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穿山越岭引清流

2023 年 12 月 28 日，在中铁四局城轨分公
司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施工3
标项目部，“粤东 4号”盾构机从揭阳市揭东区
玉滘镇 GX05 号工作井始发。这是 2022 年 11
月进场以来项目部继2023年8月26日、10月10
日“粤东 8号”盾构机、“粤东 9号”盾构机始发
后，始发的第3台泥水平衡盾构机。

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是
广东省“五纵五横”水资源配置骨干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由一条干线、两条分干线、一座泵站
组成，输水线路全长 71.65 公里，总工期 40 个
月。其中，项目部承担 4处输水隧道盾构区间
（含内衬）、端头井加固的施工任务，管段单线
长 6.802公里，工程造价约 5.2亿元。工程建成
后，对解决粤东地区资源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
问题、支撑粤东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加
快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具有重
要意义。

一

“我们要让建设单位满意，让当地政府和
百姓放心，在水利领域这一新的战场擦亮中铁
四局的品牌。”项目经理肖树平在进场后的首

次周交班会上说道。
GX04 至 GX05、

GX05至GX06单线隧
洞掘进的施工场地需
要占用农田和建设用
地。进场之初，项目
部负责征地拆迁工作
的人员跑乡镇、进村
庄、找干部，逐个向沿
线居民解释征地拆迁
政策，赢得他们的理
解 和 支 持 。 截 至 目
前，项目部管段内的
征 地 拆 迁 已 全 部 完
成。

按照合同要求，
项目部在 4 处输水隧

道的掘进中需要投入4台泥水平衡盾构机。经
多方调查了解，局内目前没有这种型号的泥水
平衡盾构机，为避免后期同类任务不足导致的
闲置风险和满足施工生产的需要。项目部通
过与建设单位协商沟通，最终将 4台泥水平衡
盾构机替换为土压盾构机改造的泥水平衡盾
构机。

“肖总，我们这整体始发空间明显不足呀，
盾构机长100多米，始发工作井只有22.6米长，
在短时间内要安全高效地把一个百米设备‘塞
进’狭小的工作井，这活可不好干。”日碰头会
上，负责9号工作井的副经理古明选犯难了。

为拿下三江水系连通工程全线首台盾构
始发这一关键节点，项目部必须在25天内完成

“粤东 8 号”盾构机的进场、下井、组装、调试。
为此，项目部借鉴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的施工经
验，将盾构机分解，提前考虑配套台车下井顺
序和泥浆环流系统动力补给，延长管线和电
缆，确保盾构机功能完备，然后边掘进边组
装。在工作井内搭设钢平台焊接门式架，用于
盾构机台车和电器延长管线的吊放。在工作
井内安装吊装报警器，当吊装材料下井移动到
井口时，报警器感应到吊装物后会自动播放注

意避让的语音提醒，确保吊装安全。
在全体参建人员的努力下，盾构机从8月6

月进场、8月 14日下井、8月 16日装机到 8月 26
日始发仅用时20天，创全线最快纪录。

二

“通过地质补勘和跨孔 CT 扫描发现，
GX04至GX05单线隧洞有孤石群，强度最高可
达 180千帕，盾构机在孤石发育地层施工可是
世界性难题。”项目部副总工程师胡昌建介绍
道。

项目部一方面邀请业内知名专家对孤石
处理方案进行研讨，另一方面积极与设计、勘
查、建设等单位建立对接交流机制，最终确定
采用“GX05工作井始发+下压纵剖+盾构机弃
壳+风水岭矿山法施工”的模式，成功解决盾构
机穿越孤石发育地层的难题。

关关难过关关过。“粤东 8号”盾构机始发
不久，磨除地连墙过程中，泥浆管路频繁被混
凝土石块堵塞，造成磨除地连墙进度缓慢。“大
家都是第一次操作泥水平衡盾构机，只能摸着
石头过河。”胡昌建常常焦虑得睡不着觉，连偶
尔的做梦都是在现场处理技术问题。在肖树
平的建议下，胡昌建带领团队采用在连接盾体
和台车的设备桥排浆管后加设采石箱的办法，
从而避免因排浆不畅、频繁排查管路堵塞点而
降低掘进工效。

因为10号工作井最小内径仅有22.6米，盾
构机的盾体下井后，管片却无法正常下井，而
且台车放置在地面，隧道内的延伸管线、泥浆
管路铺设难度较大，需采用人工方式如蚂蚁搬
家一般一点点往前挪，费时费力不安全且耽误
掘进工效。

那段时间，工程部副部长杨恩泽和安质主
管赵佳伟心急如焚。肖树平在日碰头会上提
出让他们试试“侧滑法”：在连接桥右侧安装轨
道，作为管片滑动支架，两侧设置防撞设施，将
管片滑入连接桥内部后借用卷扬机放、拉和人
工辅助的方式将管片安全送入拼装区。同时，
在管线底部安装带滑轮的底板，把管线放在底

板上推着往前走，大大提高工效。

三

“爸爸你怎么不带泥巴回家玩了呀。”看着
刚满 3岁的孩子疑惑发问，项目部试验主管成
帅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成帅在项目部附近租赁房屋，把爱人和孩
子带在身边。孩子眼里所谓的“带泥巴回家
玩”，其实是他配置盾构机始发、掘进过程中所
需的最佳泥浆配合比。为确保数据正确性，需
要每隔 3个小时查看一次泥浆的沉淀情况，他
因此常常把泥浆半成品带回家里观察。

“在盾构施工中，泥水处理是保证泥水平
衡盾构机正常掘进的重要环节。隧洞内的地
质情况千变万化，泥浆配比要实时调节，泥浆
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盾构掘进的进度。”成帅介
绍道。

掘进过程中，成帅多次遭遇“滑铁卢”：材
料的不稳定导致泥浆配合比结果无法确定，化
学添加剂的用量掌控不好易影响泥浆粘度和
泥膜形成。但他始终攒着一股子劲，一定要干
出个名堂。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局、公司专家
组等的帮扶指导下，成帅先后经过 50 余组试
验、调整、优化，最终确定适用经济的泥浆配合
比，目前面对各种复杂地层施工，均能保证泥
浆环流的正常运转，盾构机日掘进速度最高可
达18环。而且盾构机在掘进中产生的泥浆，还
通过自带的泥水设备处理后实现二次利用，真
正做到工程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最佳平衡。

风正时济，自当破浪前行；任重道远，更需
策马扬鞭。面对后续繁重且艰巨的施工任务，
项目部参建人员将以“越是艰难越向前”的决
心，在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答卷上书写属于四
局城轨人的故事。 张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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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抓实商务管理提升项目管理效益
本报合肥讯 2023年以来，中铁四局四公

司按照《中铁四局大商务管理体系建设实施

方案》等文件要求，认真落实局对大商务管理

的各项部署，秉承“总成本领先”的理念，持续

推进大商务管理。

公司先后制定完善涉及项目管理效益提

升、法律合规、商务策划、工程数量管理、劳务

管理、财务管理等多个方面的 42 项制度，健

全大商务管理制度体系。项目中标后，公司

以工程量清单、施工图为主线，结合项目管理

策划、商务策划、临建方案、物资材料市场调

查等，在开工后 3 个月内科学合理进行责任

成本预算编制。改变以往单一目标利润率下

达方式，在责任成本预算编制的基础上下达

“基本目标”，结合项目商务策划立项，鼓励项

目通过加强和改进项目管理，实现“奋斗目

标”。

公司按照“一切工作到项目”的原则，坚

持“前后台”双轮驱动，项目中标后由公司主

要领导或施工生产工作的分管领导带队，帮

扶项目踏勘现场、梳理制度、明确标准、打造

亮点，确保项目管理策划有效实施。如雄忻

铁路项目改变大临建设传统观念，积极推行

装配式结构，有效提高成品周转利用率。加

强履约阶段商务策划管理，督促项目有效实

施，实现管理创效和变更优化创效。如淮宿

蚌铁路项目通过商务策划实施，实现蚌埠北

特大桥水中栈桥的施工方案优化。

公司每季度末督促在建项目开展责任成

本分析，对当期完成的形象进度、产值、成本

等情况对比分析，掌握项目的责任成本情况，

发现问题及时剖析原因，督促项目整改纠

偏。每季度选取2至3个重点项目，由公司总

经济师牵头，组织本部有关部门在项目召开

现场分析会，指导帮扶项目有效开展责任成

本分析，真实掌握项目责任成本情况。 崔辉

“粤东4号”盾构机始发 张露露 摄

本报南京讯 2023年12月31日，中铁四

局四公司承建的南京轨道交通6号线光华门

站主体结构封顶。南京轨道交通6号线全长

约32.365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设置19座车

站，最高运行时速100公里。其中，四公司承

担两站（中和桥站、光华门站）两区间（应天

东街站至中和桥站区间、中和桥站至光华门

站区间）的施工任务。光华门站主体结构长

160.4米，为地下三层岛式车站，设3个出入

口。项目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南京市中心城

区的交通压力，缩短中心城区与外围组团的

时间距离，提升南京轨道交通的网络化运营

能力。

杨建斌

南京轨道交通6号线光华门站主体封顶

本报连云港讯 2023年12月30日，中铁

四局工程技术公司涉铁自动化监测项目队测

量工程师贾宋鹏，在复核徐（州）连（云港）高

速铁路连云港站及联络线区间布设的静力水

准仪返回的监测数据后，按时编制监测日报

上报施工单位和上海铁路局相关单位。这标

志着该公司“地下工程智能监测系统”当日对

徐连高铁连云港区段沉降的监测任务完成。

公司在为沪苏通铁路、合新高铁、沪渝蓉

高铁、京雄商高铁等项目提供测绘技术服务

过程中发现，以往的人工测量方式不仅工作

效率低、成本高，而且受天气、夜间等外部环

境影响，工效和精确度有时难以保证。

为攻克智能监测这一技术难题，公司召

集测绘技术团队成立技术攻关小组，多次前

往局各铁路项目施工现场实地踏勘，与国内

自动化监测设备厂家沟通对接，组织技术研

讨会反复研究“地下工程智能监测系统”的可

行性。该系统由物联网统一管理平台、北斗

表面变形监测设备、太阳能供电系统、智能网

关、智能监测传感器等部分组成，可实现对复

杂环境中的测量和监测任务的自动化执行，

可应用于建筑构件、大坝、桥梁、管道以及其

他结构的监测和数据采集。目前，该系统已

广泛应用于上海铁路局、广州铁路局管段内

的13个自动化监测项目。 鲍伟

“地下工程智能监测系统”应用成效显著

2023年12月25日，中铁四局市政公司承建的绍兴市上虞区工业污水处理异地扩建一

期工程竣工验收。该工程是浙江省“六个千亿”产业投资工程、绍兴市化工行业“一园式”

发展策略实施的重要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上虞区政府“五个一批”重大项目之一。该工程

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拓展区，用地面积156.5亩，整体规划为新建处理能

力15万吨/日的污水处理厂一座，一期先行建设5万吨/日工业污水处理线一条，包括37个

主要构筑物和建筑物。

郭毅摄

上虞工业污水处理工程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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