晓东说，

“该平台一大亮点就是不同标段的参建单位
能在一个平台上协同管理。”平台包含数字
沙盘、智能生产、智能质量、智能安全、智能
监控、智能劳务、智能物料、数字化交付 8
大管理场景，落地 30余项智能建造应用。

以塔吊监控为例，目前南京北站现场

共安装塔吊 20 台，如何确保忙而不乱？项
目部采用 AI+数字化技术+实名认证相结
合的防碰撞系统，通过系统内置北斗定位、
平面防碰撞计算法和立体防碰撞计算法，
根据塔机坐标位置、姿态和运动状态，确保
群塔作业安全。

此外，AI 隐患识别系统有效监测视线
盲区，实名制电子围栏实时掌握进场作业
人员位置信息，配电箱智慧安全用电系统
实时监测线路工作状态、电压、电流、负荷，
发现异常情况自动断闸，真正实现从“人
防”向“智防”的转变……一系列新技术的
加持，为南京北站安全施工保驾护航。

近日，南京北站项目临建多能耦合机
房空调系统正式投入使用。王硕算过一笔
账，整套系统采用标准化接口和可周转式
集成能源站技术，能将迁移损耗率管制在
20%以内，最终实现综合能耗降低 40%，设
备周转利用率提升至 70%、全生命周期成
本下降 35%。

就在不久前，南京北站成功入选国家级
绿色低碳示范项目清单，这不仅是中国铁建
系统内首个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示范项目，同
时也是中铁建设首个运用“1+4+1”绿色低
碳技术体系建造的铁路客站。项目团队从
绿色建造技术、围护结构提升技术、设备系
统节能技术、能源降碳方案、环境降碳措施、
智慧能源管控等 6方面，应用 58项绿色低碳
技术，预计每年节约用电量 2000万千瓦时、
减少碳排放约 12000 吨，减碳率 16.8%。

品质为先，匠心雕琢树卓越品牌

百年大计，质量重于泰山。
一直以来，中铁建设坚持“抓基础，控

风险，强标准，创品牌”的工作思路，以工程

质量为核心，强化制度、流程、标准落实为
重点，突出抓早、抓细、抓实。

抓早就是防微杜渐，对结构后锚固、无
梁楼盖、深基坑、大跨度钢结构等 8 项重大
技术安全风险从识别、分析、监控、跟踪、总
结五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性管控，形成了针
对重大技术风险全覆盖、全过程、全生命周
期的管理机制。

抓细就是抓细节，公司规定了十二条
质量红线，定期开展飞行检查，对触及质量
红线的单位进行严肃问责，全公司通报处
罚决定，同时，制定了包含 1249 项的质量
隐患清单并采取分级管理。

抓实就是抓关键，公司出台质量管理
“六不准”，强调 6 大项、14 小项禁令，建立
重大高危标准和内审机制。同时识别出 82
项关键工序，按照影响程度分为 A、B1、B2
三个等级，针对不同等级采取旁站、总工程
师参与验收、专业负责人参与验收等管理
措施，辅以信息化手段，有效把控关键工序
的施工过程质量。

“具体到南京北站，我们从最开始的施
工队伍招标进口关抓起。”王硕介绍说。项
目部进场之初就精选了 10 支战略合作队
伍，核心班组均参与过大型站房建设。现场
全员实名制管理，特殊工种均持证上岗，梳
理关键工序清单，推行首件样板验收制度，
统一施工标准，从根源上保障了高水平作业。

从“质量是根，安全是天”到“优质工程
是一批具有优良品格的人干出来的”，再到

“ 营 销 、质 量 、安 全 、诚 信 、廉 洁‘ 五 种 文
化’”，从口号到文化，中铁建设人始终将工
程优质作为安身立命之本，质量之根愈加
牢固，企业发展愈发枝繁叶茂。

蝶变跃迁，产业升级展未来图景

“雷经理，您看这儿的仿清水面层‘匀’
透了吗？”建筑发展公司技术员牛鹏鑫指尖
轻划南京北站墙面试样。雷鹏俯身贴近基

材接缝处，瞳仁如标尺般校准着光影流痕，
“再补一道‘呼吸层’。”夕照下，南京北站银
灰色样板区，一抹水性清釉正将混凝土的

“生命肌理”悄然唤醒。
老树嫁新枝，繁花胜旧年。从传统混

凝土供应商，到盘活闲置工业遗产、改建装
配式建筑产业园，再到进军新材料领域，近
年来，雷鹏所在的建筑发展公司迈出了从

“粗放制造”向“绿色智造”的“三级跳”。
“我们拥有国际领先的装配式建筑部

品生产线，可实现 PC 产品产能 5 万立方
米/年，产品覆盖京津冀及雄安新区三十多
个工程项目供应。”身为原搅拌站站长的高
继军，如今已是建筑发展公司紫荆关装配式
建筑产业园的负责人。就在 2021 年，该产
业园正式升级为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昔日“埋”进深山的老厂迎来了涅槃重
生，除了改造旧厂房，他们还依托自主研发
的混凝土剪力墙结构装配式 IRF 体系，在
海南成立了装配式建筑产业园。

“应用 IRF 体系后，三亚西瓜芒果棚改
项目现场模板用量减少了 90%，建筑垃圾
也减少了近 40%。”项目负责人曹志永说。
团队创新采用 BIM 技术进行构件预拼装模
拟，提前发现并解决设计冲突，让原本复杂
的施工变得更加精准高效。“如今该技术已
迭代至 4.0 版本，我们正在创造三天一层的

‘海南速度’。”
距离南京北站960公里的曹妃甸南堡经

济开发区，研究人员正在加紧进行气凝胶中
试粉体的技术提升。“相当于给建筑夏天穿上
防晒衣，冬天穿上保暖服。”中铁建设绿色低
碳产业技术研究院博士王栋形象地比喻气
凝胶。下一步，这款有着“改变世界的神奇
材料”之称的产品将应用于南京北站建设。

作为中国高铁站房建设主力军，中铁
建设誓将南京北站打造成精品工程、安全
工程、廉政工程、示范工程，全体参建者对
此信心满满。

本报襄阳6月26日讯（通讯员林成立 卓梦凡）
“我们融合数字孪生技术，在成渝中线高铁项目应
用 5G 物联网智能悬灌造桥机，实现浇筑精度±2
毫米的精准控制，较传统设备节能 30%！”在中铁十
一局汉江重工灯塔工厂建设暨智能工厂培育方案
研讨会上，该公司设备部负责人介绍道。

近年来，中铁十一局汉江重工积极响应国家
“智能制造”号召，以科技创新赋能，全面推进“装
备数字化、工厂智能化”转型战略，加快推动工业
制造提“质”焕“新”。

“我们抓好装备数字化，推进关键技术集成应
用，不断提升装备核心竞争力。”该公司设备部负
责人表示，在世界首台千吨级高铁箱梁运架一体
机“昆仑号”研制过程中，该公司推动“昆仑号”中
先进的激光矩阵传感系统与北斗卫星系统完美融
合，实现人机交互系统、起重自动调平等前沿科技
的应用，攻克了隧道内自动行驶等多项难题，累计
取得 31 项专利成果，施工效率提升 15%，助力国内
首条跨海高铁福厦高铁等重大工程高效推进。

与此同时，该公司扎实推进工厂智能化转型，
建成全国首个隧道施工装备数字化组焊车间，引
进高精度激光切割机、自动焊接机器人等智能装
备 16 台（套），实现关键工序自动化生产，同时，深
度 集 成 研 发 管 理 系 统（PLM）、企 业 资 源 计 划

（ERP）、大数据分析系统，构建了从订单到交付的
全流程智能管控平台，打破信息孤岛，实现全链条
数字化协同，使焊接工效提高 2 倍，产品成本降低
25%，质量稳定性显著提高。

此外，该公司以“1+2+N”体系推进桥梁装备
灯塔工厂建设，成立智能控制研究所，先后研发了
智能移动造桥机、智能悬灌造桥机、单线隧道 3 代
智能台车等创新产品，建设了基于物联网的设备
远程监控系统。“我们还为设备装上了‘AI 智慧大
脑’，可实现 24 小时智能造桥，大幅提高大跨度桥
梁施工效率。”该公司设备部负责人表示，自主研制的智能产
品已远销新加坡、泰国、斯里兰卡等国，获得国际认可。

“数字化转型关乎企业生存和发展，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
题。”该公司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智能物流、DeepSeek
大模型等新技术应用，以生产智能化、管理智慧化、产品高端
化、运维数字化的“四化”目标为引领，推动生产数据全要素互
联，打造装备智能制造新范式，努力建成湖北省内知名、细分行
业领先的智能制造标杆工厂，为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本报重庆6月26日讯（通讯员丁明明）
“相较于以往悬灌挂篮施工，应用悬臂造桥
机施工+桥梁智能建造平台，工效提升30%，
人员投入减少近半数，桥梁工程实现了精
准合龙。”日前，中铁十二局四公司成渝中
线高铁项目全线首座采用智能悬臂造桥机
施工的梁滩河双线特大桥顺利合龙，在桥
梁建设现场，项目负责人杜黎明介绍说。

梁滩河双线特大桥全长约 615.4米，上
跨梁滩河，施工难度大、技术标准较高。项
目团队在全线率先应用了以“桥梁智能建
造系统+智能悬臂造桥机”为核心的新型
桥梁建设模式，创新应用悬臂造桥机等智
能化工装设备，采用智能监控系统实时控
制合龙精度，确保桥梁建设安全优质完成。

近年来，为大力推进桥梁工程智能建
造，该公司依托渝万高铁、成渝中线高铁

等重点工程项目，大力推进桥梁全工序机
械 化 配 置 ，构 建 了 以“ 桥 梁 智 能 建 造 平
台+智能悬臂造桥机”为核心的新型桥梁
建设管理模式，在大力应用悬臂造桥机的
同时，开发应用配套智能建造平台系统，
将造桥机施工数据实时传输至智能建造
平台，管理人员足不出户即可远程掌握架
桥机施工状态。

“应用悬臂造桥机其实并不稀奇，关
键在于开发配套的软件系统。”四公司设
备管理部负责人刘智博介绍说，例如渝万
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五步河双线特
大桥在应用悬臂造桥机过程中，通过开发
配套软件和信息化平台，对造桥机主要受
力杆件应力、造桥机走行、模板开合、位置
调节、喷淋养护、张拉压浆等超过 30 项数
据进行数字控制，通过配置监测模块精准

监测分析悬臂造桥机应力，开展应力超限
等风险预警，可以自动控制紧急停机，确
保造桥机施工安全。

在大力推进桥梁和信息化平台建设
过程中，四公司技术团队深入开展配套工
装工艺创新，将液压传动、智能操控、信息
化监测等多项技术进行融合应用，开发安
全防护和姿态监测系统，管理人员可根据
实际需求，利用远程控制器或柜端控制界
面对悬臂造桥机进行控制和指令下达，行
走工序及调模工序相比传统挂篮施工均可
节约3小时以上。

目前，悬臂造桥机及配套信息化管
理、工装工艺创新应用成果已经在四公司
8 个重点铁路项目推广应用，累计迎来 20
余次建设单位组织的集中观摩活动，施工
效率得到显著提升。

桥梁用上桥梁用上““黑科技黑科技”” 智能建造提质效智能建造提质效

本报洛阳 6月 26日讯（通讯员赵纯杰 左 晴）“每处钢
筋焊点都是安全战场，每个作业班组都是责任单元。”在东兴
高速公路施工现场，项目经理周鑫说道。“‘安全网格论’已成
为全员共识。”中铁十五局四公司将网格化管理升级为三维责
任矩阵，纵向贯通管理层、技术层、作业层，横向覆盖人、机、
料、法、环全要素，每个岗位都有相应的安全责任明白卡，明确
查什么、怎么查、谁来查。

“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以来，以穿透式管理和智慧赋能为
抓手，该公司在所属在建项目掀起“人人都是安全吹哨人”热潮。

在东兴高速公路泰东河大桥项目，施工团队将 968 米钢桁
梁划分为 12 个责任网格，网格长每日手持智能巡检终端，对照
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逐项核验。从 1158.3 吨钢桁梁浮托安
装的吊索应力监测，到高空作业人员的安全带承重检测，每项
隐患均通过智能巡检终端实时上传至安全责任追溯系统，形
成发现、整改、验收的闭环管理。

与此同时，该公司打造的“智慧中枢”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他们建立广联达智慧监控系统，集智能行为分析、风险
动态图谱、隐患智能派单三大功能于一体，通过对工地实施 360
度鹰眼监控，0.1秒内识别违规行为；运用大数据分析各项目地质
条件、施工工艺等存在的风险，自动生成预警信息；对排查出的
隐患按严重程度分配至相关责任人，整改超时即触发熔断机制。

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用“绣花功夫”把安全责任绣进每
个网格，通过不断厚植“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文化土
壤，让安全意识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转变，
切实以安全管理组合拳筑牢企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穿透式管理穿透式管理++智慧赋能智慧赋能
织 密 安 全织 密 安 全““ 天 网天 网 ””

本报哈尔滨6月26日讯（通讯员李卓璇）“这固定装置太实
用了，固定线缆又稳又方便后期维护！”6月 23日，在中铁二十二
局电气化公司铁科高速工程 2 标项目施工现场，技术员小李对
新安装的高速公路机电线路隐蔽式固定装置赞不绝口。这是该项
目部积极利用技术革新，以小发明解决施工维护大难题的缩影。

在高速公路机电安装中，线路铺设是关键工作，常用线槽
盒隐蔽固定，多根线缆铺设时易堆叠、缠绕，甚至出现安全隐
患问题。特别是当线路出现故障时，维护人员很难快速辨认
目标线缆，影响维护进度与效率。为此，项目部全员开启“头
脑风暴”，反复研究优化，成功研发出高速公路机电线路隐蔽
式固定装置。该装置能有效固定线缆，同时分隔板将线缆分
类卡接。后期维护检修时，工作人员打开盖体就能快速找到
问题线缆，机电维护效率提高了 30%以上。

此外，为了更好地对 24 栋房建工程后期维护保养，该项目
团队发明了一种房建中窗户自动清洁与维护装置，不仅增强
了清洁能力，而且提高了工作效率，人力成本节省 6.8 万元，降
幅约 25%。上述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均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总
局受理。目前还有 3项发明正在研发中。

小发明撬动工程大效能小发明撬动工程大效能

本报苏州6月26日讯（通讯员林 凤
王 艳）6 月 21 日，在苏州市东沙湖畔，

“通甬园梦号”盾构机刀盘开始缓缓转动
推进，标志着由中铁十四局承建的通甬
高 铁 苏 州 东 隧 道 第 二 盾 构 区 间 开 始 掘
进，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该隧道全长 15.57 公里，采用单洞双
线断面，是我国建设标准最高、里程最长
的时速 350 公里城市高铁隧道，被誉为

“中国城市高铁第一隧”。第二盾构区间
长度超 6 公里，掘进施工需下穿凤里街、
斜塘河、金鸡湖大道、独墅湖大道等多处
重要市政道路、河流和建构筑物，施工面
临掘进距离增长、高水压等难题，技术要
求高，安全风险大，且盾构机第二次始发
紧邻东沙湖，属于富水地层，周边环境复
杂，施工面临多重技术挑战。

中铁十四局通甬高铁项目盾构经理
于朋臣介绍，他们运用基于“大数据+AI”
技术自主研发的盾构自主掘进系统，有
效保障盾构机安全稳定、智能高效掘进。

““中国城市高铁第一隧中国城市高铁第一隧””
第二盾构区间开始掘进第二盾构区间开始掘进

本报贵阳 6月 26日讯（记者韩展展
通讯员郗大新）6 月 24 日，在贵州省修文
县扎佐镇乌（当）长（顺）高速公路高坝大
桥施工现场，经过两小时转体，乌长高速
公路最后一座转体桥——高坝大桥成功
跨越川黔铁路、兰海高速及 210 国道，顺
利完成 62.1 度转体，为乌长高速公路全
线年内贯通按下“加速键”。

由昆仑集团投资建设、中铁二十局承
建的高坝大桥是乌长高速公路控制性工
程，桥面全长 331 米、共设 8 跨，转体段梁
体单幅长度 90米、重达 4000吨，同时跨越
铁路、高速及国道三条交通线，安全风险高。

在转体中，项目团队通过对转体角
速度、线速度及空间位置实时监测，并配
合使用同步自动连续牵引系统，实现对
梁体转体全过程动态监控，确保桥梁平
稳转动，最终使桥梁在跨越川黔铁路后
精确就位。

乌长高速公路最后乌长高速公路最后
一座转体桥成功转体一座转体桥成功转体

本报铜陵6月26日讯（通讯员郭振宁
刘刚刚）6 月 20 日，由中国铁建大桥局承
建的天长至天柱山高速公路无为至安庆
段关键控制性工程——罗昌河特大桥顺
利贯通，为线路早日建成通车奠定了坚实
基础。

在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引入自动化
蒸养系统，对连续梁体混凝土进行养护，
通过精准控制温度、湿度和养护时间，确
保混凝土强度稳步提升，为梁体的耐久性
提供坚实保障；引入智能张拉系统进行预
应力张拉作业，有效避免人为因素导致的
误差，使连续梁的结构性能更加稳定可靠；
建立专业监测团队，及时采集数据并进行
深入分析和验算，以此校验设计方案的合
理性和施工过程的可靠性，保证结构线形
的平顺性。

天天高速公路罗昌河天天高速公路罗昌河
特 大 桥 贯 通特 大 桥 贯 通 （上接第一版）

6 月 17 日，深湛铁路 417 号路段突发
边坡溜塌，大量土石滑落掩埋了部分轨
道，直接导致 30 多趟列车晚点，对铁路运
输秩序造成了严重影响。中铁十四局广
湛高铁九标项目迅速组织 6 台挖掘机、2
台装载机进场，215 名抢险人员分工协作，
争分夺秒投入抢险作业，顺利完成全路段
护栏加固，累计完成土石清理超 3200 方，
有效控制了边坡溜塌态势，为深湛线恢复
安全运行赢得宝贵时间。

6 月 18 日凌晨 3 时，广茂铁路沙边隧
道附近路基边坡发生垮塌，中铁十二局广
湛高铁 4 标项目接到广铁集团肇庆工务
段求助后，迅速赶往抢险现场，科学制定

“机械+人工”协同抢险方案，紧急调配 7
台挖掘机、5 台大型吊装无人机等设备投
入作业，与地方政府部门形成联动机制。
抢险人员连续奋战近 40 小时，完成了钢

管桩打桩、边坡清除，以及数万个沙袋的
装卸、搬运、堆码工作，并开辟了两条抢修
通道，确保后续抢险物资和设备顺利通
行 。 目 前 他 们 已 安 全 圆 满 完 成 该 段 线
路的抢险任务，保障了广茂铁路的安全
畅通。

险情一直在持续，抢险一刻不停歇。
中国铁建全力抢通公路网，保障人民群众
的出行安全。在怀集县，中铁二十二局珠
肇 高 铁 项 目 累 计 投 入 救 援 设 备 车 辆 17
台、人员 36 人，清理道路 20 公里、清理土
石方 36800 余方，保证 G234 国道、G355 国
道等沿线 14 个村落道路畅通，为救灾物
资运输和群众出行开辟了安全通道。在
广东省云浮市郁南县，中铁十八局环北部
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 A2 标项目迅速组
织 4 支抢险救援队共 60 人、4 辆装载机、4
辆自卸车分别赶赴镇云额村、宝珠镇大社
村开展抢险救灾，清理路面滚石、土方、树

木、电线杆等障碍物，同时对周边道路、桥
梁进行全面巡查和加固。

随着洪水退去，帮助受灾地区尽快恢
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成为当务之急。受
灾最严重的怀集县多条街道积淤，部分干
道积水淤泥最深处达 60 厘米。中铁二十
一局怀集项目按照当地政府统一指挥，大
型设备高效清理主要塌方点，抢险人员清
理狭窄区域与角落，成功清理怀集县各乡
镇、街道 10 余处塌方，妥善处理 6 处城市
街道的淤泥积水。中铁二十局四会中集
智谷项目调配 5 台渣土车、2 台挖掘机、11
名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连夜在沿江中路
工业大道、怀城大道南等重点区域开展清
淤作业。

目前，中国铁建各单位正持续关注南
方各地受灾害情况，积极响应地方救援保
障工作，多举措织密防汛安全网，切实保
障项目安全度汛。

广州黄埔区有轨电车广州黄埔区有轨电车22号线北段开通初期运营号线北段开通初期运营

南京北站建设现场南京北站建设现场

擎旗奋进铸精品擎旗奋进铸精品 智创未来树标杆智创未来树标杆
——中铁建设精品工程建设侧记中铁建设精品工程建设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