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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在中铁四局建筑公司承建的宁
（南京）马（鞍山）城际铁路（南京段）滨江车辆
段施工现场，3根10千伏供电电缆和3根配套
电力通信电缆顺利实现“搬家”，标志着工程建
设按下“加速键”。目前，该项目主体结构施工
已接近尾声，装饰装修、防水等施工正在有序
进行。

该项目占地面积3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22.3万平方米，施工内容包括盖下15个单体和
盖板外综合楼、警务楼，主要用于轨道交通车
辆的存放、运用、调度以及车辆维修、检修和保
养等。

攻坚克难 为建设“提速”

滨江车辆段的建设场地由填土、软弱黏性
土、粉质黏土和风化基岩组成，地质条件复

杂。为保证建筑结构的稳定，主要建筑与场站
均设计采用桩基础，需打设钻孔灌注桩共计
6928根。

如此大规模的桩基施工，不同的成孔工艺
适用的地层不尽相同，钻孔灌注桩在成孔时，
既需要保证上部软弱土层不出现坍塌，又需要
确保钻进风化基岩的深度满足设计要求。而
且，桩基施工体量大、工期长，如何选用合适的
成孔工艺并针对地层特点优化改进，在保证安
全的前提下提升施工效率成为项目部急需解
决的问题。

为此，项目经理王涛涛带领工程技术团队
查阅国内外现有桩基施工所用的工艺，到其他
车辆段项目对标学习，总结归纳出适用于该项
目地层的掘进钻头所需技术参数，利用BIM三
维模拟技术设计出既可在软土层中匀速稳定

掘进，又能够承受高频振动和快速有效切削岩
石的钻头。该钻头利用高频振动技术，提升在
软土与基岩组成的复杂地层中钻孔的效率。

考虑到工期、地质、作业面等因素，该项目
部在桩基施工时，配置桩机35台、测量工6人、
桩基操作工 80 人、混凝土工和钢筋工 270 人。
过程中，技术人员注意收集钻孔灌注桩的成孔
时间、每日成孔根数等信息，根据施工进度要
求，对桩基施工每日工程量动态调整，较建设
单位的计划工期提前45天完成全部桩基施工
任务，高峰时每日最多成桩数达122根。

奋楫争先 为工程“增质”

该项目设计为半地下室车辆段，基坑支护
长度约 2500 米，设置于试车线和出入线咽喉
区。试车线含支撑支线长度约400米，最大挖
深超过12米，最窄基坑内壁净宽6.2米，基坑支
护是施工的重难点。

“传统的支护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支撑，
虽然具有造型灵活、支撑刚度大的优势，但存
在自重大、建造周期长、无法回收利用、产生大
量建筑垃圾等缺陷。而市场上新型的钢支撑
具有拆装方便、可多次使用的优势，但也存在
尺寸规格相对单一、无法灵活适应基坑形状等
问题。”项目部总工程师代成成在基坑支护选
材上犯了难。

由于基坑截面尺寸相对统一，具备使用装
配式支撑结构的条件，代成成带领工程部技术
人员综合比较混凝土支撑和钢支撑的优势，研
发装配式“钢-混凝土”复合支撑体系。该支撑
体系引入装配式施工工艺，可以节约现浇结构
的养护工期，减少水泥、钢筋等建材的一次性
投入，节约材料成本 30%以上，直接缩短工期
25%。此外，该项目部注重“四新技术”应用，结
合工程特点组织万众创新、金点子等活动，鼓
励全体员工开展小改小革，引进在局内或其他
兄弟单位比较成熟的工装、工艺等新技术。

“在模板加固时，我们探索采用新型模板
加固材料——方圆扣，与传统对拉螺杆、钢管
加固件相比，方圆扣具有强度高、不易胀模的

优势，混凝土模板拆除后无对拉螺杆眼，不仅
使混凝土外观质量更优，而且降低施工成本。
在超长混凝土结构施工时，我们还采用双掺技
术和无缝跳仓法技术，有效防止混凝土裂缝产
生。”代成成介绍。

矢志创新 为建造“添智”

走进施工现场，可以看到一座70平方米的
“智能指挥中心”。该中心以智慧建造云平台
为“大脑”，对施工现场实施智能化监管、对业
务工作进行信息化管理。“施工中，我们以信息
化技术为手段，推动 BIM、人工智能、物联网、
大数据、云计算与项目管理深度融合，建立统
一的数字化生产指挥平台。”王涛涛说。

该项目需要施工的盖板面积约20万平方
米，现场布置 25 台塔吊，工作面大，持续时间
长，作业高度集中。针对塔吊可能会发生的碰
撞、倾覆等问题，该项目部在所有塔吊安装“安
全监测系统”，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塔吊的工
况数据和环境数据，集成解析后上传该中心的
前台，确保塔吊作业安全有序。该盖板设计为
现浇混凝土结构，建筑高度平均为9米至14米，
属于高大支撑施工。过程中，该项目部为高支
模接入“安全监测系统”，利用传感器对支架的
水平位移、垂直沉降、立杆轴力进行实时监测。

此外，云平台集成“工程项目重大安全风
险管控系统”，现场安质人员可以随时将安全
检查发现的问题拍照上传，建设单位、项目部
的管理人员通过手机就可以实时掌握施工现
场的风险分布和管控情况。结合施工内容自
动向相关责任人推送排查任务、隐患整改任
务，通过手机、平板等终端就可以完成隐患的
查询、上报和整改。

“我们将继续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工程
建设，确保项目如期交付，为南京、马鞍山协同
发展注入新动能。”王涛涛表示。

卢勇龙

高质量打造轨道交通列车“4S店”

利辛“十四五”农村供水保障项目运行良好
●图片新闻

5月28日，中铁四局市政公司承建的“引江济淮”工程重要组成部分——利辛县“十四
五”农村供水保障项目已投入使用一周年。

该项目是安徽省“皖北地区群众喝上引调水工程”重大民生实事工程，涉及16个镇，总
投资约8.99亿元，施工内容包括新建新张集地表水厂、张村地表水厂、郁湖西地表水厂，新
建原水管网28.4公里、配水管网202.8公里。项目建成后，利辛县农村供水不再依赖地下水，
当地居民可以与城市居民享受“同源、同网、同质”的优质饮用水，改善当地的民生福祉，更
为皖北地区乡村振兴注入“水动能”。 柳宇鑫 刘玉才 摄

本报揭阳讯“盾构掘进施工最大的风
险是吊装作业，作业前要仔细检查。”5月25
日早点名时，中铁四局粤东城际铁路8标一
工区（五公司）安全生产总监马良对盾构掘
进班组长史武说。这是该项目部加强安全
管理工作的一幕。

粤东城际铁路主要承担汕头、汕尾、潮
州、揭阳的城际客运服务，全长 460公里，设
计时速100至160公里。该工区管段长9.44
公里，施工内容包含揭阳机场隧道盾构、揭
阳机场站、潮汕站至潮汕机场特大桥等。进
场以来，该项目部要求全员牢固树立安全发
展理念，严守安全管理底线，持续在思想筑
安、技术保安、管理强安上下功夫，全面提升
安全管理工作水平，为施工生产顺利推进保
驾护航。

该工区根据施工内容特点和现场风险
类型，制定安全风险辨识、隐患排查治理、网
格化管理、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救援管理等
一系列管理制度，明确安全排查的重点区
域、工序和设备。持续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
落实，组织管理人员签订《安全生产责任
书》。压实专职安全员、群安员、青安岗岗员
的职责，扎实开展日常安全巡视、月度安全
排查、节前安全检查，建立安全隐患台账，明
晰排查的目标、范围、时间节点和责任人。
加大安全隐患治理力度，把安全隐患的排查
整改落实情况纳入全员绩效考核。以班组
为安全管理最小单元，建立安全积分考核机
制和安全生产“红黑榜”，将正向激励与反向
约束相结合。

在此基础上，该工区编制作业指导书和
精品工程工序验收表，要求全员牢固树立标
准化施工的理念和意识，细化作业队长和工
班长的工作任务，建立清单工作法，对他们
实行“积分制”考核。建立“施工工艺实训
班”，组织开展实体模型、工艺工装应用等方
面的学习培训，提高作业人员的能力和水
平。制定《首件工程评估计划及实施细则》，
在首件工程完成后及时编制总结报告，分析
存在的问题，以期进一步提升实体工程质
量。按照“警示大于惩治”的原则，组织开展
正反面交流会，以定期复查和不定期抽查的
方式，确保安全隐患按时整改完成。

为确保施工生产安全有序，该工区创新
采用“桥墩吊围栏安装一体化作业平台”，有
效扩大作业空间，减少作业人员上下吊篮的
频次，降低高空作业的安全风险。自主研发

“挂篮吊带微调装置”，动态调整吊杆长度，
有效控制挂篮的变形和沉降，使挂篮满足设
计要求的高度和线形。同时，该装置可实现
吊杆系统的荷载均衡分配，有效规避局部应
力集中，显著提升吊杆的耐久性。依托该装
置，作业人员可以对挂篮实施全时段、多维
度的状态监测和参数调节，及时发现处置潜
在的风险隐患。

此外，该工区常态化开展班前安全教
育、每周安全应知应会集中学习、月度安全
知识竞赛、安全主题演讲等活动，增强全员
的安全生产意识。定期邀请驻地所在地方
政府的应急管理局等部门开展安全生产专
题讲座，通过知识宣贯、隐患剖析、法律解
读，组织全员上好安全生产“必修课”。扎实
开展防台防汛、火灾逃生等应急演练活动，
提高全员应急处置能力。

董可峰谢湖微

“三个聚焦”为安全管理添砖加瓦

本报济南讯 5月21日，中铁四局七分公
司承建的高（青）商（河）高速公路4标预制梁
全部架设完成。

高商高速全长 56.8 公里，设计时速 120
公里。4标管段长14.39公里，施工内容包括
互通1处、枢纽1处、桥梁42座，设计预制箱

梁、T 梁共计 1631 片。施工中，项目部严格
按照标准化管理理念，对预制梁架设进行周
密部署，安排专人全程监督、层层把控作业
人员安全技术交底、施工工艺流程、材料设
备供应，确保预制梁架设如期完成。

鲁颖 张京津

高商高速4标预制梁架设完成

宁马城际滨江车辆段主体结构施工 吴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