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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车站，地下建筑总面积相当于 5 个国

家体育场“鸟巢”，最多时有 1 万余名工人在场

施工。如何管理项目施工进度？

一个综合交通枢纽设计了约 160 个出入

口，地下、地面、地上公共空间衔接贯通。如

何实现高效互联、立体接驳？

15 分钟直达北京首都机场，35 分钟到北

京大兴机场和河北唐山，1 小时到达河北雄安

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如何让多条轨道交通

线路实现交会？

历经 4 年多，北京城市副中心站主体结构

建设已完成九成多，主站房进入装修阶段，计

划 2024 年底主体基本完工，2025 年具备通车

条件，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

枢纽。记者近日走进这项正在建设中的超级

工程，近距离感受它的独特魅力，解码超级工

程背后的奥秘。

创新施工方法，打造智慧
平台，开挖出 7个昆明湖的地
下空间

“秘密都藏在下面，地下建筑总面积约 128
万平方米，相当于 5 个国家体育场‘鸟巢’。”在

北京通州区潞城镇一片开阔地上，北京京投交

通枢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伟向记者介

绍，整个地下工程，东西长 2.1 公里，南北最大

宽度 650 米，工程最深处 48 米，“超大、超宽、超

深是工程最显著的特点。土方开挖量约 1400
万立方米，相当于挖出 7个昆明湖。”

如 此 巨 大 的 地 下 主 体 结 构 主 要 包 括 三

层：地下三层，为城际车站站台与轨道层；地

下二层，是城际车站候车厅和出站大厅；地下

一层，为城际车站进站厅、城市公共空间和商

业配套。

超级工程要创新施工方法。为了有效加

快施工进度，提升整体安全性，项目采用了

“盖挖逆作”法，桩基数达到 1 万余根。周伟形

象地比喻，“好比盖房子，一般先挖地基，后做

楼层，最后封顶；而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的

施工正好反过来，先支柱子搭房顶，进行地下

一层顶板施工，然后一层一层从上往下挖。”

超级工程还要有“超级管理”。北京京投

交通枢纽投资有限公司规划设计部部长焦旻

介绍，项目设计施工单位近 20 家，施工工序交

叉综合，最多时有 1 万余名工人在场施工。为

了合理调配巨量的人力、物力和机械设备，项

目指挥部基于相关模型，融合物联网、大数据

等技术，专门打造了智慧建造平台。

“ 平 台 可 以 实 时 监 控 人 员 和 物 资 的 位

置、状态等信息，通过分析和挖掘历史数据，

还能预测未来需求，提前规划调配。”北京城

市副中心管委会建设管理协调处副处长李

金征说，这个大型综合交通枢纽项目对传统

工程进行数字化管理，“精细高效的管理，不

仅提高了建设的效率和质量，还降低了成本

和风险。”

昼夜不舍，加紧施工。目

前，工程土方施工已接

近 完 成 ，主 体 结 构 完 成 92%，设 备 安 装 完 成

40%。“正在进行精装修，以及市政配套管廊和

‘京帆’屋盖余下工程的施工。”周伟说，“争取

年底前主体基本完工。”

科学规划，高效互联，实现
站城融合

在这里，未来 80%的换乘可在 3 分钟内完

成，与地面楼宇平均衔接时间将不高于 4 分

钟。要想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多进多出、

多点落客、立体接驳”的交通组织方式。按照

规划，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设计了约 160 个

出入口，以及 22 处串联地下、地面、地上公共

空间的“垂直交通核”，并将实施平层换乘、简

化流线、地铁与城际之间安检互认等措施，从

而实现站城融合、高效互联。

从建设伊始，北京城市副中心站就秉承

站城融合理念，与城市规划紧密结合。在北

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图上，枢纽位于被称为

“0101 街区”的核心位置，是北京城市副中心

生态文明带和创新发展轴交会点。站与城，

天然相融。

把城市的阳光引入地下，枢纽上方专门

设计了 5 个巨大的采光井，10 面“京帆”就是

采光井的屋盖。“京帆”上部采用镂空造型的

金属“帆”，下部则是透明的“膜”。采用这种

设计，每年可减少热负荷 520 万千瓦时，相当

于 3200 台家用空调的夏季制冷量，每年可减

少照明用电约 48.6 万千瓦时。

“此项设计灵感来源于大运河的帆船，既

是文脉传承的体现，也寓意着扬帆远航的美

好未来。”焦旻介绍，在实现车站采光、保温、

节能等多种功能的同时，“京帆”也将成为城

市的独特景观。

地下枢纽地上城。枢纽上方，未来将开

发总面积约 139 万平方米的办公、商业空间和

酒店、住宅。根据《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

通枢纽地区规划综合实施方案》，规划区将打

造“三轴三带、一心多点”的空间结构。其中，

“一心”为创新金融商务中心，“多点”为副中

心站、运河码头、水岸公园和家园中心。

“相关配套设施全部建成后，将实现以绿

色交通接驳为主，成为‘不依赖小汽车出行’

的站与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通

州分局副局长刘海静说，发挥副中心站综合

交通枢纽的带动作用，通过合理布局城市功

能，实现区域内的职住平衡。“这里将不仅是

重要的交通节点，还将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

枢纽、集约复合的城市活力中心。”

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交会，
促进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

15 分钟直达首都机场，35 分钟到大兴机

场和河北唐山，1 小时到达雄安新区和天津滨

海新区……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现代化的

交通支撑，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是北京城

市副中心拉开城市框架、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标志性工程，也是《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2016 年—2035 年）》确定的北京市服务全国

的十大客运枢纽之一。

“快速连接中心城、有效服务副中心。”北

京通州区区域协同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高国庆

说，“副中心站建成后，将加快推动实现京津冀

地区‘1小时交通圈’。”

按照远期规划，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将实现轨道交通“四网融合”与“八线交会”：

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和城市轨

道交通，四张网深度融合；京唐城际、地铁 6 号

线、22 号线（平谷线）等轨道交通线路在副中

心站交会。

来到枢纽地下三层，面积约 37.9 万平方

米 的 主 站 房 已 开 始 装 修 ，站 台 规 模 8 台 14
线。北京京投交通枢纽投资有限公司安全质

量部经理沈璟璟透露：“车站开通初期，将接

入地铁 6 号线、平谷线和京唐城际铁路 3 条轨

道交通线路。”

“地铁平谷线，在河北廊坊三河市境内设

置了 5 个车站。”高国庆介绍，目前，从北三县

来京通勤的人数，每天约 20 万人。建成投运

后，从平谷站到北京城区的东大桥站，最快只

需 55 分钟。“在北京工作的燕郊居民，日常通

勤难题将得到缓解。”高国庆说。

交 通 是 经 济 发 展 的“ 大 动 脉 ”和“ 先 行

官”。“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对于

副中心承接北京中心城区非首都功能、连接

雄安新区、促进周边地区一体化发展和整体

对外开放，都具有长远积极意义。”北京城市

副中心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胡九龙说，

“我们将继续精心组织工程建设、着力创新运

营管理方式、加快站城一体开发，使枢纽早日

投用并高水平运行。”

图①：建设中的“京帆”。

白继开摄（人民视觉）

图②：北京城市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

站城一体化示意图。

北京京投交通枢纽投资有限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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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站主体结构建设已完成九成多，建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地下综合交通枢纽

助力建设京津冀地区“1小时交通圈”
本报记者 王昊男

核心阅读

历经 4 年多，北京城市
副中心站综合交通枢纽工程
主体结构建设已完成九成
多。施工团队打造“智慧建
造平台”，采用“盖挖逆作”
法，提高了建设的效率和质
量。建设伊始，副中心站就
秉承站城融合理念，打造城
市发展的重要枢纽和集约复
合的城市活力中心。建成
后，将助力推动实现京津冀
地区“1小时交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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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备上取 1 毫升润滑油放进油液光谱

仪 ，1 分 钟 后 就 能 得 到 该 设 备 的“ 体 检 报

告”……几年前，这种技术还停留在实验室，如

今已经走进了市场，在铁路、航天等领域应用。

在 广 东 省 科 学 院 佛 山 产 业 技 术 研 究 院

（以下简称“佛山产研院”），展台上的油液光

谱仪引人关注。

“油液光谱仪属于精密仪器，用于大型装

备故障预警与诊断，此前依赖进口。现在，我

们已经实现了国产替代，价格只有国外同等

仪器的一半。”广东中科谛听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中国广州分析测试中心分析测试仪器

研究室主任张冠文说。2020 年开始，张冠文

与佛山产研院合作，携手推动油液光谱仪的

市场化。

“2020 年，我们去企业调研看到样机，觉

得这项技术能转化落地，有市场潜力。”佛山

产研院院长殷红军找到张冠文，商量如何让

这项技术从“书架”走上“货架”，产生市场效

益，两人一拍即合。

此 前 张 冠 文 也 尝 试 过 转 化 ，但 并 不 顺

利。“研究人员懂技术，但不擅长工程化开发、

生产工艺设计、产品可靠性验证、生产环境测

试等，做出来的产品很难满足市场需求，即使

产品推向市场，团队管理、企业运营也很难跟

上。”张冠文说。

张冠文的顾虑在佛山产研院的帮助下逐

一解决。产品不符合市场需求，佛山产研院

就依托精密仪器中试验证平台，将处在试制

阶段的新产品转化到生产过程，帮助创业团

队打通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不懂做企业，佛山产研院就派出技术经

纪人团队，为企业提供“伴随式”孵化服务，推

动团队落地佛山高新区禅城园，实现批量化

生产，并获得佛山高新区高技术产业化创业

团队立项。

如今中科谛听生产的油液光谱仪已是第

六代产品，张冠文凭此获得全国机械工业设

计创新大赛决赛铜奖，企业实现快速发展。

张冠文的圆梦并非个例。作为广东省科

学院在省内设立的首个地方产业技术研究院，

佛山产研院自 2018 年成立以来，初步建立起

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由技术经理人

运营，利益共享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让一批

市场效益好、科技含量高的产业项目在佛山落

地集聚，目前已累计孵化 111家科技企业。

“科研成果落地难、转化率低，一直是困

扰业界的难题。佛山产研院依托丰富的产业

集群优势，打通科研端到市场端，取得了明显

成效，是一次有益探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丁明磊说。

近年来，广东在平台建设、机制创新、人

才培养等方面下功夫，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2023 年，广东全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金额超

4400 亿元，约占全国 1/10，科技成果转化活跃

度不断提升。广东省科技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梁勤儒说，广东将进一步以科技创新推进

产业创新，推动科技产业互促双强，加快培育

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

业科技创新中心。

广东佛山建立专业机构，打通科研端到市场端

让产业技术从实验室更快走向市场
本报记者 王云娜 姜晓丹

本报上海 8 月 20 日电 （记者沈文敏）上海海关最新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 7 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超 9
万亿元，外贸规模再创新高。汽车、船舶、高新技术产品

等高端制造出口亮眼，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主要贸

易伙伴往来日益密切，民营企业对外贸易主体地位更加

稳固。

长三角区域高端制造业国际竞争新优势加速提升。据

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 7 个月，长三角区域外贸进出口总值

达 9.1 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5.8%，占全国进

出口总值的 36.7%。汽车出口 1806.3 亿元，同比增长 2.7%，

占全国的 39%；船舶出口 1114.1 亿元，同比增长 79%，占全

国的 64.1%；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4%，

占全国的 34.8%。

今年前 7 个月，长三角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

出口 4.06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对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

1.21 万亿元，同比增长 8.3%，分别占全国的 34.7%和 34.2%。

今年前 7 个月，长三角区域民营企业进出口 4.89 万亿

元，同比增长 9%，占外贸总值的 53.7%，成为长三角外贸发

展的重要力量。

前7月长三角外贸创新高
高端制造业竞争力显著提升

本报成都 8 月 20 日电 （记者李

凯旋）近日，四川省首套高速公路入口

人工智能机械臂“发卡机器人”和出口

多方式自助缴费系统在巴广渝高速公

路协兴收费站“上岗”。这是四川省内

高速公路首次应用人工智能机械臂发

卡机器人。

据介绍，该系统创新打造人工智

能和机器人技术的应用场景，代替传

统人工发卡、收费，有效提高了收费站

通行效率，降低了一线收费人员劳动

强度，也推动收费站向智慧化、少人化

管理方向转变。

该系统通过配备激光传感器和视

频人工智能设备，智能感知车辆高度、

车窗位置、车辆停靠距离，并驱动机械

臂将通行卡准确地递到司乘人员面

前，实现取卡高度和距离的智能自适

应，解决了停车位置随机、取卡难、车

辆高度不一致等传统取卡方式难以处

理的多个难题。

数据显示，机器人“上岗”后，入口

车辆通行速度比人工发卡缩短 1—2
秒，通行效率提升近 10%。出口机器

人采用上下双托盘接住卡片，通过传

送带对高速公路复合通行卡进行传输

回收和读写，司机仅需将卡片投递至

托盘，即可快速实现收卡读卡。

据了解，人工智能发卡机器人采

用先进的图像识别和人工智能识别设

备，对车牌和车型可进行二次核验，能

够更加准确地识别车牌和车型，避免

错误收费和漏收，融合超载超限治理

等多种功能，方便特殊情况处理。系

统还同步整合 ETC 功能，支持 ETC 车

辆不停车通过。

同时，应对特殊情况方面，人工智能发卡机器人同样

展现出优势。司机可通过设备上的“帮助”按钮与后台服

务工作人员进行双向视频通话，远程解决各类问题，有效

提高通行效率。

上图：人工智能机械臂发卡机器人正在向司机发卡。

蜀道高速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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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贸港首票国际中转集拼业务落地
本报海口 8 月 20 日电 （记者曹文轩）19 日，在海口

海关所属洋浦海关的监管下，一票来自泰国的国际中转

日消品与海南本地的出口货物在洋浦港口岸国际中转集

拼作业场地完成拆箱、分拣和拼箱作业，顺利通关放行。

这是海南自贸港开展的首票国际中转集拼业务，该业务

的落地实施标志着洋浦港口岸实现了国际中转集拼货全

流程贯通。

国际中转集拼业务，是指经国际航线运输的境外货物

在中转港拆箱、分拣后，根据不同目的港或不同客户，与本

地货源一起拼装箱后再运输出境的一种港口物流业务，是

衡量一个港口国际化程度和航运中心建设水平的重要指

标。近年来，随着海南自贸港各项政策的逐步落地，港口作

业流程不断优化，通关效率也得到持续提升，为国际中转集

拼业务在海南落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以前我们的国际中转集拼货物主要安排在香港进行

集拼，洋浦港口岸国际中转集拼业务的开通，让我们今后有

了更多的物流选择，不仅大幅提高了物流效率，还降低了运

输成本。”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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