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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高品质装配式建筑工程

5月9日，中铁四局四公司组织合肥地区20
余个项目党政领导、总工程师、工程部部长共
计百余人，来到新站高新区鹤翔园四期安置房
项目部开展标准化工地观摩活动。

鹤翔园四期安置房 C、G、I 地块规划总用
地面积 11.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4.5万平方
米，施工内容包括22栋住宅楼、8栋配套商业、1
座幼儿园、地下车库等，可满足 2384户居民入
住，总投资 17.9亿元。截至目前，该项目C、G、
I3个地块 22栋主楼、8栋商业、7栋配电房、1栋
幼儿园均已全部封顶，正在进行内墙装饰装修
施工。

样板引路 打造品质工程

“鹤翔园四期是公司房建业务在合肥区域

滚动发展的成果之
一。管理人员大部
分是从北岗花园二
期安置房项目部过
来的。”项目经理周
勇介绍道，“我们借
鉴北岗花园二期施
工经验，通过样板引
路 、工 艺 试 验 等 措
施，在保障安全质量
前提下加快施工进
度，于 1月 28日实现
22栋住宅楼封顶，比
原计划工期提前近 4
个月。”

相比于装配率不低于 30%的北岗花园二
期，鹤翔园四期是安徽省首个装配率不低于
50%而采用爬架的房建项目。进场前，项目部
牵头组织设计、专业分包等单位制定相应措
施。例如，在设计阶段确定横竖缝企口、孔洞
的设置方式，避免缝隙在墙身贯通渗水；利用
BIM技术对铝模安装、预制构件吊装等施工环
节进行模拟，解决杆件碰撞问题。

施工质量控制的关键点在于预制构件的
吊装与灌浆。施工前，项目部组织预制构件的
吊装和灌浆班组进行理论与实操培训，要求作
业人员笔试、实操考核通过后才能上岗作业。
各地块技术主管、网格员组织各劳务队伍向工
程部报备施工工序，以确定交底时间；要求所
有作业人员参加工程部组织的技术交底，确保

清楚施工要求、工艺流程和安全操作规范。在
施工现场建起一座60平方米的样板间，作为作
业人员现场学习的“教材”和工序验收的标准
与依据。

科技创新 打造智慧工地

项目部自主开发“智慧工地指挥系统”，建
起“智慧工地指挥中心”。该中心设有一块数
据集成大屏，既能俯瞰施工现场全貌，也可以
拉近观看具体工序的细节。

“将科技融入工程，实现全方位智能化管
理，把过去的静态抽查转变为动态实时管控，
既节省人力，还更加精准。”该中心负责人杨辉
说道。他在屏幕上打开“地块相册”板块，调出
一个地块不同时段的画面“找不同”，“有图有
真相”地了解工程进度。当发现有一处柱子的
钢筋绑扎过高时，他当即拍下现场细节图，上
传到“问题播报”板块，填写发现问题区域、问
题描述、整改负责人、整改期限等电子表单，并
在整改后再次复查、重新拍照上传，确保整改
闭合。

施工中，项目部对箱梁预应力智能压浆设
备进行改造，自主研发“智能一体化灌浆设
备”。这种设备具有称重计量、上料、搅拌、注
浆、流量检测、压力检测等功能，根据配合比自
动上料，解决传统灌浆设备拌料不规范浆、料
搁置时间久骨料下沉、水分蒸发、灌浆压力不
足等问题。

此外，项目部自主研发的“爬升式智能防
护平台”可以用于 6层及以上的预制外墙竖向

构件施工中，有效避免传统的三角挂架拆装频
繁、安全隐患较大的问题。

开工以来，项目部累计申报6项发明专利、
14项实用新型专利，在第二届“新城建杯”国际
BIM应用大赛中荣获建筑工程BIM组一等奖。

多措并举 打造安全工地

“施工现场有20余台塔吊，数量多、管理难
度大。因此，我们在地面、塔吊高点和吊钩等
处安装37个高清监控摄像头，确保现场情况尽
收眼底。”项目部安质部部长何高翔说。

项目部运用“吊钩可视化系统”“塔吊防碰
撞系统”对塔吊运行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吊钩
可视化系统”具有监控自动跟钩功能，可以实
时查看塔吊吊钩作业情况，确保塔吊作业安
全，避免“隔山吊”带来的安全隐患，实时回传
吊装画面，供塔吊司机参考，减少信号工误判
导致的操作事故。“塔吊防碰撞系统”通过显示
器向操作人员提供当前塔机的主要工作状态
及塔机间的相对位置，当相邻塔机间安全距离
达到预警值时，系统发出声光预警，当达到报
警值时，系统输出控制信号，控制塔机向危险
方向的动作，避免群塔交叉作业时产生的碰撞
危险。

赵雅慧

本报宿迁讯“虽然目前安全、质量、进度
均满足要求，但是标准化建设工作依然不能
放松，尤其是正在施工的 10 栋厂房。”5 月 9
日，中铁四局南京分公司宿迁智能装备制造
项目部项目经理郑云生在周交班会时说。

该项目位于宿迁市高新区，占地面积1.3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23.7万平方米，施工内
容包括新建厂房10栋、研发楼1栋、配套公寓
2栋。开工以来，项目部持续推进标准化施工
作业，全力开展品质工程创建工作。

项目部成立“标准化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组织参建人员认真学习局、公司有关标
准化建设工作的制度和办法，在进场之初综
合考虑安全环保和施工效率，采用BIM技术
对施工现场科学布局、合理划分。严格质量
把控，组织基础、钢结构、防水、混凝土结构、
路基等分部分项工程的首件制策划，对分部
分项工程的首件制经验进行总结，为后续施

工立标打样。对已施工完成的工程，严格落
实成品保护措施，特别是对楼梯、框柱等混凝
土结构的棱角部位进行特殊保护。对施工区
域内的裸土进行覆盖，配置洒水车、围墙自动
喷淋、塔吊喷淋等扬尘防治设施，每日对场区
道路进行冲洗。组建场区清洁小组，组织施
工清洁小队，定期对现场围栏和机械设备擦
洗清洁。此外，项目部根据不同施工阶段的
安全风险，编制《安全巡检清单》，要求安全员
每日进行现场巡查、项目经理每月组织安全
大检查，对网格员履职情况做到日考核。截
至目前，项目部安全大检查发现隐患337条、
日常巡查发现隐患275条，均已整改完成。

开工以来，项目部的标准化建设工作获
得地方政府和建设单位的一致好评，荣获宿
迁市2023年度“建筑施工标准化文明示范工
地项目”。

刘晓倩

南京分公司宿迁智能装备项目部
标准化建设工作获美誉

南深高铁跨G324国道特大桥连续梁合龙
●图片新闻

5月8日，中铁四局五公司承建的南（宁）深（圳）高速铁路玉林至岑溪段3标跨G324国道
特大桥连续梁合龙。3标管段全长20.9公里，施工内容包括21座桥梁、8座隧道、13段路基
等。其中，该特大桥长979.93米，采用（60+100+60）米连续梁结构。 陈华 文邦国摄

“轰隆，轰隆……”随着盾构机加足马力，
巨大的轰鸣声在盾构区间里回荡，混合着汗
水、泥土和油类等气味。五一假期，本是人们
休息放松的时刻，但对于中铁四局城轨分公
司青岛轨道交通5号线02工区项目部的参建
人员来说，却是他们确保滁洲路站至合肥路
站区间提前贯通的关键时刻。

青岛轨道交通5号线全长约32.6公里，其
中项目部承担地铁大厦站至滁洲路站区间、
滁洲路站至合肥路站盾构区间的施工任务，
工程造价2.32亿元。

五一假期的一天，盾构机司机桑海涛突
然喊道：“油温升高了，机器太烫，刀盘快承受
不住了！”此时，工程部技术主管闫畅正手持
对讲机，在位于地下20米的区间中忙碌。他
迅速回应：“注意控制掘进参数，当前扭矩波
动大。另外，循环水流量过低，刀盘出现高温
预警，请机修人员立刻检查原因并报告。”

闫畅一边安排机组检查循环水进水管
路，一边拿着测温计冲向出渣口准备测量渣
温并取样。经过一番紧张排查，机修主管陈
浩通过对讲机报告：“大副，井口循环水管路
有个抱箍松动了，导致进水不足。”闫畅立刻
下令：“暂停推进，电瓶车后退到安全距离，确

保安全措施到位。同时，尽
快恢复洞内循环水供应。”

随着指令的发出，机修班组的同事们迅
速行动，背起工具包赶往故障地点进行维
修。经过十多分钟的紧张作业，他们成功排
除管路故障，刀盘温度也逐渐恢复正常。

对于闫畅来说，这已经是他在工地上度
过的第三个“五一”了。2021年大学毕业后，
他就成为了一名盾构技术员，并因其专业能
力和责任心而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盾构机大
副”。他深知盾构机掘进的重要性，因此每天
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和专注。

在闫畅的带领下，他们每天不仅要进行
渣土监控和刀盘数据监控，还要每30秒钟校
准一次盾构姿态，确保每次掘进都不偏离设
计路线。连续工作12个小时已成为他们的常
态。闫畅说道：“盾构机每天能掘进 15 至 20
米，但每掘进1.5米就要停下来拼装管片。管
片拼装是个精细活，不仅需要技术和体力，更
需要技术员和拼装手的默契配合。这就像给
房子贴瓷砖一样，但这里的墙和瓷砖都是圆
形的，每一块的位置和角度都各不相同，而且
环缝和纵缝都不能有错台。”

5月6日，随着滁合区间右线盾构的顺利
贯通，项目部离完成整个工程目标又近了一
步。在这个五一假期里，他们用汗水和努力
书写着“四局城轨”品牌新篇章。

柳思源

盾构区间里的“五一”假期

■小特写

鹤翔园四期项目进行装饰装修阶段施工 吴晗 摄

聚焦风险管控筑牢安全防线
本报武汉讯“在本周的安全隐患排查

中，我们发现问题15个，目前已全部督促整改
到位。”5月10日，中铁四局五公司武汉轨道
交通12号线武昌段4标项目部安全员程智勇
把本周安全隐患排查的结果上报至公司安质
部。

项目部管段长6.1公里，施工内容为三站
四区间。盾构机需要穿越长约1.1公里的沙
湖以及市政管线、建（构）筑物，而且下穿地段
地质条件复杂，上部为粉质粘土，下部为砂性
土承压含水层，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

开工以来，项目部聚焦风险管控，建立全
过程风险动态管控机制，制定《风险分级管控
制度》《安全风险四色分布图》，明确各层级风
险管控责任，形成“研判风险、制定措施、风险
管控、跟踪落实”的闭环机制，做到执行高效、
考核有力、监管到位。定期研判各工点存在

的重大安全风险，每月组织各部门对重大安
全风险管控落实情况和现有管控措施分析检
查。

考虑到施工中涉及16根高压电力箱涵、
50余根10千伏电力管线及燃气、热力、自来
水、弱电通信、雨污水等管线的迁改，项目部
在施工前期采用“物探+探沟”的方式，分专业
绘制管线迁改详图，确保真实掌握地下管线
的位置和埋深。管线迁改时，认真做好现场
交底与旁站，严格落实小沟槽开挖安全预防
措施，严禁大型机械在管线周边开挖作业，在
施工现场的开关箱设置“断电报警器”。对迁
改后的管线及时采集测量数据并绘制成图，
同时做好现场的标识和标牌，防止已完成迁
改的管线遭到二次破坏。

截至目前，项目部管线迁改已完成55%，
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 朱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