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产周报

经营生产MARKETING&
PRODUCTION2

本版编辑 ／ 孟令儒 穴办公电话：６３９２8838 Ｅ－ｍａｉｌ押403247644＠qq．ｃｏｍ雪

２０17年 5月 5日

� �本报讯（通讯员张耐）
近日，集团城市副中心行
政办公区B3工程以过硬
的施工质量、先进的施工
工艺，摘得第十二届第二
批中国钢结构金奖工程，
B3工程项目经理衡晓东
获评钢结构金奖工程优
秀项目经理。
“中国钢结构金奖”

是钢结构专业的最高奖
项，此次创奖也是B3工程
继长城杯之后，获得的又
一奖项。B3工程钢结构的
过程质量、施工工艺控
制、工程重难点、新技术

创新及应用等多个方面获
得了专家的一致认可，尤其
关键节点均有质量控制措
施，特别是钢结构焊缝质
量，焊缝一次合格率99.9%，
返修后合格率100%。最终
凭借质量评分98.5分、总得
分141分的优异成绩顺利通
过“中国钢结构金奖”评审，
一举获奖。

目前、B3工程正在进行
钢结构防火涂料的施工，项
目部全体人员将结合专家
组提出的建议，进一步提高
施工质量和管理水平，争创
鲁班奖。

�本报讯（通讯员曹会
通 ）近日，随着最后一方
混凝土浇筑完成，三建公
司光环新网房山绿色云
计算数据中心项目南区
7#、9#研发实验室工程全
面冲出正负零。

该项目位于房山区
窦店北京高端制造业基
地园区, 包括6#宿舍楼及
7#、8#、9#研发实验室，总建
筑面积40000余平方米。
7#、9#研发实验室地下结
构部分面积8800余平方
米，主要用途为地下车

库。地下结构与7#、9#研发实
验室结构相连，钢筋密集、混
凝土浇筑方量大，是项目部
重点攻克的难关。

为了如期完成节点目
标，施工过程中，技术人员对
施工方案进行了详细交底，
生产管理人员现场指导，物
资、技术质量等部门密切配
合，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克
服了重重困难。在7#、9#研发
实验室施工过程中，项目部
共完成钢筋绑扎2000余吨，
混凝土浇筑6500多立方米，
顺利实现了节点目标。

�本报讯（通讯员李洁）
近日，二建公司创世纪广
场住宅小区项目正式开
工，公司组织了预算、技术
质量、安全生产、财务、人
力等一行人，远赴长沙施
工现场，进行合同交底。

创世纪广场项目位
于长沙市韶山南路于万
家丽路交汇处，为框剪结
构，由1#、2#、3#、4#共4栋楼
和地下室组成，地下2层，
地上最高25层，总建筑面
积15万平方米，中标价
1.37亿元。

该工程体量大、深基

坑、工期短，给施工带来了一
定的难度。

为确保工程的顺利进
行，二建公司抽调经验丰富
的施工人员任项目生产经
理、技术负责人和安全主
管。进场后，立即组织所有
现场管理人员熟悉图纸，进
行图纸会审。通过认真学习
掌握施工图的内容、要求和
特点，为顺利施工提供保
障。同时，项目部合理划分
施工流水段，保障人、机、料
各个方面的合理投入和控
制，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
进行。

二建公司长沙创世纪广场
住宅小区开工

三建公司光环新网项目
南区7#、9#研发实验室冲出正负零

用工匠精神打造西北新地标
四建公司国瑞·西安金融中心高度突破200米

集团城市副中心B3工程
摘得“中国钢结构金奖”

本报讯 （通讯员杜明
山）近日，土木公司北京地
铁机场线西延项目取得东
北区间风井工程阶段性进
展，完成了围护结构地下
连续墙施工。

项目区间风井场地
东西长100米，南北宽27
米，狭小的空间内需同时
满足多台大型设备运转，
这对施工队伍的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东北区
间地连墙西北角、东北角
外边线距离场地围挡距
离不足50厘米，成槽机无
法就位完成转角幅成槽
施工。为此，项目部多次
与地下连续墙专业施工
队伍沟通、研讨，经过厂

家咨询论证，确定了成槽机
斗体上安装90度转换器的
方案，最终顺利完成了转角
幅施工。

地下连续墙施工范围
内有一条中石油大厦的污
水管线、一条包含3根军缆
的通信管沟。管线数量不
多，但每一根都是硬骨头，
为了减少管线改移对地连
墙施工进度的影响，项目部
精心筹划，将18幅地下连续
墙分成3个区域，避开管线，
实现了地连墙施工与管线
改移同时进行。

经过4个月时间，项目
部顺利完成了18幅地下连
续墙施工，为下一步工程进
行奠定了基础。

土木公司北京地铁机场线西延
东北区间完成地下连续墙施工

本报讯（通讯员谢帅）
近日，五建集团市政分公
司承建的丰盛胡同市政道
路工程道路北半幅以及南
半幅部分辅路底层沥青混
凝土摊铺完成，标志着该
工程主路部分底层油摊铺
施工已经全部完成。预计
今年6月全幅道路可以达
到通车条件。

自2016年开工以来,
项目部紧紧围绕绿色文
明安全工地的各项要求，
结合实际，明确任务分
工，统一部署，精心组织
施工, 保证了整体进度。
此外，项目部加大责任落

实力度，真正做到人人身上
有任务，各个肩上有责任。
针对开工以来雾霾、冬施、
工期紧等不利因素，在铺油
工作中，项目部提前召开铺
油动员大会，使全体参建人
员清楚掌握铺油工作的工
艺流程、控制要点和安全文
明施工注意事项，推进了工
程进展。

全体技术人员和监理共
同对底层油的摊铺、层高、碾
压等每一道工序都严格把关，
确保了底层路面的坚实、耐
久、平整和稳定，同时为全面
完成丰盛胡同市政道路工程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建市政分公司丰盛胡同道路
完成底层油摊铺工作

近日，四建公司承建的国瑞·西安金融
中心核心筒施工正式到达44层，建设高度达
到202.9米，标志着该工程顺利突破200米，
这也是继2016年11月核心筒建设高度突破
100米之后，项目部实现的又一重要节点目
标。这座超高层摩天建筑，在国策战略重地
“一带一路”桥头堡的西安，正在以傲然之姿
拔地而起。

该工程位于西安市高新区创业新大陆北
侧，总建筑面积约29万平米，由1栋高达350
米的超高塔楼（75层）、24米裙房（3层）和4层
整体地下室组成，裙房采用框架剪力墙结构，
顶层为钢框架结构，塔楼与裙楼之间设有一
座钢连桥。建成后将成为集办公、商业、餐饮
及高级会所等功能于一体的超高层建筑。

科技先行解难题

国瑞·西安金融中心作为集团首个300
米以上超高层，存在施工现场狭小、结构超
高、钢结构总量大、管理难度大等难点。为此，
项目部成立了专项技术小组，经过与集团科
技部、各方专家等多次探讨，最终确定了28项
科研课题。目前已完成超大体积底板混凝土
浇筑、钢板混凝土剪力墙防裂、钢构V型柱吊
装等13项课题，确保了工程质量。已完成新型
实用专利申报10项，正在申报的发明专利2
项，省级工法2项，已审定论文6篇，完成科技
研究成果报告1项，有效地解决了工程建设过
程中的难题。

在超大体积底板混凝土浇筑上，项目部
对混凝土配合比进行研究优化，将混凝土的
最高温控制在63℃，并研究了混凝土浇筑体
系，通过采用汽车泵送、直径500毫米钢管溜
桶、塔吊吊大容量灰斗三种输送方式相结合，
发挥了溜桶输送快、汽车泵送范围广、塔吊吊
灰斗灵活的优势，避免了汽车泵堵管、结构产
生冷缝、重型塔闲滞的劣势，50小时完成了
1.95万方混凝土浇筑。

针对钢板砼剪力墙易产生裂缝的问题，
项目部对钢板剪力墙的内部应力应变进行了
研究，分析混凝土产生裂缝的机理，制定了行
之有效的混凝土防裂措施，成功解决了混凝
土裂缝问题。

在钢构V型柱吊装上，项目部对常规的
V型柱施工方法进行了改进，简化施工措施，
提高了安装进度，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
施工技术及安装工法。

合理安排保进度

鉴于现场场地狭小，项目经理召集生产、
技术、质检、安全等多个部门进行多次探讨，
将施工现场划分为两个大的和四个小的施工
区域，合理安排流水作业，有效提高施工效
率。为保4月底突破200米节点目标，项目部
成立了专项负责小组，并制定对应的节点目
标。为保目标实现，项目部将节点目标根据整
体工程情况，进行目标分解，倒排工期，逐一
细化出若干节点工期，具体到日，并以其为主
线，超前进行生产组织调配。质检部门则在施
工期间加强现场巡检，及时发现并解决施工
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问题，确保1天内完成钢筋
绑扎、1天内完成模板加固及顶板模板支设，
有效降低返工几率。

合理安排交叉作业也是确保目标实现的
重要举措之一。就拿塔吊使用来讲，项目部制
定了合理的塔吊使用计划，施工现场增加塔
吊驾驶员人数，确保塔吊24小时工作，以满
足现场钢构件、土建及水电施工物资调运。同
时，提前制定塔吊顶升计划，确保塔吊、钢结
构、爬模不发生互相掣肘现象。项目部根据实
际的施工情况，及时调整塔吊顶升时间，确保
塔吊顶升时上层待施工作业面钢构件已完成
安装，以便土建具备继续施工条件。可以说，
塔吊、爬模、爬架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土建、钢
结构、水电施工相互交叉又不互相干扰，为工
程施工赢得了极为宝贵的时间。

健全体系强管理

项目部遵循“科技创造价值”的理念，树
立“建德立业 工于品质”的精品意识，坚持以
工程履约为目标推动工作全面开展，以成本
管控为原则优化资源配置，以科技创新为抓
手提升创新创造力，以积累超高层管理经验、
开拓超高层市场为动力着力打造“西北新地
标”精品工程。

为此，项目部建立健全两级安全管理
体系，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将安全管理工作
具体到每个施工小组，将安全责任细化到
每个施工过程。本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的原则，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安全教育，丰富
教育形式，提高现场人员安全意识。自人员
进场以来，项目部开展多次集中安全教育、
消防演习、定期安全考核等工作。值得一提
的是，项目部建立了标准化安全体验区，利
用这一实体，要求外施队人员全部进行安
全体验，不仅丰富了安全教育的形式，更加
深了大家对施工危险源的感性认识，教育
成果显著。

同时，项目部依据集团质量标准化要求，
成立了项目部质量保证体系，制定了“工程质
量自检、申报、签认制度”等一系列质量管理
制度。在结构施工期间，实行样板制，为促进
现场人员的标准化感观认识，在工地西侧空
地设置实物样板集中展示区，主要包括钢筋
工程、楼承板、屋面工程、钢结构工程、砌筑工
程、抹灰工程，确保项目一线员工能够及时了
解，并严格按照标准进行施工。

学习、实践、总结、提炼，贯穿于项目施工
全过程，可以说，350米无论对于项目部而言
还是对于四建公司来讲，都是前所未有的挑
战，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能够在未来的施工
中，以铁军精神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在打造
“西北第一高”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赵小娟

机施公司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
亮相新机场中南指廊
本报讯（记者冯仙惠）日前，机施公司

新机场项目部中南指廊钢结构拼装现场，6
台崭新的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搭载着焊接
工人进行施工作业。

新机场中南指廊目前正在进行A区天
窗网架的紧张拼装。工期紧，任务重，为加
快钢结构拼装的速度，项目部引进了剪叉
式高空作业平台。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是
高空作业专用设备，高10米，自重3吨，有较
高的稳定性，宽大的作业平台和较高的承
载能力，作业高度可达12米，载重300公斤。
它能够在不同高度工作状态下快速、慢速
行走，可以在空中方便的操作平台连续完
成上下、前进、后退、转向等工作。此外，该

平台的围栏可水平延伸极大的扩展了作业
范围。

中南指廊A区天窗网架高近7米，长达
110米，平常进行焊接作业时需要搭花2-3个
小时设门式脚手架，3-4名施工人员站在架
子上进行高处焊接，架子需要根据不同的焊
接高度进行调整，高度不够的地方需要攀爬
作业。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可以自由行走，
自动升降，2名施工人员就可以进行焊接，站
在平台上焊接，安全更有保障，也使高空作
业效率更高。

据悉，通过使用剪叉式高空作业平台作
业后，新机场项目部节省了施工人员，节约
了施工时间，整体加快了施工进度。

北京地铁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位于
北京市奥林匹克中心区，大屯路隧道正下方，
与大屯路隧道平行布置，车站顶板与隧道底
板密贴，是国内首个采用长距离密贴下穿设
计的地铁车站。为保证附近居民出行不受影
响，大屯路隧道在地铁施工期间不封闭。同时
距车站南侧30米便是国家会议中心，东侧毗
邻奥运下沉广场，施工沉降的控制要求更加
严苛。

为保证地铁工程保质保量如期完成，北
京地铁15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项目部开展
了《奥林匹克公园站长距离平行下穿大型城
市隧道关键技术研究》科研课题的攻关研究，
解决了工程实际问题，并获得了多项专利，申
报了一项北京市级工法，获得北京市科技进
步三等奖。

新工法：巧解沉降难题
奥林匹克公园站最初采用的建设方案是

传统的PBA法暗挖车站，其主要施工方法为
先施工小洞室，将小洞室局部联通，施作混凝
土框架体系从而对上部荷载形成支撑，然后
再完成车站的施工。采用PBA工法施工建设
初期，在下层洞室开挖过程中，项目部技术人
员发现大屯路隧道的沉降数值骤增，由于车
站顶部的大屯路隧道还在运营，并且工程地
理位置十分敏感，项目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紧急停止施工，并组织参建各方和聘请业内
专家对沉降原因进行系统分析。

经过数次专家咨询论证，最终得出的结
论是传统PBA工法由于开挖洞室较多，产生
群洞效应，会引起较大沉降。

针对这一情况，工程建设人员运用三维
建模、数值模拟等多种手段进行施工过程分
析，并经过数次专家会研讨论证后，最终创新
了一种取消下层洞室，在上层洞室成桩的施
工工法———单层导洞大直径桩预撑支柱盖挖
暗做施工工法。该工法与传统PBA工法最大
的区别就在于取消了下层洞室的施工，从而

完全消除了群洞效应的影响，达到控制沉降
的目的。

破难题：连克技术难关
沉降问题解决了，但如何在地下狭小洞室

内净空高5米、宽4米，施工直径1.8米，桩长47
米的成桩，成为了项目人员面临的新难题。项
目人员查阅了各类工程资料，发现此前国内
最大的地下成桩直径为1.25米，而桩径如此
之大、成孔如此之深的地下成桩施工还没有
先例。为此，他们借鉴过去地下洞室小型桩施
工经验，改造施工装备、钻研施工工艺方法，
形成了一整套的地下小洞室内大直径桩施工
装备及工艺工法，经过了两次实体工程试验
后，成功应用于工程建设。

成桩施工顺利完成后，如何在桩孔内进
行钢管柱的定位安装也是一大难题。传统

PBA工法钢管柱可以由工人站在上下两层
洞室内进行安装，底梁做好以后钢管柱安装
在底梁上，钢管柱平面定位和标高控制都十
分直观、简单。而此工法需要在1.8米直径的
桩孔内完成钢管柱的定位安装，每个桩孔都
相互独立，因此对钢管柱的标高、平面位置的
控制要求更高。

最终，在项目部的合理组织、协调下，
工程洞内58根大直径成桩施工仅用2个月
时间便全部完成，施工车站建设顺利通过
了这一关键节点，促使车站保质保量的如
期投入运营。

重推广：综合效益显著
从经济效益角度分析，奥林匹克公园站

按原工法施工综合费用为3371万元，而采用
“单层导洞预撑施工工法”后综合费用为

2542万元，共节约资金829万元。
与传统PBA洞桩法工法相比，新型洞桩

工法工期更短、机械化程度更高，施工工效显
著提升，大幅降低了工人劳动强度，使地铁更
早的投入使用，同时能更早地实现对车站顶
部的支撑，降低对上部建构筑物的影响，保证
了上部建构筑物安全。

创新的成桩施工设备采用渣浆泵可通
过输浆管路将泥浆直接排至地面，通过地面
上的泥水分离设备可将排出的钻渣经过过
滤分离出干燥钻渣及新鲜泥浆。新鲜泥浆通
过输浆管路送至泥浆车备用，避免了施工现
场砌筑泥浆池存放大量泥浆而产生环境污
染。干燥钻渣可直接通过渣土车运离施工现
场，避免了泥浆运输过程中移洒而造成的道
路污染。

取消下层导洞施工后，地下水位可在很
长一段时间仅仅降低至上层导洞仰拱以下1
米的位置，经过数据统计，仅一座车站，在降
水高峰期，节约的地下水资源即可达每日
50000立方米。

奥林匹克公园站长距离平行下穿大型城
市隧道关键技术在工程中获得了成功应用，
突破了传统工法和理论的限制，有效地保证
了工程施工和既有建（构）筑物的安全，具有
显著的辐射和带动效应，推动了轨道交通及
地下空间开发建设领域新思路、新方法的形
成及技术的进步。

如今，此工法已经在北京地铁16号线万
泉河桥站、苏州街站、苏州桥站、万寿寺站、二
里沟站、红莲南里站、富丰桥站7座车站得到
推广应用，并且引起北京市轨道交通行业内
的高度关注。

伴随着我国轨道交通建设的发展，城市
地下空间施工环境日趋复杂，该成果相对传
统施工方法具有显著的优势，将在北京乃至
全国各地得到积极推广，应用前景广阔，将带
来更为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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