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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分夺秒的 39天
精准吊装，连续施工，在地下

完成盾构机组装

用于广湛高铁湛江湾海底隧道的“永兴

号”盾构机，总重 3600 吨，总长 147 米，开挖

直径 14.33 米。

2021 年 5 月 8 日，“永兴号”盾构机在广

东省江门市顺利下线。完成出厂调试后，它

被分解为刀盘、盾体、盾尾三部分，通过水陆

联运运抵施工现场。

参与“永兴号”的组装，让中铁十四局广

湛铁路项目盾构机长田颂既兴奋又紧张。

“组装盾构机就像搭积木一样，必须严格按

照设计要求，做到严丝合缝。”田颂介绍。

在现场，“永兴号”被进一步拆解为刀

盘、盾体、桥架和台车等部分，由起重机一一

吊起放入接收井，并进行拼装。这其中，最

难的是主驱动的拼装。

主驱动是盾构机的“心脏”，负责输出动

力驱使刀盘旋转破岩。同时，主驱动体积

大、吨位重，吊装风险最高，安装精度也高，

一旦吊装过程中发生损坏，就得返厂维修，

经济损失很大。

为精准吊装主驱动，田颂带领团队反复

试 验 、演 练 ，并 对 现 场 进 行 详 细 勘 察 和 规

划。 2021 年 6 月 9 日，通过配合使用 2 台大

吨位起重机，主驱动缓慢下降至预定位置，

顺利完成吊装。

对拼装团队而言，除了吊装精度要求高

之外，天气也是挑战之一。

6 月的湛江，时而艳阳高照、时而雷雨交

加，偶尔还有台风侵袭。“正常情况下，盾构

机组装时间一般在 2 至 3 个月之间。”中铁十

四局广湛铁路项目盾构施工现场负责人王

浩说。

为了赶在台风、雨水多发季前完成盾构

机组装，王浩和团队成员采取两班倒的方式

连续施工，争分夺秒抢工期。“记得有一次吊

装盾构机台车时，一场暴雨不期而至。雨停

后，我们马上组织人力进行排水，等水少了

接着干……”王浩说。

2021 年 6 月 17 日，总重量达 330 吨的盾

构机刀盘吊装下井，完成了盾构机“合体”的

最后一步……在建设团队的密切配合下，盾

构机在工厂制造下线后 22 天完成海陆运输，

39 天完成工地组装。

从单日掘进 4米到最高 18米
精调参数，维修保养，保障设

备运行状态

完成组装后，等待“永兴号”的除了 5051
米的陆域段，还有 2500 米的海域段掘进任

务。既穿海又越城，这对工程装备和施工团

队来说是一次非常大的考验。

海底掘进时，如何调整掘进参数？“盾构

机掘进过程中，掘进参数设置过大，隧道管

片容易上浮，间接影响盾构机姿态。”广湛铁

路项目盾构掘进调度队长朱荣华说，参数设

置必须要“恰如其分”。

在盾构机掘进时，朱荣华和团队时刻关

注着掘进参数、切口压力等数据变化，确保

设备在最佳状态下运行，掘进速度从单日 4
米逐渐提升至最高 18 米。

“永兴号”还需要一支“补给团队”全天

待命，对盾构机进行维修保养，让盾构机始

终保持最佳状态。

中铁十四局广湛铁路项目机械维保负

责人蔡明聪就是这支团队的队长。“盾构机

有上万个零件，各类管线、电路密布，稍有疏

忽，便会影响工程进度。”蔡明聪介绍，“永兴

号”面临的地质环境很复杂，除长距离穿越

硬塑粉质黏土地层外，还会在海底遭遇铁质

胶结石英砂岩。

2022 年 8 月 9 日，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

中铁十四局大盾构公司盾构智慧管理中心，

一条数据信息引起了工作人员的关注：广湛

高铁湛江湾海底隧道“永兴号”盾构机推力

过大、扭矩过大，急需处理。

这条信息立即被推送到项目部。经过

排查，原来是盾构机刀盘前端遇到了铁质胶

结石英砂岩，需调整掘进参数，并进行换刀

处理。

蔡明聪告诉记者，对盾构机而言，换刀次

数越少，效率越高。“我们通过改进盾构机排

渣系统构造，对刀具材料和型式进行优化，有

效提升了刀具使用寿命，达到单月平均掘进

260米，最高月掘进 510米。”蔡明聪说。

3万多块管片严丝合缝

优化工艺，熟记点位，保障施
工安全进行

“永兴号”盾构机行走于地下，要承受

很大的压强，怎样确保安全？

这就不得不提到盾构机泥浆“调配师”

和管片“拼装手”。泥浆“调配师”为盾构机

前端撑开一张“保护膜”，保证隧道掘进最前

端的泥浆压力平衡。而管片“拼装手”则及

时为盾构机掘出的隧道铺好一层管片，抵挡

周围地质环境的压力。

走进泥浆处理厂，吉林小伙杨帅满身泥

浆。杨帅是广湛铁路项目的泥浆“调配师”，

1995 年出生的他已先后参与过武汉地铁等

多个工程建设项目。

杨帅告诉记者，经过调配的泥浆，从处理

厂由进浆管道输送至刀盘前端，与刀盘刮下

来的渣土混合后，再经由出浆管道输送到隧

道外的泥浆处理厂进行分离，随后依次循环。

“永兴号”盾构机长距离穿越硬塑粉质

黏土地层，开挖断面达 160 平方米，废弃泥浆

量大，泥浆处理难度也更大。“泥浆处理不及

时，将会使盾构机被迫停止运行。”杨帅说。

为此，杨帅和团队利用先进设备和技术，

调节泥浆配比，对污水处理系统的带式压滤

机工艺进行优化，实现快速压滤。数据显示，

整条隧道共产生自造泥浆约 260.6万立方米，

相当于灌满 1300个标准游泳池。

与泥浆“调配”不同，管片拼装为盾构隧

道打造了一层特殊的铠甲。“作为一

名管片‘拼装手’，首先要保证管片拼

装的质量和螺丝的拧紧度，其次是速

度。”“拼装手”马龙进告诉记者，这些

年来，他从最初拼装一环管片需要一

个 半 小 时 到 现 在 仅 需 40 分 钟 便 可

完成。

盾构隧道开始施工时最难的地

方是负环拼装。负环拼装的好坏决

定了整条隧道的走向是否精准。“为

了保障负环拼装顺利完成，我在井下

待了 4 天 4 夜，吃住都在盾构机上。”

马龙进说。

为了防止刚刚拼好的隧洞变形，马龙进

和其他队员需要在 50 分钟内打完螺栓，在推

进的过程中还要复紧 3 次。 7551 米长的隧

道，37770 块的管片拼装，马龙进和团队成员

的拼装质量合格率达到 100%。

“我 们 不 但 要 熟 记 拼 装 点 位 及 盾 构 参

数，还要对整条隧道的走势和关键点设计参

数做到心中有数。”马龙进说，只有做到全面

掌握，才能在施工中使管片轴线与盾构机轴

线始终吻合，确保管片牢固稳定。

绚丽朝霞之下，湾中舟楫往来。广湛高

铁湛江湾海底隧道的成功贯通，离不开施工

团队长期的辛勤付出和艰苦努力，彰显着执

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

匠精神。星光不问赶路人，相信这些在建设

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工匠，将继续用奋斗和汗

水书写更加精彩的工匠故事……

图①：工人正在拼装管片。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图②：湛江湾海底隧道成型隧道。

张朋飞摄

图③：技术人员在操作盾构机开展掘进

作业。 张朋飞摄

广湛高铁湛江湾海底隧道施工人员发扬工匠精神，提升工程质量—

7551米，一个团队的奋力掘进
本报记者 李心萍

日前，广湛高铁湛江湾海底隧道顺

利贯通。作为我国目前独头掘进距离最

长的穿海高铁盾构隧道之一，该海底隧

道盾构段长达 7551 米。对盾构机掘进

而言，7551 米是相当长的距离，建设团

队面临很大考验。

一个团队，一条隧道，穿海越城，历

时 33 个月……掘进施工背后有着怎样

的故事？建设团队如何发扬工匠精神将

设计变为现实？日前，本报记者走近湛

江湾海底隧道建设团队，记录湛江湾海

底隧道建设背后的工匠故事，展现他们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编 者

■R 工匠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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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湛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

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 401千

米，投资总金额约 998 亿元。线路起于广州

站，途经佛山、肇庆、茂名等市，终至湛江北站。

湛江湾海底隧道是广湛高铁全线控制

性工程，位于湛江市区，下穿湛江湾海域和

主城区。“湛江湾海底隧道的特点可以总结

为长距离、大直径、近穿越、高标准。”中国铁

路设计集团广湛高铁湛江湾海底隧道设计

师霍思逊介绍。

长距离，即隧道盾构段长度 7551 米，这

给施工通风、排水等带来较大挑战；大直径，

即隧道开挖直径达 14.33 米，对盾构机操控

性、耐用性提出挑战；近穿越，即隧道近距离

侧穿湛江海湾大桥桥桩，净距仅为 1.3米；高

标准，即隧道长距离下穿湛江海湾及城市主

干道路等，要求盾构机掘进、管片拼装、地表

变形等控制标准高。

湛江湾海底隧道建设难在哪？

一 个 渡 口 ，一 叶 舟 ，一

个人。

这个渡口在陕西省兴平市

汤坊镇龙兴村，名曰渡口，其实

只是一对木桩，用来系住小船，

小船的船头用红漆写着“龙兴

渡 口 ”四 个 大 字 ，船 尾 两 面 彩

旗，随河风招展。

见着了尹会元（见下图，本

报记者原韬雄摄），一握手，便

知这是一双撑篙的手，他的手

心很硬，有厚厚的老茧。

“尹叔！尹叔！”过河人的

呼 喊 打 破 了 河 滩 的 寂 静 。“ 来

喽！来喽！”尹会元答应着，抬

了木板抵住岸边，一名叫作张

行 的 本 地 居 民 推 着 摩 托 车 上

了 船 。 尹 会 元 解 了 拴 船 的 绳

索 ，麻 利 地 挑 起 4 米 长 的 船

篙 ，沉 沉 地 往 水 底 一 扎 ，船 便

离了岸。

正值枯水期，到对岸不过

50 米。撑船不用篙，尹会元徒

手拉着架在河面上的钢索，船

便缓缓移动，“这得用巧劲，浑

身发力，载重 3 吨的船一个人

就能拉动。”

张行每周要在家和上班的

工厂间往返两次，她说：“要是

没有尹叔的渡船，我得多跑七

八十里路。”龙兴渡口处于两座

渭河桥的正中间，因为有老尹在，许多本地居民才有了这个

便利。

河对岸放着块木板，尹会元在上面手写上自己的电话

号码，“现在方便多了，一个电话，我就过来接人。以前叫船

都靠吼，河滩风大，怕听不见，晚上从来不敢睡得太沉。”尹

会元说。

“热不过河滩，冷不过河滩。就说那根行船的钢索，夏

天热得发烫，冬天冰得刺骨。”尹会元笑笑，“这活儿总要有

人干啊，干久了也不觉得累。”67 岁的尹会元，已经在龙兴

渡口撑船 42 年，从未中断过。

上了河滩，便是老尹居住的地方。一个简易的活动板

房内，一张床便占去了大半的空间，转身都难。外面搭了个

小棚子，除了锅碗瓢盆，还有一方桌、几把椅，旁边有台电风

扇。“到了丰水期，河面就得有 200 多米宽，有时候水急行不

了船，这儿就能给人休息用。”

在老尹小时候，龙兴渡口很热闹，种地的、做买卖的、

运 粮 的 都 从 这 里 过 。 1982 年 ，他 被 选 上 做 了 摆 渡 的 艄

公。尹会元说：“以前，过河都得排队。现在大桥多了，摆

渡过河的人少了，每天最多二十来人，有时候一天都见不

到一个。”

粗略一算，42 年来，他摆渡往返十几万次，用掉船篙

200 多根。老尹的船篙只用槐木，篙头套着个“铁尖帽”，

“渭河底都是石头，槐木硬，再套上这‘铁尖帽’才能把篙插

进去。”以前，这种“铁尖帽”能买得到，如今很难找到做这东

西的人，老尹只得捡来废弃的钢管自己制作。

船篙倒好解决，麻烦的是现在连造船的师傅都寻不见

了。“我的上一艘铁船用了 10 年，3 年前才废弃。我自己画

了图纸，寻遍了十里八乡都没人愿意做这样的船。好不容

易寻到了一家，又要价太高，根本出不起。”

最后还是乡亲们帮忙解决了难题。“尹大哥几十年如一

日给乡亲们摆渡，再难也要帮忙啊！”龙兴村村民岳根团有

一手电焊手艺，老尹买来钢板、三角铁、焊条，俩人又叫上七

八位同乡，一周就打好了现在这艘铁船。不光这艘船，行船

的钢索也是乡亲们一起帮忙架设的。

去年，尹会元的船上添了个发动机，遇到湍急的水流，

他再也不用费劲撑篙了。

这几年，渭河水越来越清，岸边越来越绿，以前光秃秃

的河滩已经消失不见，老尹越干越有劲头，“到了周末，还有

外地游客来岸边玩，搁以前这都是稀罕事。”

今年过年，老尹给自己染了头发，看起来稍显年轻。“乡

亲们离不开我，我还要继续干。”老尹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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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8日电 8 日上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肖捷、彭清华、张庆伟、雪克来提·扎克尔，全国人大

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专门委员会部分组成人

员、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和机关干部，来到北京市丰台区青龙

栖谷郊野公园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青龙栖谷郊野公园位于丰台区王佐镇，占地面积 514
亩。上午，大家集体乘车来到植树现场，培土围堰、浇水扶

苗……共栽种 300 余株油松、海棠、山桃、元宝枫等树苗。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先后制定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作出设立全国

生态日的决定，推进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工作等，持续健全生

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多年来坚持开

展义务植树，先后在北京市顺义区、昌平区、丰台区等地开

展植树活动，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彩。

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部分组成人员参加义务植树

■守望R

新华社南京 4月 8日电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

公室、国家卫生健康委主办的“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

士”现场交流活动 8 日在南京鼓楼医院举行，集中发布

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2 月月度人物。经广泛推荐、网

络点赞评议等程序，共 40 位个人和 1 支团队光荣入选。

交流活动通过精彩的视频短片和温情的现场访

谈，讲述了老中青几代医务工作者的感人故事。中医

名家徐荷芬耕耘杏林一甲子，年逾九旬仍为传承中医

药事业广育英才；脊柱外科专家邱勇钻研脊柱侧弯治

疗前沿技术，帮助万千患者挺起脊梁；急救护理先锋马

秀英、何斌斌曾深入汶川地震、积石山地震等救援现

场，对伤者给予专业救治和暖心照护；哈萨克族乡村医

生毛里夏里甫·哈帕几十年来遍访新疆福海县的村落

与毡房，一匹马、一个药箱，行走在救死扶伤和维护民

族团结的道路上。

据了解，“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推荐评议活动

开展以来，已在 16 个省份举办 19 场现场交流活动。现

场的青年医务工作者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矢志

不渝、拼搏奋斗，为推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护

佑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 中 国 好 医 生 中 国 好 护 士 ”
现场交流活动走进南京鼓楼医院

本版责编：张彦春 宋 宇 吴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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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随着天气转暖，当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田间作业。图为双峰县井字镇花山村农民在田间抛秧。

李建新摄（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