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通铁路跨 S2特大桥连续梁合龙
本报上海讯 5月14日，中铁四局上海公

司参建的沪（上海）（南）通铁路太仓至四团段7
标跨S2特大桥96米连续梁合龙。

沪通铁路太仓至四团段全长111.8公里，
设 6 座车站，设计时速 200 公里。7 标管段长
36.543公里，施工内容包括正线、动车走行线
和上海东动车所。其中，跨S2特大桥96米连
续梁跨度为（60+96+60）米，桥面宽11.6米，设
计 13 个标准节段，采用悬臂浇筑施工工艺。

方喆戴天骥

现场短波

本报保山讯“高处作业人员必须将小
型工具和材料放入工具袋，较大材料须摆
放整齐并可靠固定。”5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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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项目部经理姜绍洪在班前
讲话时说。作为云南省“互联互通”重点工
程，该项目部创新实施的“班前十分钟”成
效显著，截至目前已实现安全生产718天。

该项目桥隧占比高达60.5%，施工中涉
及高空作业、架梁等高风险工序。进场以
来，该项目部构建“部署、培训、检验”三位
一体的安全管控体系。在每日班前会，管
理人员严格对照18项常规检查清单和3类
特殊工况预案，将安全管控细化到每个作
业环节。在 T 梁架设时，精准预判设备过
跨风险，成功避免3起可能发生的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将复杂工艺分解为可视化交
底，组织开展87次专项工序讲解，重点强化
模板支撑体系“三查三验（班组自查、技术
复查、联合终查；工序交接验收、监理旁站
验收、第三方专项验收）”制度的落实。

该项目部创新建立“双盲（不提前告知
时间和场景）”应急演练机制，建立包含高
空坠落及物体打击、隧道施工突发险情、驻
地突发火灾、触电及机械伤害、起重吊装事
故等5类典型场景的应急处置题库，以情景
模拟随机考核的方式实现“纸上预案”向

“实战能力”的有效转化。与此同时，开展
“安全吹哨”“隐患随手拍”等特色活动，形
成全员参与的立体防控网络。苏渊博王昊

用好班前“十分”落实安全“万分”

本报成都讯 5 月 20 日，在中铁四局
安装公司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一期工程
机电5工区项目部四川师大站，总工程师
邓先向班组长谭德兵讲解综合支吊架安
装的工艺要求。这是该项目部认真做好
质量管理工作的一个缩影。

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一期工程全长
29.07公里，设21座车站。项目部承担四
川师大站、娇子立交站、幸福梅林站及相
邻区间的机电安装及设备区装修等施工
任务。开工以来，该项目部聚焦体系建
设、质量意识、技术创新，全面落实工程质
量管理各项措施，荣获成都轨道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施工模范团队”、中铁城投成都
轨道指挥部“先进集体”。

该项目部编制风管、风机、风管保温、
消火栓箱等方面的安装工序工艺标准。
对进场材料严格管控，重点检查其外观质
量、几何尺寸、涂层厚度和资料文件。例
如，在镀锌钢管验收过程中，检查材料表
面质量有无明显色差、起皮或锈蚀等情
况，使用游标卡尺进行壁厚检测。针对纸
皮砖铺贴、导线穿管敷设、接地安装、配电
柜安装等施工环节，组织技术员、作业人
员认真学习相关工艺的技术规范和施工
要点。施工中，在川渝地区首次应用“双
面彩钢耐火复合风管技术”。该风管由内
层钢板、岩棉、防火板和外层钢板组成，在
工厂一次性预制成型，完全符合耐火要
求，运抵现场后即可直接安装。 韦江华

安装公司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项目部
多措并举抓实工程质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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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济南市工程质量与安全生产监
督站对中铁四局承建的（北）京雄（安新区）商
（丘）高速铁路11标黄河特大桥移动模架拆除
工作进行检查，随着这套曾“在云端‘打印’未
来”的智能移动模架系统圆满完成使命，我国
桥梁建造技术在天堑变通途的征程中又取得
新的突破。

京雄商高铁全长639公里，设18座车站，最
高设计时速 350 公里。项目部管段全长 17.32
公里，施工内容包括黄河特大桥、箱梁预制、架
设等。该系统于2023年5月6日投入应用，是
国内现存最长的50米大跨度连续梁施工自行
走式移动模架，其采用模块化设计，可像3D打

印机般在空中现浇混凝土箱梁。
从千年前的摆舟渡河，到百年前的铁桥飞

架，再到如今移动模架在云端“打印”未来，中
国桥梁建造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在20米高
的施工平台上，2套上承式自行走移动模架犹
如高空的芭蕾舞者，编织着高铁网络的经纬。
施工现场，智能监控中心如同工程的“智慧心
脏”，通过BIM数字孪生技术实时追踪每个施
工细节，曾经制约发展的天堑现在成为展示

“中国智造”的舞台。

钢铁巨人跳起“空中芭蕾”

在20米高的黄河滩区上空，移动模架正在

演绎现代工程奇迹。这个梁体自重达960吨，
集支腿系统、主梁、内外模板、液压系统于一体
的“钢铁巨人”，利用承台或墩柱作为支撑，对
箱梁进行现场浇筑。它的最大承载重量达
1920吨，可抵御14级台风，解决“千吨级”50米
箱梁现浇施工的难题，能在15天内完成一孔箱
梁的精准浇筑，如同“钢铁巨人”跳着“空中芭
蕾”。

“面对如此庞然大物，我们采取化整为零
的方式，逐节拼装起箱梁内模。”现场负责人张
顺揭秘道。

该项目部研发的内模小块化方法，将单块
模板重量控制在50千克以内，利用人工进行散
拼，施工时用电动吊装小车将小块内模运输，
然后再利用人力进行拼装连接，使得单孔箱梁
的施工周期大幅度缩短至15天/孔，较传统工
艺效率提升28%。更具突破性的是，两套模架
都配备“工程大脑”主动安全控制技术，安装智
能化数据监控平台，利用BIM数字孪生系统实
时监测数据，相较于传统人工的经验判断更精
准。

保护母亲河的生态承诺

在生态保护方面，移动模架施工实现多项
突破。项目部党总支书记郭晶介绍：“移动模
架直接从上方过孔的施工模式，可以保证桥下
道路正常通行，避免传统施工中交通导改可能
产生的一系列问题。”

“所有桥梁构件均采用工厂预制后运往现
场的方式。”郭晶补充道，“这不仅大幅降低70%
的施工现场扬尘，还显著减少噪声污染。”监测
数据显示，施工期间噪声始终控制在70分贝以
下，黄河滩区的鸟类栖息完全未受影响。项目

部安装泵吸式扬尘检测仪，实时采集数据上传
至物联网监控系统，管理人员可远程、实时监
控施工环境情况。当现场监测数据超过设定
的阈值后，自动推送报警信息，辅助管理人员
做出应急措施。同时将扬尘报警次数与喷淋
次数同框显示，记录扬尘报警与恢复时间，完
成“报警、喷淋、恢复”的扬尘智能管理闭环。
这种环保施工模式特别适合自然保护区、城区
等对环境要求较高的区域，真正实现“来时一
片滩涂、走时一座大桥”的生态承诺。

技术创新跑出“加速度”

在京雄商高铁黄河特大桥的施工中，该项
目部对传统移动模架及工艺改革创新，优化移
动模架内模拼装方式，仅使用两台移动模架就
完成每月4孔梁的施工任务。目前，该项技术
已形成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高水
平学术论文5篇，并已申报工法2项。

通过与新大方、恒堃等设备厂商的的深度
合作，该项目部攻克多项关键技术难题：三墙
钢筋定位工装、智能养生台车、内模小块化拼
装方法的研发，大幅提升施工精度与施工效
率。项目常务副经理周启明表示：“我们创新
改进的智能移动模架系统开创了桥梁建造新
模式，填补了高空大跨度现浇梁智能施工领域
的技术空白。”

移动模架技术的突破与完备，不仅保障京
雄商高铁建设的高效推进，更展现智能建造与
绿色技术的完美融合。 黄伟王绪齐

960吨“钢铁巨人”空中起舞

本报滨州讯 5月16日，中铁四局一公
司承建的（天）津潍（坊）高速铁路7标下部
结构施工完成。

津潍高铁全长 348.9 公里，设 10 座车
站，设计时速350公里。7标管段长31.792
公里，施工内容包括无棣特大桥、滨东黄河
特大桥，设计 8583 根桩基、960 个墩台、14
联连续梁。 陈琪张若旭

津潍高铁7标下部结构完成

京雄商高铁黄河特大桥移动模架 黄伟摄

京哈高速改扩建工程建设加速
●图片新闻

5月21日，中铁四局五公司承建的（北）京哈（尔滨）高速公路改扩建重点控制性工
程——绕阳河特大桥永久钢护栏基座浇筑完成，为京哈高速改扩建全线贯通按下“加
速键”。 李小艳戴育林 王金亮摄

合肥三水厂深度处理工程管道驳接完成
本报合肥讯 5月17日，中铁四局市政公

司承建的合肥三水厂深度处理工程管道驳接
完成。该工程总建筑面积3908.22平方米，施
工内容包含新建单体6 座及对原有构筑物进
行改造，此次管道施工涉及3处接驳点。

肖瑶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