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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是白海豚！”

深中通道西人工岛主楼幕墙施工现场，

突然传来一阵惊呼。定睛细看，伶仃洋上，

三五成群的中华白海豚依稀可见，它们时而

隐入海中，时而浮出海面，与一旁的深中通

道相映成趣。

“超级工程当为‘绿色标兵’。”中交公路

规划设计院深中通道岛隧设计总负责人徐

国平表示，深中通道设计之初，便将生态保

护理念融入施工建设、船舶航运和环保监管

等环节，通过技术创新、工艺创新和管理创

新，更好守护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

华白海豚。

高效施工——
刷新快速成岛纪录，减少

施工对白海豚保护区的影响

在 面 积 约 460 平 方 公 里 的 珠 江 口 中 华

白海豚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活跃着众多白

海豚。

伶仃洋上，深中通道横跨珠江东西两岸，

是我国继港珠澳大桥后又一集“桥、岛、隧、水

下互通”于一体的跨海集群工程。

当工程施工遇上白海豚保护，挑战之巨

大可想而知。

“在中华白海豚的洄游区建设如此浩大

的工程，必须慎之又慎，稍有差池就可能造

成不可逆的影响。”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深

中通道项目部总经理岳远征说，“要把影响

降至最低。”

从高 处 俯 瞰 ，一 个 巨 大 的 人 工 岛 如 同

一 只 大 鹏 振 翅 欲 飞 ，这 便 是 深 中 通 道 先 行

工程——西人工岛。

“在茫茫大海上，修建一座面积约 13.7 万

平方米、相当于 19 个标准足球场的岛屿，倘

若采用传统施工方法，施工周期长，会对白

海豚生活环境造成干扰。”中交第一航务工

程局深中通道项目部副总经理刘昊槟说，建

设 团 队 自 主 研 发 了 12 锤 联 动 液 压 振 动 锤

组，仅用四个半月时间便将 57 个巨型钢圆

筒成功打入海底岩层，在刷新快速成岛世界

纪录的同时，有效降低了海上施工对海洋环

境和白海豚的影响。

长达 7 年的建设周期，保护白海豚既是

一次“竞速跑”，也是一场“接力赛”。

全线控制性工程——海底沉管隧道全长

5035 米，由 32 节沉管加一个最终接头对接而

成，而从沉管预制厂到安装区，需浮运 50 公

里，历经 7 次航道转换。

“50 公里的‘海上航路’，背后是一本生

态账的考量。”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深中通道

项目部常务副总工程师宁进进介绍，深中通

道沉管预制厂从港珠澳大桥施工所用的桂山

岛沉管预制厂改造升级而来，相比于新建预

制厂，“旧物再利用”能有效缩小海上施工规

模，减少对白海豚保护区的影响。

造出沉管只是第一步，如何将沉管快速

浮运到位成为新考验。项目团队创造性地提

出了建造沉管运输安装一体船的方案。“一体

船具有自航能力，相比传统拖带方案，可减少

航道疏浚挖泥量超千万立方米，降低废气排

放约 100 万立方米，有效保护了白海豚生活

的海洋环境。”宁进进说。

精准施工——
创新海底施工技法，有效

保护伶仃洋生态

深中通道海底隧道全长约 6.8 公里，是世

界上最长、最宽的钢壳混凝土沉管隧道，每一

节沉管的安放都至关重要。

进入施工关键期，困难随之而来。“深中

通 道 施 工 区 位 于 珠 江 口 海 域 ，往 来 船 舶 如

织，给海底基床带来较大扰动。”中交第四航

务工程局“四航固基”号船长郭宏光介绍，施

工海底表面淤泥含水量超过 60%，石头抛上

去如同陷入“泥汤”，要将沉管安放至大海深

处的预定位置，必须对海底进行处理，减少

沉降。

如何将沉管“悄无声息”地安放在海底，

成为建设者面对的一大难题。

加固海底基层，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将

深海淤泥挖出，然后进行抛石作业；二是利用

深层水泥搅拌桩，加固软土地基。

“第一种方案成本较低，但为了保护好

白 海 豚 的 生 存 环 境 ，我 们 最 终 决 定 采 用 第

二 种 方 案 。”回 忆 起 方 案 商 定 的 过 程 ，项 目

原 工 程 技 术 部 部 长 王 耀 彭 介 绍 ，深 层 水 泥

搅 拌 能 在 短 期 内 形 成 高 强 度 改 良 地 基 ，更

重要的是可以将海底淤泥与水泥砂浆混合

形成长桩，从而有效保护伶仃洋生态。

不仅如此，为了保护好白海豚，中交第四

航务工程局二公司深中通道建设团队还专门

发明了一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深层水泥

搅拌船用整船防污系统。通过这一系统可以

形成两道防污屏障，能有效防止打桩形成的

污水进入海水，避免污染白海豚栖息地环境。

施工过程中新的难题不断产生。很快，

建设者发现，在深中通道沉管基槽区域，还有

一段长达 2.6 公里的花岗岩地带，它们如同

“吸铁石”一般紧紧吸附在槽底，只有清理干

净才能进行沉管安装。

“水下爆破最为直接，但这对海洋影响较

大。”中交广州航道局深中通道项目负责人

说，放弃传统的海底爆破，团队派出“黄金组

合”——重型抓斗船“金雄”轮与配备凿岩棒

的“金建”轮，在海平面下 38 米以 0.6 米的高

精度一路开挖，在布满花岗岩的地质环境中，

凿出了一条海中通途。

从首节沉管顺利安放到最后一节沉管安装

成功，海底安放 32节沉管，用了整整 3年。除技

术护航外，项目专门编制了《白海豚保护管理

手册》，不仅明确了每艘施工船舶船长为白海

豚保护直接责任人，还设置了专兼职海豚观察

员，实时观测白海豚活动情况，夜以继日、年复

一年，为白海豚筑起一道保护屏障。

绿色施工——
科学处理生产生活垃圾，

悉心呵护海洋环境

“各船舶注意，船员不要把任何垃圾扔

到海中，大家要坚持到最后！”6 月 7 日，在深

中大桥临时设施拆除现场，通过对讲机，中

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深中通道项目相关负责

人廖文龙提醒施工人员。

站在广东中山市马鞍岛远眺，蜿蜒于深

蓝海面之上的深中通道，时而以桥梁样貌腾

空跃起，时而以隧道方式遁入海中，桥隧转换

处，便是世界通航净空最高的海中大桥——

深中大桥。

超级工程往往需要超大团队。施工团队

的生活垃圾和建设过程中的生产废料，如何

处理才能尽量减少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这对

绿色施工提出更高要求。

提前规划、优化布局，尽可能降低海上施

工“动静”。

“砂石料运输车辆都得‘穿外衣’，防止产

生扬尘；搅拌站运料罐车进出站必须‘洗个

澡’，再经过一段吸湿垫……”廖文龙回忆，此

外，储存粉料罐的罐体顶部还配备了除尘器。

强化管理，定期转运。“我们严格实施垃圾

分类管理，定期转运处理。”廖文龙说，历经 5个

春秋，大桥完成了桩基、桥塔、钢箱梁施工等全

部工序，“我们不留垃圾，只留下一座大桥。”

图①：深中通道项目施工区域的白海豚。

林文琪摄（人民视觉）

图②：深中通道深中大桥。

沈 仲摄（人民视觉）

本期统筹：董泽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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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6月 18日电 （记者刘志强）记者从国家发展

改革委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获悉：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推动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取得良好开局。今

年 1 至 5 月份，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7.5%，对全部

投资增长贡献超过 50%；主要电商平台家电以旧换新销售

额增长超过 80%，以旧换新成为推动家电消费增长的重要

因素。同时，各地也新增了一大批智能化社区回收设施，回

收循环利用体系更加健全。

近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21 家部门和单位参与

的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正式建立，凝聚合力推进相关方案落细落实。截至目前，

政策体系已经构建完成，七大领域设备更新、消费品以旧换

新、循环利用、标准提升等 4 个方面行动方案已经全部出

台，31 个省份都印发了本地区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

旧换新实施方案。

资金支持正在逐步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

算内投资等资金，支持设备更新以及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

用重点项目。财政部预拨中央财政资金 64.4 亿元支持汽车

以旧换新，下达 5 亿元支持老旧农机报废。中国人民银行

会同有关部门落实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政策，正在

开展项目审核推送。

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
以旧换新开局良好

本报北京 6月 18日电 （记者潘俊强）记者从北京市园

林绿化局获悉：随着两期京津风沙源治理和两轮百万亩造

林绿化等重大生态工程的实施，截至 2023 年底，昔日的风

沙危害区全部得到治理，首都山区森林覆盖率已经达到

67%。全市沙化土地面积由 1999 年的 5.62 万公顷减少到

2.23 万公顷，减少近 60%。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北京陆续开展了“三北”防护林

工程、农田林网、重点风沙危害区绿化造林、京津风沙源治

理等工程，大规模防沙治沙成效明显。截至 2023 年底，全

市森林面积 1279.8 万亩，森林覆盖率 44.9%；森林植被总碳

储量 2753.4 万吨，林地绿地生态系统年碳汇能力达 920 万

吨；林木总蓄积量 4078.54 万立方米。

北京沙化土地面积减少近六成
山区森林覆盖率达67%

本版责编：陈 娟 何宇澈 董泽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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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8日白天，京津冀等地出现 35—38摄

氏度高温天气，未来三天，京津冀及河南、山

东等地多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可达 37—39摄

氏度。

6 月 18 日 18 时 ，中 央 气 象 台 继 续 发 布

高温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已连续 10 多天

发 布 高 温 预 警 。 预 计 6 月 19 日 白 天 ，新 疆

沿 天 山 地 区 、陕 西 中 部 和 北 部 、山 西 南 部 、

北 京 中 东 部 、天 津 、河 北 中 南 部 、河 南 中 东

部 、山 东 大 部 、安 徽 北 部 、辽 宁 中 西 部 以 及

广 东 中 西 部 、海 南 岛 北 部 等 地 有 35—36 摄

氏度高温天气。

高温天气为何频频出现？今年夏天会不

会出现破纪录高温天气？国家气候中心专家

进行了解析。

6 月 8 日以来，我国北方高温天气持续发

展。截至 6 月 14 日，228 个国家气象站日最高

气温超过 40 摄氏度。6 月 16 日，华北、黄淮等

地高温强度有所减弱，范围缩小。6月 17日开

始，高温天气继续发展，高温中心位于京津冀

一带。

北方高温频现的原因是什么？国家气候

中心首席预报员郑志海分析，阶段性大气环

流异常是区域高温天气形成的直接原因。我

国东部地区的高温主要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

压和西风带暖高压的共同影响。在暖高压控

制的地区，盛行下沉气流，天空晴朗少云，不

易成云致雨，同时太阳辐射强，近地面加热强

烈。在高压系统异常强大且稳定维持条件

下，极易形成持续性高温天气。

郑志海介绍，全球气候变暖是造成全球

极端高温发生的气候背景。同时，自 2023 年

5 月开始的厄尔尼诺事件目前已结束，但其滞

后性影响仍在持续，且预计夏末秋初可能进

入拉尼娜状态。厄尔尼诺/拉尼娜事件通过

海气相互作用影响全球大气环流，导致包括

我国在内的全球各地气候异常。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近年来，我国高

温天气已呈现首发日期提前、发生频次增加、

累计日数增多、影响范围变广、综合强度增强

等特点。

全 国 区 域 高 温 过 程 发 生 频 次 呈 增 加 趋

势 。 1981—1990 年 平 均 每 年 发 生 3.3 次 ，

2011—2020年增加至 4.1次。全国区域高温过

程累计日数呈显著增多趋势，平均每 10 年增

加 4.8天。同时，平均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区域高温过程平均强度也以每 10年 6.2%的速

率增强（相对于 1991—2020年平均强度）。

“预计今年夏季，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国家气候中心

气候服务室副主任李修仓表示，部分地区可

能出现极端高温。

针对高温天气带来的影响，国家气候中

心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室研究员翟建青建议，

公 众 需 做 好 户 外 出 行 、生 产 施 工 等 保 障 措

施。老弱病幼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多饮

水以补充身体水分；户外工作者尽量避开中

午高温时间作业，工作场所准备必要的饮料

和防暑药品。

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高温预警

今夏高温天气为何频现？
本报记者 李红梅

本报西宁 6月 18日电 （记者乔栋）记者从青海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获悉：该局组织开展了夏季水鸟繁殖

期专项调查，通过对鸟岛、海心山等 24 个主要鸟类栖息地

的监测，共监测到水鸟 47 种，数量 4.34 万余只。

此次调查增加了本年度青海湖湖中岛屿水鸟繁殖地的

首航监测，夏季水鸟繁殖期专项调查发现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黑颈鹤 60 只，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天

鹅 10 只。目前，斑头雁、渔鸥、普通鸬鹚幼鸟已孵化出壳，

除棕头鸥外基本进入繁殖后期。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世界高原内陆湖泊湿地

类型的典型代表，涉及中亚—印度和东亚—澳大利西亚两

条国际候鸟迁徙路线，生态地位极其重要。近年来，随着湿

地恢复建设开展，青海湖湿地生境得到有效保护与恢复，湿

地生态系统愈加完善、功能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显著提

升，青海湖已成为重要的水鸟栖息地。

青海湖生物多样性提升
监测到夏季水鸟47种 4.34万余只

编者按：6月 16日，深中通道通过交工

验收。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大工

程建设取得新突破，助推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助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同时，重大工程的选址和建设与所

在地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如何

处理好发展和保护、利用和修复的关系，

工程建设者展开了积极探索。

本版今起推出“美丽中国·重大工

程中的生态细节”系列报道，从生态视

角观照重大工程的设计、建造、运维过

程 ，了 解 工 程 建 设 者 如 何 坚 持 系 统 观

念、促进和谐共生，厚植高质量发展的

绿色底色。

■■美丽中国美丽中国
重大工程中的生态细节①重大工程中的生态细节①

R

②②

①①

本报重庆 6月 18日电 （记者王欣悦）记者从重庆市林

业局获悉：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

段）近日在重庆江津区举行增殖放流活动，50 余万尾珍稀

特有鱼种放流长江，助力长江生态环境修复。

此次放流的鱼类共有 4 种 50 余万尾，包括国家二级重

点保护野生动物胭脂鱼、岩原鲤，长江特有鱼类厚颌鲂。为

便于开展增殖放流科研监测及效果评估，在西南大学水产

学院、重庆师范大学等院校和相关部门的专家指导下，工作

人员对放流的 1.7 万余尾苗种进行了标记。

据介绍，2020 年以来，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重庆段）共开展增殖放流活动 30 余次，放流鱼

类 14 种 1000 余万尾，其中长江鲟、胭脂鱼、岩原鲤等珍稀特

有鱼类 400 余万尾。增殖放流珍稀特有鱼类，有助于保护

区珍稀特有鱼类种群数量的恢复、群落结构的改善以及水

生生态的修复，对维护长江上游水生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

意义。

重庆在长江增殖放流50余万尾珍稀特有鱼种

本报武汉 6 月 18 日电 （记者范昊天）记者从神农架

国家公园管理局获悉：神农架新发现一个报春花科新种

“伟烈报春”，目前科研人员观察到两个不同的种群，个体

数约为 50 个。根据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的物种评估规则，“伟烈报春”濒危等级符合列入极危物

种的标准。

根据中国植物志及相关资料记载，我国有报春花属粉

报春组植物 49 种，其中异型花物种（同时有长花柱花与短

花柱花）47 种，同型花物种（只有长柱花）2 种。新发现的

“伟烈报春”为同型花，这一发现将粉报春组植物种类增加

到 50 种。“伟烈报春”与苞芽粉报春、雅江报春相似，但前者

花序仅 1—2 朵花，为同型花；而后两者花序有多花，均为异

型花，花冠喉部有环状附属物而相区别。

湖北神农架发现报春花科新物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