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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 30日，京唐铁路建成通
车，中铁六局建设者为北京城市副中心
建设再添一翼。京唐铁路北京段站前工
程正线长度 4.043公里，主要施工任务为

“一桥三线”，即跨京哈铁路特大桥，京唐
京哈上、下行联络线，京哈施工便线；京
唐城际铁路燕郊段6.72公里的施工任务，
包括燕郊站改造、燕郊站站场，两端区间
路基、桥梁及附属工程。

五处连跨“两河三路”

京唐铁路上跨京哈铁路特大桥上跨
“两河三路”，全部采用挂篮法悬浇和支
架法现浇施工。工程均邻近京哈线施
工，安全风险高，现浇工程量大，高空作
业风险高，技术难度大。

为确保5处连续梁顺利合龙，打好冬
施质量“攻坚战”，北京公司多次组织召
开技术专题会，对结构进行分析、校对、
反复测量，全程监控梁线形与应力，确保
梁体顺利合龙。

由于工程均邻近京哈线施工，安全
管理态势严峻，任何微小失误都可能造
成巨大风险。特别是在冬季多风的天气
条件下，高空作业过程中的漂浮物极易
给既有京哈线线路运行造成安全隐患。
项目高度重视安全管理工作，打造有效
安全管理体系，通过成立安全质量管控
专班，每周召开工程安全例会，建立安全
管理台账和整改问题库，明确考核赏罚
指标等一系列措施，切实加强施工过程
安全管控，保障了既有京哈线安全平稳
运营。

一举创下两项“全国首例”

由于受高压线迁改影响，位于邵北
220KV 高压线正下方的 96 号桥墩施工
遇到阻碍。为不影响正常供电，同时保
证京唐铁路如期开通，项目经过充分研
讨，最终确定了钢桥墩与混凝土桥墩相
结合的方案，施工工期由 28 天缩短至
16 个小时，极大加快了施工进度。2022
年 4 月 13 日，国内首例采用钢结构过渡
墩作为桥梁下部结构的 96 号钢桥墩成
功安装完成，打通了京唐铁路架梁施工

的一个关键节点。
42号道岔是目前国内高铁既有线插

铺施工型号最大、长度最长的高速道岔，
长 157.2 米，总重量达 232 吨，横移距离
为 7.7米。施工为一级封锁要点施工，道
岔插入施工须达到两个“零误差”、两个

“水平面”。为确保道岔插铺精准就位，
项目部引进了16台“小型机器人”——液
压横移动力牵引车助力道岔横移就位。
这是国内首次采用液压同步走行动力设
备进行 42 号道岔横移插入既有线施工，
代替了过去“纯人工”或“半人工半机械”
的施工方法。并对42号道岔提前进行了
预铺、调试。

历经两次Ⅰ级要点施工，项目部顺
利完成京唐铁路北京段 2组 42号道岔横
移插入既有京哈铁路施工，至此京唐京
哈联络线与京哈铁路接轨互通，为京唐
全线联调联试动车组上线运行试验打下
基础。

长大钢梁稳跨“京哈”

2021 年 5 月 9 日凌晨至 5 月 17 日凌
晨，经过 6 次封锁垂停要点Ⅱ级施工，1
次Ⅲ级施工，石家庄铁建公司承建的京
唐铁路跨东环路特大桥门式墩跨京哈铁
路钢横梁顺利完成全部 7 孔钢梁架设，
为后续钢箱梁架设及全线开通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横梁架设施工，需要跨越既有京哈
铁路线，施工和吊装时需要铁路工务、车
务、电务、机务、供电段等多个铁路设备
管理单位配合，协调任务量大。本次吊
装的钢梁最大长度达到 34.28米，高度达
3.9米，钢梁重量最大达到260.68吨，起吊
难度大。为了保障吊装安全，本次架梁
采用徐工 XGC 型 800t-12000t 米履带式
起重机，超大吨位起重机最大可吊装
402吨，在国内同类型施工实属罕见。

钢梁就位前需将墩顶预埋钢筋共

188根依次对孔穿入梁底预留孔中，对施
工精度要求高，对项目部的施工组织
能力、方案落实提出更高的要求。短
短 100 分钟，面对跨越既有线安全风险
大、施工时间短、夜间施工等问题，全
体参建人员齐心协力、攻坚克难、日夜
兼程，经过数百名参建人员的昼夜鏖
战，7 跨跨京哈铁路横梁安全吊装、精
准落梁。

15天打通架梁铺轨“大动脉”

路基铺设中架梁通道作为全线施
工的重难点，制约着全线架梁铺轨施工
进程，需要在 15 天的工期内完成近 9 万
方挖方及 11 万方土石方填筑，任务十分
艰巨。

面 对 施 工 作 业 面 小、施 工 工 序 交
叉、临近既有线安全压力大、环保压力
大等问题，项目部科学施工组织、细化
工期方案，按日计划倒排工期，通过分
段施工、流水作业等方式进行 24 小时
不间断施工，并投入挖掘机、运输车、
装载机等百余台机械设备，一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在京唐城际铁路（燕郊
段）打响。

“最困难的是旅客进出站期间对运输
车辆造成的影响过大，延缓了进度。”石
家庄公司组织成立专项小组，安排专人
与车站对接，及时掌握车站旅客流量变
化，同时制定安全可行的防护措施，避免
对旅客带来危险，并对运输车辆的进出
进行动态指挥调整，极大的弥补了被耽
误的宝贵作业时间，2022年 2月 11日，完
成 1.38 万方挖方、0.8 万方土石方填筑；2
月 13日，完成 3.22万方挖方、2.55万方土
石方填筑；2 月 15 日，完成 6.8 万方挖方、
4.07万方土石方填筑......施工速度成倍增
长，确保了路基铺设按时完成。

京唐铁路是推进京津冀交通一体
化率先突破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
打通了北京至唐山城际通道，极大提升
通道运输服务能力，进一步带动沿线地
区经济发展，有力促进京津冀区域互联
互通。

（郜丽丽 李 波/文 赵毅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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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 31日，路桥公司承建
的宿州站改建工程历时两年多的艰苦鏖
战顺利完成，新建宿州火车站房正式启
用并恢复办理客运业务，宿州市旅客可
在新建宿州火车站乘坐普铁、高铁便捷
出行，百年老站变身宿州城市新地标。

难度堪比“心脏动手术”

宿州火车站是华北地区重要的铁路
枢纽之一，宿州火车站改建项目采取“先
建新，后拆旧”的方式，是上海铁路局集
团目前建设难度最大、规模最大、涉及面
最广的改造工程，难度堪比在“心脏”上
动手术。

宿州站改建施工期间虽然停办了客
运业务，但京沪干线上的列车运行不能
停，无法进行全封闭施工。施工过程中
建设者经历了大小 301次铁路Ⅱ、Ⅲ级
施工封锁，高峰时段宿州站每 6分钟通
过 1趟火车，作业十分繁忙，任何一个细
小的疏忽，都有可能造成行车安全事
故。宿州站改建工程于 2020年 10月进
场施工，整个站场需要完成上、中、下三
层立体式施工，还要克服施工场地处于
繁华市区、场地狭窄、常用大型起重设备
无法进场等难题，施工组织难度极大。

在接触网下方拆除既有站台、既有
天桥、房屋建筑施工过程中，建设者通过
多台 260吨大型折臂吊机械、挖掘装载
机及破碎机等设备相互配合，实施了上
海铁路集团管段内首例大型折臂吊吊装
施工，在不触碰接触网条件下，完成了单
根长 32米，重 52吨的站场内吊装施工，
提前 30分完成施工封锁任务，铁路营业
线 120分钟铁路Ⅱ级封锁施工刷新了新
记录。

百年老站“变身”城市新
地标

宿州站始建于 1910年，明清时期称
作南宿州站，民国时期称作宿县站，距
今已有 112 年历史，百余年来几经改
建，历经风雨，见证了中国铁路的沧桑
巨变。

新建宿州站外观将楚汉文化融入
其中，建筑整体造型积极挺拔、简洁典
雅，站房立面借鉴楚汉的建筑原色和文
化符号，形成古朴浑厚的建筑风格，将
现代和古典相结合，形成“古朴宏厚”的
立面效果，充分展现了宿州城市门户的
独特魅力。建设者们按照楚汉文化的
设计理念，以铁路文化为纲，取楚汉文化点睛，借鉴古建筑勾连
搭建筑做法的外法内用，倾力打造融铁路交通、楚汉文化、书画
之乡等多种元素于一身的全新地标车站，南来北往的旅客都将
第一时间近距离感受到“一站一景”的铁路企业文化底蕴，仿佛
一场文化之旅。

打造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

改建后的宿州火车站建筑总面积达 1.5 万平方米，采用线
上+线下的综合型智能车站，旅客通过新建天桥进入站台，将进
一步提升车站客运服务水平，可实现年运量 300万人次以上、年
铁路到发量 120万吨。同时，对于加快宿城道东片区城镇化进
程、促进东部片区与主城区同步发展起到巨大推进作用。

“改建后的宿州站采用高架候车室检票进站、地道出站的
‘上进下出’模式，旅客乘车、出站流线更加清晰、便捷。”宿州站
改项目现场负责人赵勇智表示。工程完工后，宿州北货场将搬
迁至符离集站，胜利路下穿京沪线立交工程，连通宿州站东西广
场，使得铁东路与人民西路直接贯通，缓解了胜利路的通行压
力，同时极大的方便了宿州市民的通行。

（杨瑞明）

岁末年初，集团公司各在建项目以
党的二十精神为指引，全力推进“决战决
胜四季度”劳动竞赛，以拼搏之姿、实干
之力、冲刺之速，确保圆满完成年度各项
目标任务，让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工程一
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放眼广州梅龙高铁陈屋跨济广高速
公路连续梁施工现场，水泥车、运输车往
来穿梭，高架塔吊平稳挥臂，工人们正在
奋力浇筑最后一方混凝土。为了让梅州
人民早日搭上“家门口”的安心高铁，广
州公司梅龙项目部安排专人盯控连续梁
挂篮行走、混凝土浇筑等关键工序，确保
施工安全质量；在施工期间，协调高速公
路交警及路政部门赶赴现场，进行交通
疏导和安全监督，保证连续梁跨济广高
速公路段的行车安全。

近日，在北京公司承建的本桓高速
大川隧道工程，为把好“安全关”，项目部
针对施工便道修筑难度大、爆破作业距
离村庄近等难题，采用消音材料苫盖爆
破作业洞口，以减少爆破产生的噪音；提
前完成标准化临建设施建设、洞口管棚
施工等基础工作，为顺利进洞提供了安
全保障。尤其是入冬以来，项目部克服
了疫情防控、气温骤降等不利因素，为冬

季施工作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太原公司承建的太原西北二环高

速公路工程现场，为了守住岁末年初安
全质量“稳定盘”，项目部引进先进的机
械化设备，不断优化工艺流程，统筹运用
双侧壁导坑法、偏心 CD 法、台阶法等多
种施工工法，确保隧道施工安全质量。
同时，项目部以安全“零事故”为要求，规
范安全质量管理，加强隧道超前地质预
报、监控量测，定期开展隧道安全质量专
项检查，严守安全质量红线，为隧道安全
优质生产提供有力保障。

电 务 公 司 参 建 的 临 哈 线 林 策 段
CTC 系统改造工程正处于开通关键期，
经过多番论证研讨，项目部最终确定了

“三步走”“五轮次开通”的施工方案，参
建员工逐条分解任务清单，抓紧一切有
效时间，分批次开展施工，在临近营业线
施工中，完成信号设备安装、布放通信光
缆、扩容板件及调试等工作；在封锁施工
中，完成 20 个站电源屏扩容、更换控制
台等任务；在每轮次开通前，项目部连续
进行 3 次封锁施工，完成各站复联试验，
达到开通条件。

放眼石家庄公司路桥项目部施工现
场，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雷达物探、整

修线路、恢复防护栅栏等工作，寒冷的北
风中，满是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由于
在藁城区南水北调地表水厂二期及备用
水源地下穿石德线工程中，顶管管径大、
单程顶进长、下穿地基低、基坑开挖深度
大、地质条件差等重难点问题层出不穷，
给施工生产带来极大挑战。项目党支部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领，多次优化施
工方案，充分调配施工资源，第一时间成
立了党员突击队，划定了党员责任区，对
竖井、顶进、线路加固、线路恢复等重要
工序进行周密部署。在顶进期间，对施
工全过程进行监控，及时纠偏，确保了顶
管顺利贯通。

交通分公司天津地铁 4 号线施工过
程中，由于北仓站位于北辰区交通要道，
车站横跨北辰道，管线迁改较多，交通疏
解压力极大。为优化施工组织，项目党
支部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成立“党
员先锋队”，全面开展“决战决胜四季度”
劳动竞赛，通过在车站内增设分仓墙，将
车站分为南北区，将原计划三期交通疏
解优化为两期施工，在减少交通疏解压
力的同时，为盾构机提前始发创造了便
利条件。

“随着本列长轨车最后一对长轨落

入承轨槽，福厦铁路漳厦区间左右线累
计完成铺轨 31 公里！”近日，在福厦铁路
铺轨项目现场，50名工人加班加点，为年
底完成漳厦区间正线全部长轨铺设工作
抢抓工期。为了给施工生产“提速换
挡”，项目部在施工现场采用前拉后推的
方式，20分钟即完成500米长钢轨落槽工
作，迅速完成了撤滚轮、正配件、紧螺丝
等工序任务。该项目顺利完成后，新建
福厦铁路工程将正式迈入收官阶段，贯
通福州、泉州、厦门、漳州之间的“半小时
交通圈”将指日可待。

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路桥公司南
横高速项目部按下“快进键”，跑出“加速
度”，采取24小时连续线形观测、建立3D
受力模型模拟等方式，接连实现沙坪河
特大桥首个边跨精准合龙、17 号墩右幅
合龙等关键节点，并于近日顺利完成了
294片箱梁中最后一片箱梁的架设任务，
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决战决胜四季度
的生动实践。建安公司河南郏县项目部
坚持生产、防疫两手抓，顺利完成G、H地
块室外工程收尾，全力以赴加快K地块二
次结构砌筑施工，确保尽快完成全部施
工任务，早日圆郏县人民的“安居梦”。

（范彩燕 魏云云 李沐霖）

2022 年 12 月 14 日，广州
公司珠机城际二期项目代建公
路段——金海公路工程井湾
大桥第一片 33 米预制箱梁成
功架设。

珠机城际项目是珠海市
重点项目工程，代建公路段金
海公路工程井湾大桥共有 35
米小箱梁 20 片，33 米小箱梁
110片，32.5米小箱梁 30片，共
计160片。此次架设的首片箱
梁为 YK8+944.4 桥井湾大桥
第 35 跨右幅 35-3 预制梁，梁
长33米，梁高1.8米，梁吊装重
量为 116.4 吨。由 2 台 95 吨龙
门吊提梁上桥，桥上运梁车运
送至架桥机处，并由一台 180
吨架桥机架设完成。

为确保安全正点完成架
梁施工任务，项目部做足充
分准备，克服了珠海市多雨

天气影响和施工手续繁杂、
高空作业、施工时间紧、设备
操作要求精度高等各种内在
施工难点。施工过程中，项
目部从施工组织、人员安排、
箱梁运输、关键工序部署、架
桥机过孔、箱梁架设等方面
都做了周密部署。在项目全
体参建人员的通力配合下，
井 湾 大 桥 第 35 跨 右 幅 35-3
预制梁，成功平稳地放置在
预先安装好的支座上，顺利
完成首片箱梁施工任务。

本次箱梁的成功架设，标
志着珠机城际项目施工生产迈
入新的阶段。大桥建成通车
后，从金湾到横琴仅需 10-15
分钟，从珠海机场到拱北仅需
25分钟，将大大缩短主城区和
西部城区的交通时间。

（王剑强/文 孟庆虎/摄）

珠机城际二期代建公路
段首片箱梁成功架设

2022 年 12 月 29 日，伴随着最后一
泵混凝土的顺利浇筑，由呼和铁建公司
承建的成都轨道交通 13 号线一期工程
土建 7 工区幸福梅林站，宣告主体结构
如期封顶。面对这座国内最大的大跨
度中庭无柱弧形拱顶车站，建设者克服
征地拆迁、管线迁改、土质特殊、结构独
特、疫情反复等诸多不利因素，最终在
2022 年末交上了一份华丽答卷。

日夜兼程战“恶土”

项目地处成都市东面膨胀土层地
带，膨胀土是一类遇水易膨胀变形、失
水会收缩开裂的黏性土，民间将其形象
描述为“晴天一把刀，雨天一团糟”，它
在环境干湿交替的作用下，体积会明显
胀缩，强度会急剧衰减，性质极不稳定，
素有工程“癌症土”之称，这无疑给基坑
开挖造成了很大困难。

该车站主体总建筑面积为 47833.4
平方米，相当于 6.5 个大型足球场的大
小，基坑深度约为 30 米，好比一座地下
10 层楼。

为了确保施工安全，项目部专门聘
请了第三方监测机构，在基坑开挖阶
段，全天候 24 小时进行变形监测。变形

值超过预警值，检测系统这道屏障便开
始发挥功效，项目部立即对险情进行原
因分析，然后迅速启动预案，通过采取
增加钢支撑数量、基坑侧边注浆、加快
施工速度等举措，对症下药、精准施策，
最终化险为夷。

而在基坑开挖期间，因环保要求，渣
土车运输量和运输时间大幅减少，造成
工期压力巨大。项目部靠着施工工序的
不断优化以及人力和机械的调整增加，
经过 426 天“白+黑”两班轮倒不停歇的

“突击战”，逐渐将工期追平，在 2021 年
12月22日，以提前9天的战绩，顺利完成
了主体结构围护桩的施工，并为下一步
形成大干快干的局面打足了“提前量”。

突破“国内最大”拱顶车站

幸福梅林站主体结构顶部微微隆
起呈为曲面——车站采用大跨度无柱
弧形拱顶，弧形段长 221 米，跨度 25.2
米，层高 10.8 米，顶板厚 1.3 米，拱顶净
高 10.75 米。弧形拱顶结构新颖而富有

韵律，受力安全，还可以节省材料。设
计虽然独特，但也向施工作业提出了
巨大挑战。建设者在正式施工前留足
时间，组织专家科学论证，反复琢磨方
案。最终，经过三个月时间，最佳施工
方案出炉。

在支架体系施工时，项目部研究出
了由立杆、水平杆、斜拉杆、抛撑、工字
钢等组成的支架体系，克服了弧形有
角度的，使顶托与主楞、主楞与次楞有
效连接，增大了抗滑移系数，主楞采用
特制与结构弧度匹配的 12 工钢，工字
钢按照结构弧度加工，确保有效连接
和接触面积及位移限制，该项工艺使
车站完工后更具简约和美观。

日夜兼程破困局

困难接踵而至，2022 年 6 月 30 日到
8 月 14 日，成都启动高温限电。限电
后，白天的电力只能满足项目人员日常
生活，施工只能在晚 10 点到次日上午
10 点进行，项目部硬是靠“黑白颠倒施

工法”渡了这一劫；限电仅结束 2 天，又
因疫情静默管控，物资材料无法及时
供给，项目部被迫“停课”将近 1 个月，
然而刚刚恢复有序生产，项目部参建
员工又因“新冠”一个个出现病情，时
间进度不等人，工期要求迫在眉睫且
压 力 巨 大 。 大 家 纷 纷 按 下 了“ 加 速
键”，“轻伤不下火线”，再坚持一下，再
挺一挺，大家相互鼓励着，咬紧牙关向
最后的关隘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强力
冲刺，只见施工现场通宵达旦、人流涌
动，作业 24 小时不停歇，一派大干快上
的激进状态。建设者发扬“蒙古马精
神”，饱战风雨、一路拼杀，如期实现了
车站主体结构封顶，为 2022 年收官之
战画上圆满句号。

成都轨道交通 13 号线一期工程土
建 7 工区幸福梅林站的顺利封顶，为 13
号线一期工程站后铺轨、机电施工奠
定了坚实基础。据悉，成都轨道交通
13 号 线 是 成 都 市“ 中 心 穿 越 、全 局 覆
盖、远景预留、互联互通”的市域快线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建成后，将最
大限度满足广大成都市民轨道交通出
行需求。

（张飞飞 孙铁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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