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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终，中铁六局参建的多项铁路、公路、城轨等工程纷纷开通运营，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打下坚实基础。一项项
匠心工程，展现了中铁六局广大建设者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续写荣光。 ———编者

凌晨的北京，一切的繁忙终于尘埃落定。
然而在昌平区的北京北动车所内，中铁六局的
建设者们冒着零下 10度的严寒挑灯夜战，为
保障冬奥交通运输做着最后的冲刺。
作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运输保障重要枢

纽，京张精品亮点工程之一的北京北动车运用
所主要承担始发动车作业，被大家亲切地称为
“4S店”。

建于 2019年北京北动车所位于京张高铁
始发端，由于调车出入库模式与所内存车能力
不匹配，无法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大批次运行作
业，制约了京张高铁的运能。

12月 13日、14日连续 2天，中铁六局电
务公司呼和通号项目部相继进行Ⅱ级、Ⅲ级封
锁施工，建设者利用 480分钟的“天窗点”时
间，完成了软件接入开通，对 CTC软件升级改

造，清河站、北京北动车运用所软件换装及信
号设备改造施工；完成了道岔插入设备调试、
联锁试验、道岔调试以及接触网改造施工，圆
满完成升级改造。
为了提升“4S店”的存车能力，项目部创

新性引入 CTCS-2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将调
车出入库模式改为列车出入库模式，有效提
升列车出入库能力 70%，缓解冬奥会繁重的
运输压力，让京张高铁动车组运行更快捷、更
高效。
除了快捷、高效，“智能化”也是京张高铁

的一个醒目标签。项目部在动车所内新设“动

车组 360度智能检测系统”，进一步优化“机
检”模式，实现全方位、无死角、快速“体检”。
项目部调配精干力量，组建管理“智囊

团”，针对 CTC、CCS、联锁系统开展了 19
次联调试验，解决了 3 项技术问题，扫清了
10 项安全隐患，打造“智能京张”，建设“精
品工程”。
随着北京北动车所升级完成，动车所出入

库能力得到明显提升。京张高铁将以良好的运
营状态和优质的服务迎接即将到来的 2022年
北京冬奥会。

（周旭洋 任肖琳）

“巍巍八百里太行”位于晋冀豫三省边界。
近现代以来，太行革命老区是革命战争时期重
要的根据地之一。在这片红土地上，一条横贯
太行革命老区、连通晋冀两省的现代物流运输
“黄金通道”即将开通运营，这就是石家庄公司
承建的和邢铁路。

2016年 3月 18日，建设者们刚进场就在
东羊卧隧道迎来一场硬仗。该隧道地质状况
较差，IV、V级围岩占比超过二分之一，隧道内
部的围岩早已被“揉”成了碎块。
为确保施工安全，项目部严格按照“管超

前、严注浆、短开挖、强支护、快封闭、勤量测”
的原则组织施工，采用超前地质预报、红外线
探水、超前钻探等措施，确保施工高效有序进
行。2017年 4月 20日，随着一声炮响，东羊卧
隧道成为和邢铁路全线第一座贯通的隧道，创
造了率先开工、拆迁、钻孔、出墩、成台等多个
全线“第一”的奇迹。
原邢台火车站始建于 1903年，于 1990年

翻修，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发展之后，已不能
满足当地日益增长的铁路运输需求。为将和
邢铁路引入京广铁路正线，邢台火车站改造工
程于 2021年 9月 24日正式启动。
面对上有 2.7万伏电气化接触网，下有

错综复杂的管道、通信电缆等困难，项目部
修改施工方案二十余次，并在要点施工前进
行“方案预演”，确保未雨绸缪，提前消除安
全隐患。

为破解技术难题，项目总工程师带领项目
部年轻技术人员成立“科技先锋攻关小组”，进
行智能铁路专项研究，在站改施工中引入 3台
大型捣固机、20余台小型捣固机进行交叉捣
固施工，大幅缩短施工时间，确保工程于 11月
30日改造完毕，前后仅用 67天就让“百年老
站”旧貌换新颜。
在全线铺轨施工中，项目部以天河山隧道

为分界线，两端分别采用机械铺轨和人工铺
轨，开启了“双线铺轨大决战”。11月 6日，突
如其来的降雪、降温给铺轨施工带来极大考
验。项目部为员工配备了防滑鞋、防寒服等保
暖物资，同时在施工现场设置测温箱，安排专
人测量室外气温、钢轨焊接温度，为这场寒冬
里的决战“增温保暖”。
在一场场挑战极限的冲锋中，全体建设者

只争朝夕、锲而不舍，施工速度倍数增长———3
天，铺设道砟 8000余方、钢轨 3.8公里；5天，
铺设道砟 15000余方、钢轨 10公里；10天，完
成约 41公里的钢轨换铺施工……一个个令人
惊叹的“和邢速度”不断出现，背后是全体建设
者一次次争先创优的“永不言弃”。
在和邢铁路建设者的不懈努力下，山西左

权、山西和顺太行革命老区不通火车的历史将
随着和邢铁路的开通彻底结束，老区人民的
“修路致富梦”“乡村振兴梦”，将随着一列列呼
啸而过的火车变为现实。

（张俊豹 齐 升 孟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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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26日，由中铁六局建安公司参建的
洛阳地铁 2号线一期工程正式开通初期运营，
实现了与地铁 1号线双线交会。洛阳由此进入
地铁“十字换乘”时代，成为中西部非省会城市
中首个开通“双地铁”的城市。
洛阳地铁 2号线一期工程全部为地下线

路，北起邙山脚下的二乔路站，南至洛河南岸
八里堂站，总长 18.216公里，串联国家牡丹
园、中国国花园、洛阳博物馆、隋唐城遗址植物
园等多处客流集散点。
中铁六局建安公司承建了二乔路站、邙岭

站、国花路站、洛阳火车站、纱厂路站（不含车
站），“四站四区间”的机电设备安装及装饰装
修施工任务，涉及给排水、通风、空调、电气等
工程。工程全长约 4.88 公里，建筑面积约
73590平方米。
走进整洁明亮的地铁 2号线乘车大厅，头

上的栅栏式吊顶鳞次栉比、错落有致；脚下楼
梯的踢脚线做工精细、美观大气。在看不见的
地方，1.3万平方米高效运行的通风管道让乘
客时刻呼吸到清新空气；消防泵房、气体灭火
系统等消防设备守卫着乘客们的生命安全。
错综复杂的机电安装工程各司其职、一体联
动，如同一件件被精雕细琢的艺术品，于细微
处见功力、于寻常处见真章。
洛阳地铁 2号线首次采用了国内最先进

的磁悬浮直膨空调机组。由于该设备体积较
大，唯有将其倾斜方可通过结构孔洞，从地面
一次性转运至地下，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建设者为此运用 BIM技术对运输路线进
行建模，根据模拟结果预留满足设备倾斜运输
的墙体孔洞的精确位置，再利用倒链与滑轮组
相结合的方式，将这个“庞然大物”运输到指定
位置。
按照传统的作业方式，在长达 4.8公里的

隧道区间内安装管线，建设者们需通过脚手架
攀爬至高空，将管线安装到隧道侧面，安装完
一个作业区的管线后，再将脚手架搬运至下一
个作业区，或者全线搭建脚手架，费时费力费
材。技术人员创新设计制作了轨行式折叠工
装操作平台，利用地铁自身轨道，形成一个可
滑动的支架作业平台。只需要滑动推行脚手
架，操作平台上的施工人员就能够做到连续安
装作业，较重复搭设传统脚手架的做法，施工
速度提升 2倍，每公里可节约成本 10万元。
洛阳地铁 2号线一站一景。建设者们以牡

丹文化为主题，对二乔路站、国花路站进行装
修。又以洛阳山水为主题装修了洛阳火车站（地
铁站），突出了“古都新貌、鲤跃洛河、守正出新”
的建设理念。建设者们仅用时 45天，完成了 4
个车站的装饰装修任务。通过文化墙的设计，再
现了邙山与黄河的地域特色，使来洛游客直观
感受洛阳盛景，描绘了城市文化的新画卷。
随着洛阳地铁 2号线一期工程的开通，2

号线将与洛阳地铁 1号线构成纵横“十字”的
地下交通大动脉，在洛阳主城区内形成“半小
时地铁生活圈”。

（张国泉 李二进）

洛阳地铁 2号线一期工程开通运营

打造太行革命老区的“黄金通道”
石家庄公司和邢铁路工程开通在即

2021年 12月 11日至 13日，“鹤舞鄱湖·
牵手世界”第二届鄱阳湖国际观鸟周活动在首
批“中国候鸟小镇”之一的九江市永修县吴城
镇举行。
观鸟周开幕之际，中铁六局太原公司承建

的吴城候鸟小镇环镇公路全线正式通车。八方
宾客途径环镇公路前往候鸟栖息地观赏候鸟
在鄱阳湖越冬的奇观。全长 5.8公里的吴城环
镇公路沿修河、赣江环岛而建。虽只是城市支
路，但却构成了鄱阳湖“最美岸线”的重要组成
部分。
驱车经过环镇公路，只见远处大片芦花

婆娑摇曳。在一望无际的鄱湖湿地上，成群
的小天鹅、白琵鹭等“精灵”时而泼水嬉戏、
时而展翅飞翔，与波光粼粼的湖水交相辉
映。在这里，人、鸟与自然共同演绎出一曲曲
和谐乐章。
环镇公路一步一景，然而建设过程中的艰

辛却鲜有人知。环镇公路 3号桥位于修河河
道，复杂的地质水文环境严重制约陆运架梁作
业，建设者们恰恰利用鄱阳湖水位上涨这一条
件，大胆提出浮吊架梁的想法。
在四周晃荡的水上进行起吊作业，就像马

戏团里的小丑踩在晃板上耍杂技，其难度可想

而知。建设者们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对架设
过程中的水文情况、操作距离及运梁船的选型
等进行反复论证，确保浮吊架梁各个环节安全
可控。
水上架梁作业各个环节都必须严丝合缝，

驳船先将预制箱梁运送到作业地点，起重船吊
再将箱梁吊装至指定位置。架设过程中驳船
和船吊从南向北逐次安装。每次先完成轴线
中心的箱梁架设，再从中心拓展至两侧边缘，
逐步串联起环镇公路的“水上丝带”，妆点古
镇俏容颜。
这里，是候鸟的“天堂”。然而在这片“候鸟

天堂”施工作业却让建设者们陷入了“两难”。
“我们既要保证施工进度，在观鸟周到来之前
完成所有施工任务全线通车，又要绿色施工，
适应候鸟生物节律，不因施工打扰候鸟生息”
吴城项目总工尹国梁说到。
为了保护这片“候鸟天堂”，建设者们在施

工过程中用尽心思，严格控制夜间照明时长，
始终坚持“低分贝作业”，坚决做到工完料净现
场清，让不属于这里的东西“一个都不留下”。
在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下，该工程荣获“2020
年度中国中铁绿色施工科技示范工程”荣誉
称号。

环镇公路是吴城镇区的一条主干道，在方
便游客出入的同时，也是全镇能否安全度汛的
最后一道防线，沿线设置的六座排涝站成为解
决镇区内涝的“不二神器”。
汛期来临时，六座排涝站及时启动，短时

间内可将镇区积水抽排至修河、赣江，第一时
间消除内涝风险，深度还原“落雨上街不打伞、
换檐走路不湿鞋”的古貌遗风。
来到吴城候鸟小镇，大湖池、常湖池、朱

市湖三个观鸟点各具特色，小镇建筑古朴幽
雅，与鄱阳湖水天一色、人鸟共舞的美景遥
相辉映。
在这座因商而兴的“千年古镇”上，古镇历

史与现代文明和谐交织，自然景观与人文元素
完美融合。一幅“湖静、鸟美、镇悠、人和”的生
态画卷徐徐展开。
“鄱湖鸟，知多少？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

不见湖边草”一首广为传唱的鄱湖民歌，既是
对鄱阳湖候鸟自然景观的真实写照，也描绘
出了每年60多万只候鸟在鄱阳湖悠然越冬的
奇观。
路美、桥美、环境美，水美、岸美、生态

美。新建成的环镇公路将与最美水上公
路———永吴公路相连接，进一步完善吴城镇
路网结构。候鸟的美誉打破了古镇的沉寂，
让海内外宾客共赴“候鸟之约”，守望鄱阳湖
的“候鸟天堂”。

（闫文飞 陈伟东 董 华）

环望“候鸟天堂”的公路

北京北动车“4S 店”助力北京冬奥

宜彝高速公路（四川段）全线开通

银宜彝高速公路渊四川段冤西部洞群互通

12月 26日上午，中铁六局
交通分公司参建的武汉地铁 16
号线正式开通运营。
“芙蓉红”列车时而在地下

自如穿行，时而在高架桥上飞驰
而过，它不仅是武汉市“跑得最
快”的地铁线路，其最高时速有
120公里，同时也是一条“最美观
江地铁”。作为首条驶入汉南区
的地铁线路，武汉地铁 16号线
南起汉南区纱帽街周家河站，北
至汉阳区国博中心南站，全长
33.1公里，共设有 12座车站。
中铁六局交通分公司承建

了沌老区间、老老区间、老国区
间、东荆河盾构区间，共计四个
双线区间，总长度约 13668米，
主要采用“盾构法”施工。

16号线区间多、工期紧张，
交通分公司累计投入 8台盾构
机开展地下掘进，施工生产高峰
时期，共有 7台盾构机同时作
业，在建设者们的共同努力下，
沌老区间曾经创造出单月单台
盾构机掘进 450米，7台盾构机
累计掘进 2400米的好成绩，掘
进长度领跑全线。
盾构机经过的地下区间，土

层内交错分布着粘土、粉质黏土、碎块石土复
杂多变的复合地层，带来地面沉降等安全风
险。掘进过程中，建设者们灵活采取分级管控
和预警机制，通过深孔注浆、地面隔离桩加固、
控制掘进速度等有效措施，成功下穿中压燃气

管道、高压塔基础等 4个一级风
险源、以及既有地铁 6号线、汉
阳铁路货运专线等 30个二级风
险源。

2020年 1月 23日，一场突
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
这座千万级人口的城市被迫紧
急按下“暂停键”，面对医院设施
告急、患者数量持续增长的危难
时刻，交通分公司武汉地铁 16
号线项目部迅速成立 17 人援
建小分队，星夜驰援武汉“方舱
医院”建设，全体参建人员不顾
个人安危，马不停蹄转运材料、
安装线路及床位隔板，凭借坚强
的意志完成了原以为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
沿江而建的 16号线也被称

为“最美观江地铁”，当“芙蓉红”
钻出地面驶上高架，车窗外浩渺
的长江之上一艘艘江轮装载着
货物缓缓行驶，这是乘坐“最美
观江地铁”就能看到的美景。车
身上夺目的“芙蓉红”来自武汉
当地的特色植物芙蓉，这也是
整个线路的颜色标识，远远望
去一抹“芙蓉红”沿江极速飞驰
留下美丽的倩影。

随着 16号线开通运营，市民从汉南城区
乘坐地铁到主城区只需要 30分钟左右的时
间，不仅彻底结束了汉南区不通地铁的历史，
也进一步提升城市区域功能。

（冯 帆 徐永春 任姣姣 董 凌）

12月 31日，宜宾至彝良高速公路（四川
段）开通运营。宜彝高速公路（四川段）全长
128.4公里，设计为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 80
公里 /小时。中铁六局承建的宜彝高速公路
SG6标段全长 19.5公里，包括 28座主线桥梁、
15座匝道桥、3座隧道，标段内桥隧比例高达
68%，是全线地质环境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
标段之一。

百米高空架“天桥”

作为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四方碑沟
特大桥的建设过程可谓“高处不胜寒”。该桥中
跨桥距离谷底最大高差达 191米，相当于 60多
层楼的高度。百米高空的风力最高能达到 10级
左右，高空作业给建设者们带来巨大挑战。
对于高空作业，首当其冲需要解决的就是

材料运输问题。建设者们在主墩左侧架设 2台
塔吊，先后按照空载试验、额定载荷试验、动载
试验、静载试验进行试吊，确保塔吊各项技术
参数均满足设计要求，并将塔吊节段预先放
置到合适位置，以便根据施工进度随时调整
塔吊高度。同时在其余桥墩处设置大型汽车
吊，保证施工材料从地面源源不断地输送至
百米高空。
要建成全线最高 132米的主墩，最难的

就是解决高标号、高强度混凝土垂直运输浇
筑的问题。为此，项目部组织成立技术攻关小
组，采用先进的预应力反压技术替代传统的
堆载预压技术，选用优质玄武岩、水泥作为主
要原料生产出稳定性较高的混凝土，并采用
大型泵车和高强度泵管设备泵送混凝土至桥
墩的各个部位，有效解决了混凝土垂直运输
的问题。
为了保障高空作业安全，项目部在工区设

置风力检测仪，安排专人收集当日的气象数
据，并将数据及时更新于公告牌上，提醒施工
人员安全操作。此外，还在梁体外侧设置施工
电梯，当突遇大风时，施工人员可第一时间乘
梯紧急撤离，避免发生安全事故。
在建设者们的不懈努力下，历经 800多个

日夜的艰苦鏖战，这座架在百米高空的“天桥”
正式建成。

“豆腐渣”里打隧道

行至蜀地，十万大山绵延不绝，在这样的
地理环境下建设“出蜀通道”，不仅要克服高空
作业的风险，还要经历隧道施工的艰辛，而新
田湾隧道就是全线地质最为复杂的隧道，也是
决定宜彝高速能否按期通车的关键性节点。

“一铲挖出半米，破碎的围岩一下涌出两
米，打隧道就像在‘豆腐渣’里打洞。”这是建设
者们建设新田湾隧道的真实感受。
为了攻克这道难关，项目部多次邀请相关

工程技术专家深入现场研讨论证施工方案，最
终决定采用“两台阶预留核心土开挖法”，将断
面分成环形拱部、上部核心土、下部台阶三部
分，减少上、下台阶施工干扰。同时通过小导管
注浆，将软绵、破碎的围岩凝结成一体后再开
挖，初期支护及时封闭成环，最后仰拱二衬采
用钢筋混凝土浇筑，有效避免洞身开挖造成较
大的收敛和下沉，保证隧道结构强度。
大山深处，全年 300多天被阴雨天气笼

罩。雨水来临，隧道瞬间成了涌水的“水帘洞”。
由于隧道地质复杂、溶腔发达，出现强降雨水
时，隧道初支挤压变形，部分地段每小时涌水
量可达 2000立方米，一天下来就可以注满 12
个标准的游泳池。
为了防治突水突泥，项目部确定了“以堵

为主、以排为辅”的施工方案，加强涌水处注
浆，减小涌水对隧道围岩造成的软化和破坏；
利用水沟电缆槽进行涌水导排，像缝补针脚一
样，确保堵排结合，疏密有序，有效化解洞内涌
水风险。

崇山峻岭筑通途

在位于筠连县筠连镇德胜村的崇山峻岭
间，一条雄伟的“巨龙”盘踞其中，它就是西部

洞群互通，这是宜彝高速公路（四川段）的最后
一个重要节点。
西部洞群互通是宜彝高速公路与神羊洞

风景区的连接点，由 8座匝道桥与主线桥梁相
互衔接组成。由于各匝道桥曲线半径不一，最
小的匝道桥曲线半径仅为 100米，架桥机作业
相当于在圆上画了一条切线，架梁喂梁作业空
间极为受限。要架起这条“巨龙”，比登天还难。
办法总比困难多，项目部在进场后经过

多次研讨，最终决定采用 2台 130吨级吊车，
配合架桥机旋转调整梁体角度，最终圆满完
成 205片梁体的架梁任务。
除了曲线半径小，还有纵坡带来的高差问

题，匝道桥纵坡最高为 3.98%，相邻桥墩高差最
高达 1米，梁体架设作业精度要求格外严苛。
为此，技术人员通过卡控垫石、橡胶支座与梁
底钢板中心位置重合度、梁体湿接缝宽度、梁
体之间的连接宽度等关键性指标，让每一片梁
精准就位。最终成功攻克六标段最后一个施工
难点，为全线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中铁六局建设

者的努力下，这条古人口中的艰难蜀道如今
变成出川连滇的“交通大动脉”。作为四川南
向的重要组成部分，宜彝高速公路（四川段）
的开通，将结束四川宜宾筠连县没有高速公
路的历史，成为当地居民穿越十万大山的
“咽喉要道”，助力当地走向共同富裕的“康
庄大道”。
（杨瑞杰 董 华 张俊豹 张海洋 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