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30日，随着最后一辆新能源车驶离诺
干湖冰面，中铁四局一公司承建的呼伦贝尔寒
区试验（诺干湖）基地正式结束2024至2025年
度极寒测试。

该试车场位于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
距离中蒙边境约60公里，属于高寒地区，占地
28万平方米，是集陆地试验区、湖面试验区、
综合检修办公区为一体的测试场地，内设操稳
路、冰雪圆环、冰雪动态广场等28种特种测试
路面，能够在极寒环境下对汽车操控性、舒适
性、可靠性等多个指标进行测试、验证和评价，
全面显示汽车的产品品质和对极端气候的适
应能力。

当北纬49度的寒潮席卷呼伦贝尔草原，
零下45摄氏度的“白毛风”掠过冰封湖面，上
百台测试车辆在银色跑道上划出优美弧线。
这片曾因漫长冬季陷入沉寂的土地，如今因汽
车极寒测试产业的崛起，正在重构冰雪经济的
价值链条。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寒区试验（诺干湖）基地位于北纬49度，
全年约有140天结冰期，具有打造寒区试车场
景得天独厚的优势。

寒区试车试什么？冷启动、防侧滑、除霜
除雾、电池续航……“相比沥青路面摩擦系数
0.85左右、水泥地面摩擦系数0.9左右，雪面的
摩擦系数只有0.3，冰面只有0.1。汽车在冰雪
路面上测试，调校得越好，就越能保证车辆的
安全性、稳定性。”项目部现场施工负责人王磊
说。

从空中俯瞰寒区试验（诺干湖）基地，20
余种冬季测试场景在冰面及陆地跑道上铺展
开来。这里不仅有高速环道、直线跑道、ABS
对开测试道等常规测试场景，还有湖面操控
道、冰雪圆环、冰雪动态广场等非常规测试场
景。基地独创的“三层冰雪圆环”测试场景可
以模拟从西伯利亚冻土到阿尔卑斯山道的典
型冰雪路况。

诺干湖是国内首个既有陆地试验区又有
湖面测试区的寒区试验基地，填补行业空白。
18平方公里的可用湖面测试资源可满足国内
多种品牌汽车的测试需求。随着寒区试车场
景的落地，诺干湖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寒区试车

湖面，车辆测试速度在
这里不断刷新。

创新建造测试场景

在湖面上建车道，
打造寒区试车场景，看
似轻而易举，实则困难
重重。

在寒区试验（诺干
湖）基地，一条由120块
混凝土预制板铺成的路
面格外显眼。当测试车
辆驶上这条道路时，会
不由自主地产生侧滑，
就像打一个趔趄。“这是
去年新打造的对开高辅
路试车场景。该场景能
有效模拟结冰高速公路
路况，测试汽车控制系
统的性能。”项目总工程
师胡巧明说。打造这条
路，预制板要严丝合缝
地嵌在湖面上。

与对开高辅路隔湖相望的是另一个新增
测试场景——冰面斜坡。在冰面边缘，四个坡
面从10度到30度一字排开，仿佛一把打开的
折扇。车辆迎坡而上，车轮一侧压着混凝土，
另一侧压着凹槽处的冰面。一个加速，汽车稳
稳爬上坡顶，丝毫不打滑。

然而，让斜坡上“长出”平整光滑的冰并不
容易。起初，外国专家建议，从湖面上直接取
冰，多块拼装，再用水“缝补”。但试验发现，湖
面冰层太薄时，无法承载重型设备取冰；湖面
冰层足够厚时，取出的冰又会因厚度大、裂缝
多而无法使用。最终，团队借鉴北京冬奥会雪
车雪橇赛道“雪游龙”的造冰方式——用水浇
冰。

要实现在坡面滴水成冰，气温得逼近零下
30 摄氏度。在一天中最冷的凌晨时分，工程
技术人员手持花洒，在混凝土表面喷洒上百次
水雾才能形成1至2毫米的冰层。这样精细的
工作需持续半个月，一块合格平滑的冰面才能
完成。

将上百块700公斤重的预制板放入15厘

米厚的冰槽里，时间点的把握至关重要。铺得
太早，冰面结冰太薄，承受不住；铺得稍晚，冰
面利用时间大大缩短。

去年年末，当冰面厚度刚达60厘米以上
时，胡巧明就带领建造维护团队顶着严寒挖
槽、铺路。前后历时10天，他们将原本只在陆
地建造的对开高辅路搬到湖面，而且预制板与
冰面间无高差、无错台，浑然一体。

冰雪经济生态圈初现

随着测试季的到来，诺干湖大酒店入住率
持续保持在95%以上，冰雪主题民宿预定量同
比增长200%。该试车场周边形成的“汽车科
技体验区”吸引着大量汽车爱好者前来观摩。
地方政府顺势推出“测试季+冰雪节”融合旅
游产品，实现冬季旅游的新突破。

随着全球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呼伦贝尔
寒区试车场也在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与转型升
级。近年来，呼伦贝尔市依托寒区试车产业，
积极推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朝着高端化和
多元化方向迈进。随着车企新车型、储备车型

数量不断增加，汽车研发周期在缩短，更新迭
代速度加快，这为呼伦贝尔寒区试车产业提供
更多发展空间。数据显示，来呼伦贝尔测试的
车辆中，新能源汽车占比已超过一半。

该试车场的建设带动着当地冰雪产业链
发展。截至目前，已培育专业化冰雪道路制作
维护团队、道路应急救援、驾驶员培训等12个
配套服务商，累计创造季节性就业岗位800余
个。国内知名雪地设备展商在此设立维修售
后服务中心，当地牧民组建的特色运输队年收
入突破百万元，冰雪经济效应持续凸显。

在冰雪经济的新赛道上，中国汽车工业与
寒区特色资源的深度耦合，正在书写着“冷资
源”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随着更多车企
将研发中心向寒区转移，这片银装素裹的土地
正孕育着中国智造走向全球的冰雪基因。

何亮吴义勇 黄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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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中铁四局三公司负责的朔（州）黄（骅港）铁路黄骅南站首组交叉渡线更换完
成。该工程涉及朔黄铁路黄骅南站、肃宁北站两座车站，区间里程全长132公里，共需更换
56组道岔。 边志强摄

朔黄铁路黄骅南站首组交叉渡线更换完成
●图片新闻 “三个聚焦”力促大商务管理落地见效

本报深圳讯 3月25日，中铁四局五公司
深圳轨道交通8号线三期工程一工区项目部
召开2025年一季度专项成本核算分析会，对
目前的总体收入、发生成本进行梳理，将竣工
商务策划落实落细。这是该项目部推动大商
务管理落地见效的举措之一。

该项目部管段长3.196公里，承担小梅沙
站至溪涌站区间的施工任务。进场以来，该
项目部秉持“效益提升 价值创造”的理念，聚
焦机制创新、全程策划和开源节流，不断推进
大商务管理工作，使降本增效成为全员共识，
经济效益逐年稳步提升。

进场之初，为激励员工创效热情，公司在
该项目部创新试点模拟股权分配机制，以拟
实现的超额利润再分配为核心，遵循自愿参
与、共同出资、共同管理、共担风险、共享收益
的原则，让员工做自己的股东，调动项目管理
团队的积极性。为消除员工对安全、质量、工
期、履约等不确定因素的疑虑，该项目部多次
组织宣贯解读。“这种机制就像黏合剂。过去
是‘火车跑得快，全靠项目经理带’，现在成了

‘和谐号’动车组，真正让‘要我干’变成‘我
要干’。”项目经理叶正联说。此外，为推动
各项目经济效益提升，公司加强奖励力度，
修订《商务管理策划实施细则》《收入组织
实施细则》，突出对商务策划过程推进的即
时奖励，增强全员主动创效的意识，激发全
员创效的潜能。

为找准经济效益提升点，开工以后，公司

安排领导班子成员带队对项目进行大商务管
理策划，按照“重全程创效、强统筹组织、抓关
键线路、论方案可行、比技术经济”的工作思
路，通过初步设计、施工设计双优化开展收入
组织策划，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对渣土处理
方案进行的商务策划。该项目部管段的盾构
区间地质为中风化花岗岩和微风化花岗岩，
盾构掘进过程中会产生20万立方米的弃渣，
考虑到周边环境和地方政府环保政策要求，
他们建起“渣土处理中心”，配置渣土筛分压
滤设备对泥浆、弃渣进行处理，将泥浆中的泥
砂分离，减少渣土外排和外弃，而且筛分出的
机制砂、石渣等可以进行二次利用。此项创
效成果在2023 年中国中铁第一届大商务管
理比赛获得三等奖。得益于深入落实这些商
务策划，该项目部实现安全、质量、进度和成
本等全面受控的预期目标。

为进一步降低管理成本，该项目部以缩
短围护结构、主体结构、盾构区间掘进等工序
的衔接链条为目标，合理设置分包单元，降低
工序转换过程中的成本费用。根据施工特
点，建立部门合并、业务融合的大部制管理模
式，将办公室和财务部合并为综合办，将工程
部、物机部、工经部和试验室合并为生产管理
部，精简管理人员，降低管理费用。材料采购

“五个执行”成效显著，即执行局钢筋、水泥、
商品混凝土集采；执行公司二三项料、加工件
集采；执行“四局商城”、战略框架采购；执行
鲁班平台招标询价采购；执行鲁班网线上询
价。过程中，盾构管片、盾构机租赁对比相邻
标段成本均有大幅降低，该项目部获评中国
中铁2022至2024年度大商务管理先进项目
部。 李鑫杨庆

本报法拉纳讯 3月31日，中铁四局几内
亚马（瑞巴亚港）西（芒杜矿区）铁路8标3号
制梁场（二公司）T 梁预制完成。至此，在 8
标管段4座制梁场中，3座制梁场预制任务已
完成。马西铁路全长552.5公里，是几内亚迄

今为止修建的最长现代化铁路。二公司负责
8标管段50.1公里线下工程及4座制梁场的
施工任务，其中 3 号、4 号、6 号制梁场承担
4676片T梁的预制任务。

任申 王伟华

几内亚马西铁路8标3座制梁场T梁预制完成

呼伦贝尔寒区试验（诺干湖）基地陆地部分 黄伟摄

极寒试车场“热热”启冰雪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