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5月29日 3本版编辑/杨晨 版式设计/权力 经营发展

向“新”而行 科技赋能大盾构施工

5月11日至12日，中铁四局2024年劳动竞
赛推进会暨一季度项目现场观摩交流会在天
津召开。期间，与会人员来到城轨分公司（北）
京滨（海新区）城际铁路4标二分部天津滨海国
际机场 1号隧道，详细了解了盾构质量控制和
体系化管理、科研创新攻关等方面工作。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1 号隧道全长 3476.5
米，其中盾构段全长 2923米，最浅顶部埋深 8.4
米，最大顶部埋深 29.82米，先后下穿京津塘高
速公路、北塘排污河、津汉公路、天津轨道交通
2号线李明庄车辆段等建（构）筑物，具有盾构
直径大、下穿建（构）筑物多、沉降风险高、长距
离掘进泥浆处理困难等特点。

引领全线获赞誉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1号隧道盾构是局、公
司首个大直径泥水盾构项目，也是京津冀区域
在建最大直径的盾构项目。无论如何，我们都
要打赢这场‘战役’，赢得建设单位认可，提高
局在京津冀区域的知名度和话语权。”进场之
初，项目经理李云仙便与全体参建人员立下这
样的目标。

2022年10月工程中标后，二分部便跑步进
场，仅用4天就完成管理人员的进点驻扎，仅用
1个月就完成智能钢筋加工厂、产业工人驻地
等临时设施的施工任务，实现“三通一平”，顺
利通过建设单位京滨城际铁路有限公司的开
工标准化验收，获全线首张绿牌奖励。

二分部围绕“实现全线首台大盾构安全始
发”“打造局大盾构示范性工程”的目标，在施
工中大力推行“标准化、工厂化、机械化、信息
化、智能化管理”，编制《施工质量卡控清单手
册》，建立施工标准化实施体系，迎来建设单
位、兄弟单位、地方政府组织的 20 余次观摩。
2023 年 10 月 13 日，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工
程监督管理司组织京津冀区域项目100余人到
二分部开展“四新”标杆观摩时，要求各参建单
位学习中铁四局不惧困难、逆势而上的创新精
神和标准意识。

“我们要积极发挥技术龙头作用，不断优
化施工组织方案，进而实现施工生产的提质增
效。”二分部总工程师李安在工程部月施工总
结会上说。

在天津滨海国际机场1号隧道进口明挖段

圆弧断面深基坑施工中，原设计采用的传统钢
换撑先后遭遇结构外观质量差、侧墙开裂易漏
水、碰撞支架风险高、拆除换撑耗时长等一系
列问题，将导致盾构无法按预定节点始发。

那段时间，为找到解决方案，工程部技术
骨干们几乎天天泡在施工现场。经过 20余天
的三维数值模拟与反复理论推导，“李然博士
工作室”牵头人、分部副总工程师李然提出采
用新型格构桁架支撑替代传统钢支撑的优化
方案，通过数值对比分析，在确保基坑安全稳
定前提下，可以缩短主体结构工期 60 天。此
外，他们通过严谨的结构检算，在盾构始发时
创新采用 32根钢炮撑反力系统直接顶撑在混
凝土结构上，成功取代传统型钢反力架，实现
便捷拆装、循环利用，缩短工期25天。

2023年9月18日，历时7个月，盾构始发段
顺利封顶；12月 8日，大直径盾构机“京滨同心
号”在京津冀区域同期开工建设的津潍高铁、
京唐城际、京滨城际率先始发。

科研创新攻难点

既要干得快，还要干得好。在京滨城际全
线，二分部不仅要成为速度的代名词，更要成
为质量和创新的引领者，这是全体参建人员的
共识。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1号隧道穿越地层多为
粉土、粉质粘土、淤泥质粘土等高粘性土层，细
颗粒含量高。为此，二分部联合设备厂家自主
研发 13.8米直径的泥水平衡盾构机。这个“大
块头”长160.9米、重3250吨，配置6节台车。其
中，6号台车采用同步双液注浆的新技术，改进
注浆和冲洗管路，通过注浆压力和注浆流量的
双控，实现对水泥、膨润土等材料的存储和拌
制，与传统洞外制浆拉入洞内使用的做法相
比，随拌随注可以保证浆液质量，较好解决软
土地层环境下大直径盾构的管片上浮、地表沉
降等风险，实现隧道零渗漏、管片零破损的目
标。

“一块盾构箱涵自重 38.25吨，如果按照过
去机器辅助人工安装的话，装一块至少要 4名
作业人员，花费 25分钟，有没有可能研发一种
机器，进行全自动拼装呢？”李云仙在一次科研

例会上问道。李然思考片刻后回答道：“可以
试试。”

针对整体式预制箱涵自身重量大、精度要
求高、人工效率低等难题，李然带领工作室成
员联合盾构生产厂家和科研院所，多次研讨技
术创新方案。他们通过夜以继日地节点分析
与模型试验，最终研发出国内首台六自由度隧
道箱涵智能拼装机，可实现箱涵一键自动测量
抓取、高精度智能拼装、顶部连接件安装的自
动化智能化施工。目前，拼装一块箱涵只需要
2名作业人员花费 15分钟就可完成，而且拼装
精度也提升至80%，安全质量都得到有效保障。

“李博士，我们的隧道处于滨海软土地层，
开挖直径大，掘进过程中如果出现大沉降，极
易导致隧道结构失稳、周边建筑受损等问题。
怎么才能精准控制好沉降值呢？”博士工作室
成员宋明明在盾构顺利掘进100环后问道。

李然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工程。施工
中，他虚心请教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的教授和
专家，积极对接盾构生产厂家，和团队成员不
断进行“头脑风暴”。他们深入分析掘进过程
中的数据，最终形成可动态更新的控制策略，
使得盾构机的姿态控制更为平稳，目前已实现
动力单元一键启动、泥水环流系统智控、盾构
管片姿态自动测量、单环无人自主掘进等多项
功能，相比传统盾构掘进技术减少人为误操
作，显著提高轴线精度，大幅降低地表沉降。

此外，二分部与西南交大、河海大学、北京
交大等高校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在局立项《隧
道大盾构施工技术研究》课题。联合局管理研
究院自主研发“智慧盾构系统”，成功应用智能
掘进、智能拼装、智能调度、同步双液注浆、智
能泥浆处理、智能检测分析等盾构施工智能化
技术。成立工作室，定期组织工程技术人员、
新入职员工开展盾构穿越复杂敏感建（构）筑
物的技术攻关，紧密结合理论研究与工程实
践，致力于为企业培养出一批急需紧缺的大盾
构机管理人才。 汪怡萱 程娟

国内在建最北高铁开始铺轨
●图片新闻

5月28日，中铁四局参建的哈（尔滨）伊（春）高速铁路铺轨施工开始。哈伊高铁正线全长
299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八分公司承担哈伊高铁铁力至伊春段的铺轨任务，施工内容包
括铺轨 238.06 公里、铺岔 52 组、铺砟 72.8 万立方米，设铺轨基地 1 处、临时存砟场 3 处。

马立 赵梦婷 摄

本报西安讯“截至目前，公司各项目综
合回款比例达到 91%，为公司健康发展提供
了资金保障，下阶段要加大对铜川场地平整、
成都天府机场等重点项目的清收清欠力度。”
5 月 23 日，中铁四局六公司总经理丁得志在
公司一季度“大双清”工作例会上说。

今年以来，公司树立“清收就是创利、清
欠就是创效”的理念，成立“大双清”工作领导
小组，建立完善工作机制，系统安排部署“两
金”压降等工作，激活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
动力。

抓实源头创效，加强营商融合。公司强
化营销策划，深入分析拟投标项目的工程特
点、招标条件、建设单位概况、竞争对手情况
等方面的信息。多渠道细致调查西安、重庆、
宜宾等重点区域内的建设单位履约能力、拟
投标项目资金来源，抓实现场踏勘、成本测
算、设计对接等工作，提高经营质量，降低履

约风险，真正实现“有收入的合同、有利润的
收入、有现金流的利润”。

强化过程控制，狠抓成本核算。公司从
合同收入、责任成本和实际成本三个方面，坚
持按季度开展成本核算分析，把准在建项目
真实情况，全力兑现目标利润。要求商务、技
术、物资等部门联合对在建项目的成本核算
分析进行督导，定期进行考核通报。组织分
管领导深入一线，分区域选取示范项目召开
成本核算分析专题会，全面提升分管区域内
的各项目成本核算分析的能力。

紧盯确权结算，确保资金回笼。公司高
度重视已完工未结算款的计价工作，严格按
照“成熟一个结算一个、部分成熟部分验工”
的原则，加快竣工结算和收入确权。秉承“完
整、充分和及时计量”的观念，加大合同内外
收入的组织力度，确保工程款回笼。

黄远诚李培润杨甫

六公司：三项举措推进“双清”工作

本报保山讯 5月26日，中铁四局二公司
大（理）保（山）高速公路老营至板桥段改线工
程2标项目部组织防洪防汛桌面应急演练，切
实做好雨季期间施工现场安全管理，确保参
建人员的生命财产安全。

项目部管段全长 4.25 公里，施工内容包
括隧道 0.5 座、主线桥梁 4 座、互通区桥梁 23
座、拓宽桥梁3座、改路天桥3座。当前，项目
部所在地已进入雨季，突发性暴雨、洪涝、滑
坡等自然灾害隐患增多，给现场施工安全带
来严峻挑战。为此，项目部编制《防洪防汛应
急预案》，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完善内

容。适时组织桌面推演、现场演练，围绕预警
响应、指挥调度、人员转移、抢险救援等内容，
提升参建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同时，组织
网格员对施工便道的泥泞湿滑路段和施工现
场存在边坡落石等风险的地点实地排查。

此外，为提升参建人员的安全意识，项目
部通过安全培训、班前安全讲话、工作群提醒
等方式，大力宣传灾害预防等方面的知识。
截至目前，项目部已累计开展各类安全宣传
活动11次，参与人数达139人次，未发生一起
因自然灾害引发的安全生产事故。

王伟华 苏渊博

未雨绸缪织密防汛“安全网”

现场观摩天津滨海国际机场1号隧道盾构施工 冯嘉摄

工人有序摆放涂过防护脂的螺栓工人使用撬棍对轨枕位置进行细调

哈伊高铁铁伊段铺轨施工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