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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建造为施工管理插上科技“翅膀”

3月28日，中铁四局沪（上海）渝（重庆）蓉
（成都）高速铁路武汉至宜昌段2标项目部（一
公司）无砟轨道施工过半，成为沪渝蓉高铁武
宜段全线首个无砟轨道任务过半的标段。

此时，站在孝天特大桥一眼望去，30 多公
里的桥面向前延展，视野所及，满是荷塘、稻
田。项目部党总支书记徐华指着远处的荷塘
说：“我们管段41.3公里，有28.7公里都是这样
的水塘沟壑。桥梁主体刚开始施工时，如何处
理路基沉降，如何做好排水成了首要的难题。”
一次方案讨论会上，项目经理刘敉密说：“在烂
泥巴上修高铁我们也不是遇到一次两次了，但

是如何确保质
量 和 进 度 ，关
键还是要研究
出确保桩基路
基 质 量 的 方
案。”

经过技术
团队多次的研
讨 ，项 目 部 结
合以往的施工
经 验 ，在 CFG
桩施工中引进

“ 桩 基 施 工 智
慧管理系统”，
实现施工过程
的可视化和自
动纠偏。在路

基施工中引入“平地机 3D 引导系统”“智能连
续压实系统”，可视化监控路基填筑质量。采
用测针和测饼精确控制桥梁桩基沉渣、桩顶浮
浆厚度。这一系列的新技术应用使施工质量
大大提高，工期缩短近3个月。

面对管段内4处连续梁，其中3处横跨交通
繁忙的市政道路，1处上跨民乐渠一级防洪点
和航道这些复杂的情况，项目部管理团队陷入
了沉思。一次碰头会上，一分部项目经理阮仁
义说：“以智能化代替人工为楔口、以技术创新
为动力，采用一套集走行、承重杆件、调节、模
板、平台防护、液压、附属系统的连续梁悬臂造

桥机，这样就可以推动连续梁节块浇筑。”这个
大胆又新颖的想法一经提出，立即引起了大家
的热烈讨论。“如果将悬臂浇筑技术推向自动
化、智能化，那我们就需要对传统的挂篮进行
设备和系统的全面升级，以适应当前桥梁施工
智能化发展趋势。”项目部副经理韩军的一席
话令大家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经过公司立项、多方专业技术人员研讨、
BIM模型智能演练、主要材料确定等一系列前
期准备，最终集承重杆件、液压整体模板、液压
调节、自动走行、信息化监控、钢筋骨架整体吊
装、平台防护等系统于一体，可适用于64米、80
米、100 米等不同跨度的直线或曲线连续梁施
工的国内首个悬臂智慧造桥成功诞生。它的
闪亮登场，有效解决了传统挂篮在悬臂现浇连
续梁施工中结构复杂、装拆繁琐、安全隐患大
等问题，综合工效提升20%以上。

项目部从进场之初就提出要打造“智慧梁
场”的目标。“我们的制梁，一定本着世界一流、
能够引领全国桥梁行业的发展的原则。”汉川
东制梁场场长宁明阳坚定地说道。但是“智慧
梁场、智能建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
为一直以来，所有装配式预制件都是由人工预
制完成并拼装建设，是典型的“人力工程”“人
海战术”，耗人力较多、耗时较长。现如今，国
内能够借鉴的成熟经验较少，一道难关横亘在
宁明阳和他的团队面前。

通过系统调研和深入讨论，宁明阳他们的
目光快速锁定在攻关核心——智能工装。工

装研发一向被视为工程领域的“硬骨头”，因为
难度大、受众小，很难找到合作厂家。宁明阳
带领团队争分夺秒，借助“互联网+”，综合“云、
物、大、移、智”等管理新要素，研发定位网机器
人焊接、钢筋辅助提料安装系统、全自动箱梁
模板打磨喷涂一体机、箱梁智能振捣整平一体
机、智能喷淋养护系统、智能张拉一体台车、智
能张拉系统、智能压浆一体车、智能凿毛机、智
能钢绞线切割机器人、智能防水喷涂机器人、
接触网及下锚拉线定位工装等12套智能化设
备，改进“内卡式千斤顶+自锁式工具锚”、热缩
套管保护套、顶板底层钢筋定位工装、底板顶
层钢筋定位工装、分布钢筋辅助绑扎工艺、自
制封锚模板、压浆密封罩、内模自行走工艺等8
项施工工艺。截至目前，相较于传统制梁场，
汉川东制梁场劳动力投入减少约40%，生产效
率提升约30%，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0%。

“项目部形象进度又快又好的秘诀，就是
牢牢抓住了‘智能建造’这个新质生产力，为我
们的施工管理插上了科技‘翅膀’。”项目部副
经理朱宝宝介绍。截至目前，项目部已完成产
值超 90%，研发涵盖路基、桥梁等多个领域的

“五新五小”成果34项，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工法
4项。

周祁煜

四公司：“三色”预警机制助推施工生产
本报合肥讯 3 月 25 日，中铁四局四公

司工程管理部下发《关于下发2024年一季度
项目产值、节点预警情况的通知》，对部分产
值滞后的项目给予通报。

今年，公司提出“确保完成企业营业额
220亿元、力争完成240亿元”的奋斗目标，施
工生产任务繁重。为确保基层项目的进度
和产值可控，公司根据《工程项目施工管理
基本办法》，对基层项目实行分级预警管理
制度，明确关键线路工期滞后20天、10天、5
天分别进行Ⅰ级红色、Ⅱ级橙色、Ⅲ级黄色
预警。要求项目部建立《节点工期完成情况
台账》，每月动态更新并上报公司工程技术
部。公司工程技术部根据基层项目的节点
工期完成情况编制《工期预警台账》，每月初
下发预警通报。

其中，I 级红色进度预警将被列为特别
关注项目，公司成立工作组驻点帮扶，制定

施工计划和有关进度保障措施并督促落实，
工程技术部对施工进展每日通报。如现场
落实不到位，相关项目经理将到公司交班并
取消相关项目的评优评先资格。Ⅱ级橙色
进度预警将被列为重点关注项目，公司分管
领导组织现场推进会，制定施工计划和有关
进度保障措施，工程技术部每周在交班会通
报落实情况。如现场落实不到位，相关项目
经理到公司交班。Ⅲ级黄色进度预警则由
相关项目制定进度保障措施并报工程技术
部，工程技术部与管控组及时跟踪工作进
展。

春节后至今，公司已先后实现巢马城际
4标首榀简支箱梁架设完成、天津轨道交通
Z4线融仁路站至于家堡站区间右线始发、海
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7标养护工
区主楼封顶等重要节点，各基层项目的施工
生产稳步推进。 赵雅慧

用“过日子”的思维抓好项目管理
过日子，是老百姓对日常生活的通俗说

法。会过日子，穷日子会慢慢变好；不会过
日子，即便富日子也会越过越穷。

基层项目的管理需要经常抓、反复抓、
扎实抓，就如同过日子一样。各项管理制度
和管理行为就好比日常生活中的柴米油盐
酱醋茶，“开门几件事，样样少不得”。能不
能像过日子一样抓管理，关乎项目管理水平
和最终效益。所谓的“全面搞建设、扎实打
基础、反复抓落实”讲的也是这个道理。

首先，要保持平常心。抓基层项目管理
不是一两天的事，需要持之以恒。如果耐不
住寂寞，热一阵冷一阵，日子肯定过不好。
如果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势必欲速则不
达。有些项目部抓基层管理做不到扎扎实
实，而是热衷于想新招数、提新口号，甚至

“刚烧火就揭锅，刚开花就摘果”，其结果是
项目部在热热闹闹中兴高采烈，各部门在你
好我好中沾沾自喜，项目管理究竟是否落实
却无人问津，最终损害的是企业的利益。完
善项目管理非一夕之功，只有通过制度把各
项管理理念落到各个环节、各个对象身上，
才能保障好项目的经济效益。

其次，要讲究科学方
法。上面千条线、基层一

根针。抓基层项目管理必须要有计划性，科
学统筹，兼顾各方，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要严格按照项目管理制度实施，决不能随意
增减。要勤检查多督促，经常查一查节点工
期的完成情况、问一问停滞不前的工作事宜
后续进展、看一看哪些制度还未落实到位。
基层项目管理是不能投机取巧的，一些好传
统还得坚持。比如，各种例会必须按规定时
间和要求召开；各类台账必须按照规定建立
健全；劳务队伍实名制管理必须按照规定执
行……完成任何工作，如若没有执行力，只
做表面文章，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是空想。各
项制度的落实执行不仅需要“上传下达”，更
需要监管推动、跟进闭环、末端落实。

最后，要把项目当成家。居家过日子，
要有主人翁意识，把基层项目管理当作自己
的职责，把基层项目的事当作自家的事，把
基层项目当做自己的家一样精心经营。要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做到“知”“行”合一。

“知”是前提，通过学习，把各项管理制度、规
范、要求弄懂吃透；“行”是关键，在工作中持
之以恒、严谨认真地执行各项管理制度。要
经常对各项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进行“回头
看”“回马枪”，让制度落实成为全员的一种
习惯。 邢将

■ 员工论坛

悬臂智慧造桥机应用在沪渝蓉高铁跨民乐渠连续梁施工 任志宣 摄

巢马城际铁路长江副汊航道桥马鞍山侧钢桁梁顶推完成
●图片新闻

3月26日，中铁四局钢结构建筑公司承担的巢（湖）马（鞍山）城际铁路马鞍山公铁两
用长江大桥副汊航道桥马鞍山侧钢桁梁顶推施工完成。该副汊航道桥长840米，钢梁总
重约为3.5万吨，是世界上在建跨度最大的无砟轨道三索面钢桁斜拉桥。其首次应用研
发的2100千帕高强耐候钢绞线斜拉索，是世界上强度最高的钢绞线。截至目前，巢湖侧、
马鞍山侧分别完成钢梁吊装顶推架设7段、12段。 王茜摄

筑牢“防护网”拧紧“安全阀”
本报郑州讯“此次考试不合格人员将

禁止进入现场施工，请大家认真对待。”3月
26日，中铁四局安装公司郑州轨道交通8号
线项目部组织36名作业人员开展专项安全
考试，将考试结果作为现场施工准入的必备
条件。

“考试前我认真复习，不仅在考试时用
上了，而且对于今后的工作也有很大帮助。”
电工李俊说道。此次考试的题目涵盖室内
焊接、起重吊装等工序的操作规程、卡控红
线以及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

项目部承担郑州轨道交通 8 号线一期
风水电安装、装修04标的施工任务。考虑
到施工现场交叉作业多、高空作业风险大等
特点，项目部建立起覆盖管理人员和作业人
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安全知识进工

地、安全生产系列讲座、事故案例警示教育
等活动，坚持组织新进场的管理人员和作业
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考试。开工以来，项目
部已组织300 余人次的管理人员和作业人
员参加安全教育和考试。此外，他们在现场
出入口、吊装作业区等处设置“安全风险公
告栏”,制作司索工、焊工、电工、升降机操作
工等岗位的“安全风险告知卡”，确保作业人
员熟悉起重吊装、切割焊接等工序的操作规
程和应急处置措施。组织安质人员每天在
施工现场进行安全风险识别评价和安全文
明施工监督检查，并配备6名青安岗岗员和
5 名群安员，延伸安全管理工作链条。目
前，项目部已形成“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
安全生产工作格局。

周青梅张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