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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企业超高层建筑领域发展的思考

南深高铁玉岑段2标开始箱梁架设 信息化技术助力桥梁施工
本报马鞍山讯 2 月 27 日，在建设单位

召开的巢马铁路建设年后复工管理会上，中
铁四局巢（湖）马（鞍山）城际铁路3标项目部
（四公司）在马鞍山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副汊
航道桥施工中运用信息化技术取得的成果
得到高度评价并现场交流。

该航道桥设计为双塔三索面钢桁梁斜
拉桥，长844米，主跨392米，采用塔梁分离、
半漂浮结构体系，是世界上在建跨度最大的
无砟轨道三索面钢桁斜拉桥之一。开工以
来，项目部以数字化应用为基础、以BIM模
型为载体、以应用场景为切入点，开展大量
智能建造技术的探索和应用，将智能液压爬
模技术、智能同步顶推技术、信息化技术等
应用在爬模施工以及塔吊、施工电梯、1800
吨架梁吊机等大型设备的管理和操作中，形
成智能装备体系，从技术攻关、实体质量、安
全管理、成本控制、绿色施工、协同管理等方
面做到“事前预防、事中可控、竣工可溯”。

项目部通过有限元模拟分析，针对主塔
爬模施工、钢锚梁定位安装、大节段钢桁梁
的加工制造、全桥线形控制等关键技术环节
开展攻关，不断验证改进施工工艺，优化更
新施工方案，取得良好成效。其中，针对该

航道桥大体积混凝土承台建立的有限元模
型，可以反复进行模拟数值计算进而调整配
合比，使得承台施工节约混凝土720吨，节约
成本22万元。“智慧顶推集成系统”通过多维
度的数据采集，运用大数据分析、远程监测、
超限报警等功能，实现对顶推施工的远程数
字化操控。大节段钢梁架设需求应用的
CQ1800B型架梁吊机，是目前世界上额定起
重最大吨位的架梁吊机，项目部建立“架梁
吊机智能监控系统”，具备大数据分析、分级
预警、实时采集等功能，可以对吊点高度、支
腿行程、吊点载荷、环境风速、工作时长、故
障信息等进行监测，保证架梁吊机的安全运
行。

此外，基于“巢马铁路溯源管理平台”，
项目部实现进度跟踪、质量追溯等施工生产
信息的可视化，收集汇总工程建设过程中各
个节点的数据信息，形成一套完整的工程溯
源档案，便于对工程质量进行阶段性分析与
总结，为今后同类施工提供经验。

截至目前，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
该航道桥两座主塔全部封顶，首节钢梁已吊
装完成，预计4月南主塔将开始斜拉索安装、
中跨钢梁悬拼。 赵雅慧

《中铁四局“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出，要深
入推进纵向一体化和相关多元化，做强交通基
础设施、城市建设及生态环保三大主业，实现

“高精尖特新”项目突破。中铁四局 2023年技
术工作会议也再次指出，“高精尖特新”领域自
主关键核心技术欠缺，急需在超高层建筑等战
略领域研发关键核心技术，形成具有自主产权
的成套施工技术和工装设备。实现企业在超
高层建筑领域的突破，既是未来建筑行业发展
的大势所趋，也是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必经之
路。

企业深耕超高层建筑领域建设面临的形势

从建筑行业发展看，超高层建筑市场体量
依然可观。据CTBUH（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
人居学会）统计数据显示，我国 150米+超高层
建筑所占全球总数比率高达 47%（截至 2023
年），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超高层建筑的国家，超
高层建筑行业市场体量仍然保持上涨的趋势。

从国家政策制度看，超高层建筑体系发展
迎来转变。一是面临探寻新的结构体系、发展
新的结构材料，提出对结构进行二次优化，达
到降本增效、绿色发展的目的；二是增加对建

筑信息模型（BIM）的需求，以求全周期的智能
化、信息化、数字化管控，尤其是针对施工企业
的建设阶段。

从企业施工技术看，超高层建筑核心技术
竞争激烈。中铁四局作为中国中铁标杆企业，
想要率先实现“高精尖特新”项目突破，就不得
不面临与中国建筑、上海建工等行业领先企业
同台竞争的状况，掌握核心关键施工技术便是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
争将愈演愈烈。

企业深耕超高层建筑领域建设的发展方向

坚持他山攻错，拓宽市场领域。面临超高
层建筑市场激烈的竞争环境，企业要想“走出
去”，首先要“引进来”。一是学习强企业。在
这个信息时代，个人与企业都有能力去自由传
递信息以及实时获取信息，企业可以通过组织
开展超高层建筑领域施工技术培训交流，前往
超高层建筑施工强企开展线下交流等系列活
动，以掌握成熟的超高层建筑施工技术为目
的，学习施工经验的同时，兼顾引进市场各类
资源。二是开拓新市场。在新的市场领域面
前，所有企业手中的“答卷”包含的“课本”知识
是相同的，区别在于发掘“课本”新的知识。从
烧土筑泥，到叠木垒砖，再到搭筋浇砼，经济社
会和工业制造水平的发展催生了建筑行业核
心主材的升级，也引导了建筑行业市场的方
向。未来的超高层建筑将是低碳、健康、智能
型的，企业要集中全体市场开拓人员，做好市
场调研，进行市场分析，确定最佳市场引爆区，
制订循序渐进的市场拓展计划，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站稳脚跟。

配置创新资源，集中科技攻关。当前超高

层建筑结构体系主要有“钢筋混凝土框架+核
心筒”“钢筋混凝土筒中筒结构体系”“钢柱混
凝土框架+核心筒”“钢框架+核心筒”“钢框
架+核心筒+伸臂桁架”“巨型框架+核心筒+伸
臂桁架”等，掌握结构体系关键施工技术的企
业才能在超高层建筑领域中获得一席之地。
这就需要企业运筹帷幄、凝心聚力、攻坚克难，
在关键施工技术上求新求变求突破。一是立
足施工资源，加快技术创新。根据结构体系研
究关键施工技术的特点和结构高度等施工因
素，选用契合的施工技术，发挥各项技术的特
点，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从而不断
提高超高层建筑施工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效
益。二是找准科研方向，搭建科研平台。企业
可以针对性地搭建科研平台，吸引优秀的科研
人才和技术团队，开展超高层建筑领域“四新”
的研究和应用探索，争取率先实现“从0到1”的
突破，掌握绿色、低碳的新型结构施工技术或
工装设备的知识产权，赢得企业发展“弯道超
车”的机会。

强化“五会”能力，培养“土木+”人才。人
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
心竞争力，超高层建筑领域施工技术的发展说
到底也是专业人才的发展，施工技术的实现要
靠技术人才的能力。首先，超高层建筑领域人
才应当具备五项基础能力。一是会定量分析
结构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二是会判别和解决结
构隐患，三是会优化施工设计，四是会检查和
调度现场，五是会系统性总结，形成经验性指
导。企业需要通过内部培训和选拔机制，培养
会分析、会解决、会优化、会调度、会总结的“五
会”人才，才能大大提高施工企业在超高层建
筑领域的竞争力。其次，超高层建筑领域人才

还应当具备数字化技术能力，运用BIM验证设
计、开展全周期的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管理
等能力。对于企业，可以搭建某一种应用场
景，类似中铁四局的大商务数智管理平台和网
络学习云平台，把“土木工程+软件工程”“土木
工程+通讯工程”“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等进行
整合，加大多维专业的专项能力培养，打造“土
木+”复合型人才。

超高层建筑在国内建筑行业依然占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企业通过对其市场方向的精准
把握，施工技术的创新引领，“土木+”人才的强
化培养，方能实现在超高层建筑领域的突破，
从而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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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本文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企业深耕

超高层建筑领域建设所面临的形势以及
未来的发展方向。文章结构清晰，逻辑
性强，内容丰富，不仅包含了对当前超高
层建筑市场状况的分析，也提出了企业
在面对市场竞争和技术挑战时应采取的
策略。此外，文章的语言流畅，用词准
确，逻辑严谨，易于理解。在表达观点
时，作者不仅使用了数据和事实来支持
自己的论点，还通过举例和解释来使文
章更具说服力。总的来说，这是一篇高
质量的文章，对于想要了解超高层建筑
市场以及企业在此领域发展策略的人来
说，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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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9日，中铁四局南（宁）深（圳）高速铁路玉林至岑溪段2标项目部（五公司）开始箱

梁架设。南深高铁玉岑段正线全长111.1公里，其中项目部管段全长19.038公里，设置制梁

场1座，承担南深高铁玉岑段2、3标529孔箱梁制运架任务。

杨明聪夏鹏飞摄

朔黄铁路上的“车辆医生”
2月29日，在中铁四局八分公司朔黄运输

分处西柏坡列检作业场，一派繁忙景象，技术

检查、故障处理、取送物料……检车员们在股

道间穿梭，身着防护服，腰挎工具包，手握检车

锤，紧张有序地给列车“体检”“治疗”。他们在

车底下屈膝弯腰，钻进爬出，用目光仔细扫过

列车下的上百个零件，时而用检车锤敲打，时

而用强弱光对比照射，整个检车过程不仅要精

力集中，对体力也是极大考验。

“值班室，7141次列车符合作业条件，申请

技检作业。”6时08分，晨光熹微，西柏坡列检

所一班开始为第 7 列列车进行全面“体检”。

“再有一个小时就下班了，大家一定要集中精

力，不能有半点松懈马虎，连挂部位、走行部

位、制动部位重点检查。”工长黄伟东每隔一个

小时左右就会用对讲机进行提醒。

24小时轮班转是检车员的工作常态。“刚

才有检车员发现右下侧门的搭扣裂损，是一条

细缝，比较隐蔽，大家认真检查搭扣状态，发现

异常及时汇报！”黄伟东一边提醒大家加强检

查，一边携带近10公斤的维修工具，前往列车

故障位置进行更换。

6时31分，黄伟东到达列车故障位置后戴

上护目镜，借助手电光线仔细再次检查搭扣裂

损痕迹，拿起切割机开始切割作业，同事们配

合他进行搭扣安装。现场火花四溅，有的抡大

锤、有的紧螺栓、有的抬配件……切割声与对

讲机传来的提示声交织在一起。

“大家紧固时一定要确认好防松垫片，做

好防松处理，防止配件丢失。”经过10多分钟

的紧张作业，黄伟东和同事们及时排除列车的

搭扣裂损故障。“螺栓紧固良好、防松垫良好、

配件良好……”安装完毕后，黄伟东再次对搭

扣安装情况进行检查和口述。

“检车员排查故障靠的就是‘锤到、眼到、

想到’，稍有疏忽大意就可能给能源运输安全

带来严重影响。”黄伟东擦了擦汗湿的额头后

说道，“后半夜容易困乏，为了大家的安全，分

处要求检车员是绝对不许单独进入现场作业

的。”他们平时工作繁忙，每次当班需要行走近

4万步，在现场干大半天是常态，遇到非正常停

车加班加点也在所难免。由于脚下踩的都是

高低不一的碎石，为避免脚磨破，检车员们平

时会选择穿两层袜子，既保暖又抗磨。

经过 12 个多小时的“诊疗”，黄伟东所在

的一班顺利完成当天任务，共计检查7列414

辆，盯控卸车作业10列，处理故障50余个，保

证所有列车状态良好。 杨对强

罗荣庄隧道出口斜井大里程与出口贯通
本报昆明讯 3月2日，中铁四局二公司

承建的渝（重庆）昆（明）高速铁路昆明段罗

荣庄隧道出口斜井大里程与出口贯通。

罗荣庄隧道全长5260米，设置3个工区

6个工作面，其中，出口斜井大里程与出口段

长 555 米。该隧道下穿既有新嵩昆高速公

路，岩体破碎，地质条件复杂，施工风险系数

高、难度大、工期紧张。

为确保施工安全，项目部提前谋划施工

方案、机械设备配置、人员组织、安全质量，

成立应急管理小组，建立值班人员管理制

度，配备自动化监测系统。施工中合理组织

工序作业，优化施工工艺，严格落实“管超

前、严注浆、短开挖、强支护、早封闭、勤量

测”的施工原则。

徐智纯洪富才卞苏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