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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副中心新建业务综合楼工程
全面冲出正负零

近日，集团承建的城
市副中心新建业务综合楼
工程顺利完成地下一层钢
结构柱安装，标志着工程
全面冲出正负零。

该工程位于城市副中
心行政办公区东侧，是北
京市第一批市属国企入驻
城市副中心项目，总建筑
面积6.2万平方米，地下部
分包括车库、设备间、后勤
间，共3层；地上部分为公
共空间和办公用房，最高
9层。

在地下结构施工中，
项目技术部门充分利用
BIM、Tekla等技术建立

模型，让复杂节点实现可视
化，模拟钢结构构件和隔震
支座连接及其排布位置，精
准完成作业目标。
“我们在地下车库隔震

层设置隔震支座高达 139
个，支座上部全都与劲性钢
骨柱连接，确保满足结构的
抗震及韧性要求。”项目副经
理张良说道。此外，项目团队
还通过软件模拟、深化设计、
制订方案和技术交底等环节
层层把控，提高隔震层钢骨
一次安装合格率。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地
上钢结构施工，计划6月全面
封顶。 （丁思远）

近日，由地产公司
联合首开集团、金隅集团
共同合作开发的昌平北
七家（硅谷ONE）项目首
栋楼主体结构封顶。

该项目位于北京市
昌平区北七家镇平坊村，
总建筑面积约25.9万平方
米，包括19栋商品房和6

栋保障性租赁住房，可提供
1783套住宅。

项目建设中，项目团队
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科学
统筹生产要素，想方设法克
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高
效推进项目建设进度。项目
预计8月实现主体结构全面
封顶。 （任子熠）

昌平区北七家项目首栋楼封顶

近日，由集团和三建
公司承建的新疆洛浦县人
才公寓项目、和田县人才
公寓项目、第十四师昆玉
市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楼及
图书馆建设项目顺利通过
北京市建筑行业最高等级
质量奖“北京市建筑长城
杯”和“北京市结构长城
杯”现场检查评审，并获得
验收专家组一致好评。

自2021年项目开工
以来，援疆项目团队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北京市
委市政府对援疆工程建设

的重要指示，坚持“首善标
准”，高质量、高标准、高效率
推进各项工程施工建设，先
后克服了工期紧、专业多、施
工环境艰苦、机电系统复杂
等多项难题。同时，项目团队
积极引入新材料、新技术、新
工艺，打造绿色文明示范引
领工地，成为和田地区、和田
市、洛浦县、昆玉市各建设项
目参观学习的样板工地，并
总结做法经验、编制施工标
准化图册推广使用，为受援
地建筑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
北京建工力量。 （张沛町）

援建放心房
三项援疆工程通过长城杯评审

近日，建研院第一检
测所受北京援疆指挥部委
托，对部分在施北京援疆
建设项目进行结构实体现
场检测。这是建研院连续
7年对援疆项目实施的
“把脉问诊”。

检测项目包括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一市
三县及兵团十四师在施的
仓储物流中心、中小学及
职业技术学院、社区综合
服务设施、自来水厂、污水
处理厂及消防站、医疗卫
生院、文化图书展览馆、文
化主题公园等19个项目，
涵盖钢筋混凝土框架、砌
体等34个建筑结构单体，
检测内容包括混凝土抗压
强度、砌筑砖抗压强度、钢
筋配置情况、钢筋保护层
厚度、构件截面尺寸等。

在援疆组的共同努力
下，本次抽检数量创历史新
高，基本达到了项目全覆盖。
面对繁重而又紧迫的任务，
援疆组科学制订方案计划，
在不到6天的时间里，顺利
完成了所有现场检测工作，
并把先进的检测技术和北京
标准在当地宣传推广。

七年来，检测所承担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一
市三县及兵团十四师的结构
实体检测任务。该项工作开
启的智慧援疆模式、形成的
长效发展机制已成为提升受
援地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的重
要力量。检测所在援疆工作
中坚持“首善标准”，推行“北
京方案”，在技术帮扶和人才
交流等方面做出了不懈努
力，为新疆长远稳定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盖爽 冯璐）

做好援疆项目“把脉人”
建研院完成援疆项目检测工作

站在昌金路起始

端，一眼望去，蜿蜒绵
长的公路一直通向京

承高速 ， 美不胜收 ！
“我一直关注着通怀
路这段路的建设情

况， 今天看见正式通
车， 心里别提多高兴
了。我家住在木林镇，
以往走京承高速都要

绕行到怀柔， 现在家
门口就能上高速 ，节
省不少时间。”市民黄
先生说。

王国利/摄

北京地铁17号线歇甲村车辆段
项目迎来首列电客车入驻
近日，由集团承建的

北京地铁17号线歇甲村
车辆段项目迎来首列电
客车顺利入驻，为后续电
客车行驶调试和交付运
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该项目是北京地铁
17号线全线重点大型工
程，将作为全线列车停
放、检查、整备、运用和修
理基地。车辆段东西长
1252米，南北宽360米，总
建筑面积31.71万平方米，
建设内容包括运用库、检
修库、咽喉区、综合办公
及信号楼等18个单体，

为顺利完成首列电

客车接车任务，项目部面对
场地大、工序交叉多、人机
料多、技术难度高等诸多难
题，实行分区实施、网格化
管理，以三番路网科学组织
人流、物流、车流，运用先进
智能设备，实现对现场大型
机械的有效监管。同时，他
们以节点目标为导向，先后
克服了前期占地征拆、高压
线改移、国防通信光缆改移
等困难，顺利完成首列电客
车接车目标任务。

当前，项目已完成主体
结构、二次结构施工，计划6
月具备交付验收条件。

（刘晓春）

生产周报

近日，由养护集团、市政集团承建的通怀
路（昌金路-京承高速公路）路段工程正式通
车。同时，该路段工程与京承高速公路连通处
新建的大韩庄收费站也同步投入使用，过往
车辆可经大韩庄收费站去往北京城区、怀柔
区、密云区及周边区域。

作为北京市2022年重点工程计划项目，
这次通车的路段从顺义区昌金路到京承高
速，全长7.45公里，设计等级为一级路，双向
四车道，同步新建大韩庄双喇叭互通式立交
桥和5进9出共14条匝道的收费站一座，实现
地方道路和高速公路快速连通。

工程建设期间，项目团队攻克了多项技
术难题。其中，跨京承高速钢箱梁施工段是
本次改造的重点控制性工程，上部结构采用
连续等高钢箱梁结构，钢箱梁高3.1米，顶板
宽3.58米，24个吊装节段总长140米，总重
1457吨，具有起吊重量大、长度长、在既有
道路作业安全风险高等特点，施工难度极
大。为了减少钢梁桥架设对京承高速通行的
影响，项目团队从支架位置、支架构造、钢梁
节段、接口方式、架设顺序、安全防护等方面
进行优化。方案优化后，钢箱梁吊装时间由
每夜1节段、八夜完成，缩短为每夜4节段、
两夜完成，工期缩短至原计划的25%，拼装
精度控制在5毫米。
通怀路沿线分布多个村庄，涉及多个交

叉路口作业。在保障施工安全方面，项目团
队针对路口作业，进行深入现场研究，并结
合路口的交通流量，逐一细化施工方案。同

时，项目团队把安全文明施工作为重中之
重，在路口施工作业时，编制专项交通导改
方案，落实交通导改人员配置、规范设置警
示牌、指示灯等交通安全设施，充分保证了
行人及过往车辆安全通行。在其他施工段，
项目团队采用标准化施工围挡，设置安全警

示标识，实行全封闭管理。通过严格落实规
范，科学合理组织工序，严格落实安全管理
措施，确保了项目安全生产无事故，全力保
障了项目按时通车。

交通路网织就发展脉络，车水马龙彰显
城市活力。通怀路（昌金路-京承高速公路）路

段工程的顺利通车，进一步完善了全市东部发
展带的路网结构，改善了顺义、怀柔、密云地区
市民的出行环境，结束了顺义区东北部和京承
高速没有连通的历史，加强了区域间的互联互
通，可减少周边居民绕行约20分钟。

（范艳丽 张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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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白酒产业园迁建项目竣工

走进山西省晋中市祁县经济开发区红星
白酒产业园内，一阵阵浓郁的酒香扑鼻而来。
门楼高大气派，办公楼、综合楼、检测中心呈

“品”字形排列……一座靓丽的现代化产业园
区赫然呈现在眼前。这是由四建公司承建的
红星白酒产业园一期二标段工程，近日已顺

利完成竣工验收，正式投入使用。

 红星白酒产业园迁建项目由北京红星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位于山西省晋中市
祁县经济开发区新兴产业园内，规划占地面
积900亩，项目总投资40.31亿元，设计原酒
产能5万吨，储能15万立方米，将建成机械
化、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的酿造生产基
地。项目共分为三期建设，其中一期二标段
工程包括原酒酿造车间、制曲车间和办公楼
等12个单体建筑，总建筑面积6.73万平方米，
建成后该制曲车间将是国内最大的清香型
白酒圆盘制曲车间。

原酒酿造一、二车间形制基本一样，为单
层框架结构（局部两层），长183米、宽95米，
最高处达17米，制曲车间长160.3米、宽53.3
米、高18.3米，三大车间框架结构施工都是高
空作业，需要大面积搭设高支模脚手架。此
外，车间大面积屋面地面施工和48组酿造窖
池的质量要求高，对项目团队而言，这无疑
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特别是这48组672个酿造窖池，让我记

忆深刻。”项目经理马骏介绍，酿造窖池采用

清水混凝土施工，工期紧、标准高、要求严，项目
团队反复研究施工工艺流程，提前把窖池关键
部位的设计方案“搬”到现场，然后通过采用安
装更加灵活、细节部位好控制的木模板施工，将
窖池基础素土回填改为发泡水泥回填等一系列
举措，实现窖池施工一次成型、一次成优。

此外，面对大跨度高支模、预应力双T板吊
装、大面积屋面处理等关键质量控制点，项目团
队在施工前编制详细施工方案，对工程重难点
及关键部位提前放样，做到事前管理和预控；施
工中，创新工艺，组织专家论证，狠抓过程管控，
确保打造过程精品；每个环节施工完成后，严格
对施工质量进行评估，确保每个分项工程验收
达到优良。当前，该工程已荣获2021-2022年度
（第二批）北京市结构长城杯金奖。

“干好在建项目，赢得后续工程”。项目团队
的杰出表现为北京建工在山西晋中站稳市场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继而承揽了后续工程———红
星白酒产业园二期一标段工程、酒文化展览中
心及附属工程等。目前，二期一标段工程基础施
工有序推进，酒文化展览中心及附属工程正在
进行精装修和布展施工。 （刘洋 亚明欣）

�首善标准 真情援疆

“家门口就能上高速”
通怀路昌金路至京承高速公路路段通车

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
北京地铁17号线望京西站到勇士营站区
间顺利完成隧道结构施工。作为北京地铁
17号线北段的“最难施工段”，该区间在施
工中创新采用了隧道泵房机械法施工，也
是国内首次在地铁建设中应用微型“竖向
盾构”。
“打开溢流阀，打开进浆阀，刀盘回退

开始，浇筑开始！”夜里10点，北京地铁17
号线望京西站到勇士营站区间隧道内，随
着马云新一声令下，混凝土泵车开始轰鸣，
地铁隧道废水泵房机械法施工最重要的一
环———封底浇筑开始了。

马云新的身份，是土木公司隧道施工

技术创新团队指挥长。他看着操作室屏幕上
一组组闪烁的“压力”“流量”“行程”等数据，
轻轻地擦了一把汗，各参数正常！

夜间3点，最后一车混凝土浇筑完成，掘
进机刀盘回退到指定位置。这也标志着，国内
首例微型“竖向盾构”———机械法泵房掘进在
北京地铁成功应用。
“听着也许不起眼，泵房在地铁隧道中起

着很重要的作用。”马云新打了个比方，地铁
隧道泵房就像是家庭居室的下水管道，主要
用于收集地铁运营中产生的废水。

近年来，随着城市地铁线网的拓展，地
铁隧道也越建越深，传统的泵房施工技术略
显不足。以望京西站到勇士营站区间为例，

地层中富水、含砂，属于复杂地层。“传统施
工方法中，两条隧道各建一座泵房，每座泵
房还要建设联络通道与之相连。”马云新解
释，与之相比，此次施工所采用的新技术，仅
需为两条隧道建设一座泵房，且不再单独建
设联络通道，既安全高效，也便于未来的检
修维护。

有人说，创新的过程就是试错的过程。为
此，创新团队的开发工作历时长达4年多。马
云新在现场演示，新技术是百分百机械化作
业，特制的大型设备直接深入地铁隧道，在道
床下方掘进出直径3.1米、深度5.5米的泵房。

隧道结构完工后，望京西站到勇士营站
区间建设也将进入新的阶段。作为地铁17号

线北段（未来科技城北区至工人体育场）的
“最难施工段”，约4.5公里的盾构区间内，包
含有下穿五环路、南水北调、地铁13号线、京
承高速等18个一级风险源。

北京地铁17号线为贯穿东部中心城区
的南北快线，线路全长约49.97公里，跨越昌
平、朝阳、通州、东城四个区，设车站21座。17
号线分南、北、中三段，南段已于2021年年底
开通，北段正处于建设的最后冲刺阶段。

根据《2023年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计划》披露的消息，今年年底，北京地铁17
号线北段、16号线剩余段将具备初期运营条
件。届时，北京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
837公里。 （樊乐）

“搭积木”建机房
新工体装配式制冷机房荣获“装配之星”

沿着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南方楼梯来到
地下三层，走进制冷量达17026千瓦、管道
总长约645米的装配式制冷机房内，抬头
望去，管线排布安装让人眼前一亮！只见已
经“穿”上了“新的保温外套”的粗细不均的
管道布局井然有序，上下穿插有条不紊，间
距合理，标识、铭牌规范鲜明，整个制冷机
房充满了工业之美。这是国内首例大口径
弧形管道装配式机房，也是集团首个规模
化装配式机房。

日前，在中国设备安装协会与湖北省
制冷协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装配式机电工
程设计应用技能大赛上，北京工人体育场
装配式制冷机房从203个参赛项目中脱颖
而出，最终夺得“装配之星”装配式应用一
等奖。

BIM助力“搭积木” 难点超前解决
“机房的顺利完工离不开BIM智慧建

造的加持。”项目机电经理彭军军介绍，项

目借助BIM技术，可以轻松发现后期施工中
可能遇到的难点问题，力争从源头攻破。

装配式机房可操作空间小、运输困难，上
百套管组排布复杂、精度要求高且管组粗细
不均，此外还要进行穿插施工作业，给施工管
理带来极大的挑战。而如何确定工序流程、进
行技术交底，优化系统运行时的管道阻力以
及确保管道预制加工及现场安装的精准性尤
为关键。为此，项目团队安排技术、BIM、机电
相关10余名管理人员组成团队，进行10余次
策划方案打磨，最终确定了“八大步”安装流
程，即深化设计、预制加工、测量放线、设备安
装、管道及支架装配、管道压力试验、设备连
接和系统调试，同时，通过合理排布管道、优
化精准零件图和装配图，打造出一套工厂化、
专业化、智能化和流水化的整体解决方案。

安装实现“零焊接” 百小时组装完成
3台离心式冷水机组、5台冷冻水循环

泵、4套水处理设备……在40余名工人的紧

密合作下，运管组、吊管组、拧螺丝，仅用百小
时就组装完成装配式制冷机房。作为北京工
人体育场制冷系统的核心，装配式制冷机房
对提升观赛体验有着重要作用。其中的每一
条管道都如同体育场的“血管”，统一输送到
空调机房，在炎炎夏日为观赛人员送去凉爽。

传统机电安装需要待土建完工交付作业
面后方可开始，战线长、效率低，而项目团队
采用装配式施工让“搭积木建机房”成为现
实，效率提高了近六成。“传统机房施工受工
序交叉、高处焊接作业等的影响，不仅施工周
期长，安全质量更加难控。而装配式机房施
工，工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找定位、紧螺栓，现
场实现‘零焊接’，可减少焊缝达500余处。”
彭军军对此感受颇深。新的装配方式不仅节
约了材料和人力，还确保了安装精度，极大地
提高了安装质量，减少了环境污染。

管组“对号入座” 精度达毫米级
由于体育场整体呈椭圆形，制冷机房整

体也为弧形下沉式结构，这也就决定了管线
需要“自带”弧度。彭军军介绍，“因为管道不
同于平常的直上直下，是带有弧度的，一旦安
装到位，我们可调整的余地非常小，所以必须
从预制加工阶段就严格质量控制，尽可能地
缩小误差，达到毫米级精度。”

 在新工体主场馆结构施工过程中，项目
团队提前筹划，在制冷机房应用三维放线机
器人完成关键点放线，进行精准定位，同时提
前安排场外预制加工厂同步进行管组预制，
为每根管道制作专属“身份证”二维码，精准
把控管组定位，此外，项目团队创新应用焊接
机器人实现高效加工，采用自动识别管道内
外弧度方向的设备，迅速确定弧形管道内外
弧方向，为施工质量和效率保驾护航。待交付
作业面后，项目团队还自创运输小车，将预制
加工完成的管组通过前期预留的入口运输进
机房，工人根据管组出厂前的唯一“身份证”
编码“对号入座”，最终实现精准连接。

（谢孟媛）

国内首次应用微型“竖向盾构”
北京地铁17号线05标最难施工段隧道结构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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