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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资讯

■特约通讯员 易雅文 李金明

“放入 15 升冰块，加满水，启动微型
水泵进行搅拌，5 分钟后开始测温。”8 月 6
日，在中国能建葛洲坝勘测设计公司工程
材料研究所 （以下简称 “工程材料研究
所”） 工作室内，2 名员工正为该公司自主
研发的混凝土智能温控系统红外测温仪
做对比试验。

自 2016 年工程材料研究所成立以
来，该团队在水工高性能材料、智能化检
测技术、混凝土防裂技术领域不断创新和
突破，研发的大体积混凝土智能温控系统
已相继应用在锦屏一级水电站、大岗山水
电站等项目，为国家重大工程混凝土结构
的服役性能提升提供了技术保障。

解决新旧混凝土结合难题

“2005 年，丹江口水库坝顶加高工程
开工。 然而，大坝已经建成多年，新旧混凝
土在体积变形性能、黏结性能、力学性能
等方面存在差异， 如何处理其结合面成
为困扰项目部的难题。 ”据工程材料研究
所负责人谭恺炎介绍，在当时，新旧混凝
土结合是世界级难题，没有先例可借鉴。

研究所不惧挑战，承担起技术攻坚的
重任。 团队成员首先从改良混凝土结合面
密合剂入手，进行了上万次试验，发现提
升新旧混凝土结合效果的关键是延缓密
合剂化学反应时间。

明确研究方向后，研究所通过在密合
剂中加入体积膨胀组分和保水组分，减小
混凝土硬化过程中的体积收缩和失水干
缩。 通过加入超缓凝组分，使新混凝土先
于密合剂凝结。 自此，一种黏结高效且应
变性强的新旧混凝土结合界面密合剂研
制成功。

为了让密合剂发挥出最好的黏结效
果，团队成员还改进了界面区新混凝土材
料，研发出超缓凝、体积变形小、强度增长
迅速的密合层———界面混凝土。

新旧混凝土结合界面密合剂填补了
新旧混凝土黏结密合技术和材料领域的

空白，对提升水电工程混凝土浇筑质量具
有重要价值。 2014 年，该成果获评教育部
技术发明一等奖。

在新旧混凝土结合面施工技术方面，
研究所同样业绩突出，掌握了“独门秘诀”。

“通过使用新型密合剂，能实现新旧
混凝土的平面黏结。 但考虑到丹江口水库
大坝斜面加高情况， 我们需要一种能够使
新旧混凝土在斜面贴坡结合面上有效黏结
的方式。 ”研究所迅速展开技术攻关。

研究所成员认为， 由于施工期间枢纽
仍正常运行， 应当采用震动影响较小的施
工方法，在坝体斜面切割出大规模三角形键
槽，使新旧混凝土像锯齿一样紧密结合。

通过查阅大量文献和借鉴国内外同类
项目技术经验， 研究所决定引进金刚石无
震动切割技术， 不仅能够在不损伤坝体的
前提下切割出键槽， 更是将施工效率提高
约 6倍，减少了 3/4的工期。

新旧混凝土结合界面密合剂和金刚石
无震动切割技术在丹江口水库坝顶加高工
程中实现了首次应用， 对保证施工进度和
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工程竣工后，库容
扩大 115亿立方米， 成为南水北调中线的
重要水源保障。

开创混凝土温控智能化先河

2009 年，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在锦屏
一级水电站开展“大体积混凝土冷却通水
智能控制系统研究与应用”课题，解决水
电行业的“老大难”问题———大体积混凝
土开裂。

作为世界上最高的双曲拱坝， 锦屏
一级水电站进行了 4.5 米升层混凝土浇
筑，与常规的 3 米混凝土升层相比，温控
难度更大。 凭借较高的混凝土材料与结
构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工程经验优势，工
程材料研究所承接了课题， 开展了为期
3 年的系统试制、现场试验和设备调试。

“布置智能温控系统时，服务器选址
难住了大家。 ”研究所成员陈志远说，“我
们跑遍了锦屏水电站的每个角落，规划线
路布局， 不仅要确保局域网信号清晰，也

要保证员工使用服务器时能看清混凝土
内部温度变化情况。 ”

通过严密的现场考察，研究所成员在
坝后的一处转梯上找到了信号最强的点
位，成功搭建起服务器与施工现场之间的
网桥。

2012 年，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智能温控
系统在锦屏水电站大规模投入应用。

“数千只埋入大坝的检测仪器就像体
温计，当混凝土温度高于预设值并有‘发
烧’趋势时，智能温控系统将打开冷却水
管的阀门通水降温， 让 60 万方混凝土的
温度始终处于‘舒适’状态，避免出现裂
缝。 ”陈志远说。

据了解，智能温控系统完全实现了拱
坝混凝土施工温度控制作业的自动化和
智能化， 避免了人工测温的质量安全风
险，改善了温控作业人员工作环境，大幅
度降低了劳动强度，成为高混凝土坝结构
安全关键技术之一。

研究所成员并不满足于此。 近年来，
物联网技术发展迅速，能不能把智能温控
系统与物联网结合呢？ 他们开始琢磨。

“作为科技工作者，试验室是我们开
发新技术的起点。 ”研究所成员通过引入
低功耗远距离无线通信技术，加强试验室
温湿度监控云平台建设，使单个网关覆盖
范围的半径超过 800 米，极大地简化了网
络布设。

试验室成果需要通过实践来验证。
2017 年， 在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船闸施
工现场， 研究所将低功耗远距离无线通
信技术应用在混凝土智能温控系统中，把
现场数百根数据线换成 4G 网络路由器，
不仅实现了从“有线”到“无线”的进步，而
且提高了数据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2014 年，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智能温控
系统先后获得中国能建技术发明奖二等
奖、葛洲坝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2016 年，
该系统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技术越来越先进，施工质量也越来
越高。 ”研究所成员参与和实施了 20 多个
科研项目， 对技术的发展有着同样的感
悟。 从丹江口水库大坝到锦屏一级水电
站、大藤峡水电站，变化的是技术革新，不
变的是水电建设者的创新精神。

新闻特写

让混凝土变“聪明”
———记中国能建葛洲坝勘测设计公司工程材料研究所

好风凭借力 扬帆上青云
———记中国能建湖南火电广东平远茅坪风电场项目经理杨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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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裁缝”
■特约通讯员 陈悦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焊接金属
管道就像是 ‘穿针引线’。 ”7 月 31
日， 在中国能建江苏电建一公司承
建的江苏张家港华兴电力二期扩建
热电联产项目（以下简称“张家港华
兴项目”）工地，焊工贾子龙和同事
们分享工作心得。 他说：“高质量焊
接作业，能够延长焊口的‘寿命’，延
长工程的‘生命’。 ”

“2015 年入职江苏电建一公司
后，我积累了丰富的现场施焊经验，
从焊缝外观检查、无损检测方法，到
焊接材料型号和性能， 都能了然于
胸。 只有这样，才能让焊把听我‘指
挥’。 ”贾子龙说。

在江苏电建一公司负责检修的
江苏张家港沙洲电厂二期 2 台 100
万千瓦燃煤机组施工现场， 焊工
班长陈伯平成为了贾子龙的师
父。 在陈伯平的耐心教导下，贾子
龙掌握了工程现场各种复杂焊接
手法，找到了高效的焊口质量“复
习”方式。

“焊口里面什么样，要看片子
才知道。 ”每次施焊结束后，贾子
龙总是反复查看无损检测底片 。
他说：“用不同操作方法完成的焊
口，外观上宽窄高低差不多，要通
过片子观察更多细节， 不让任何一
点问题从眼前滑过去。 ”

丰富的现场实践经历， 让贾子
龙的技艺水平突飞猛进。2018 年，他
获得“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
赛焊工组第七名。

2019 年， 在张家港华兴项目
现场， 贾子龙首次接触四大管道
的焊接 。 该项目管道为 P91 材
质，需要预热至 200-250 摄氏度才
能施焊。 虽然戴着 3 层劳保手套，
焊条烧到最后还是有烫伤风险。 即
便如此，他仍然保持着规范标准的
动作。

“只有克服对高温的畏惧，不断
积累经验， 才能知道如何更好地施
焊，消除烫伤风险。学手艺就不能怕
吃苦。 ”贾子龙说。

在工地施焊期间，贾子龙经常
记下现场各种困难位置，每天下班
后到练习间进行模拟演练。 他说：
“想要技术娴熟，最好的办法就是
多烧多练。 ”凭着一股认真劲，他顺
利完成 83 只大口焊接 ， 合格率
100%； 完成锅炉蒸汽管道焊口 73
只，合格率 99.8%。

工作之余， 贾子龙不忘 “传帮
带”。他鼓励青年焊工独立处理各类
焊接缺陷， 让他们感受焊口返修的
不易， 坚定施焊一次成优的决心和
信心。 “有了过硬的本领，才能顺利
地处理各种焊口。 经过贾子龙的点
拨，我的焊接水平进步得飞快。 ”青
年焊工王海龙说。

一路走来， 贾子龙相继参与了
张家港沙洲电厂、宁夏方家庄电厂、
江苏宿迁电厂和张家港华兴项目建
设， 从焊接新手成长为一名优秀的
高压焊工。 2020 年 7 月，他获评“全
国青年岗位能手”。

本报讯 8 月 10 日，中国能建安
徽电建二公司台山检修项目部 6 名
青年志愿者前往广东省赤溪镇铜鼓
村，开展“安全用电进乡村”主题活
动。 志愿者走家入户宣传安全用电，
对夏季用电情况进行安全排查，他
们还为村里困难家庭检查、 整理用
电线路，更换老旧线路和开关，消除
安全隐患。 （张钰林 杨慧）

本报讯 8月 10-20日， 中国能建
天津电建举办“清风徐来 廉洁花开”
主题书画展，展出作品 100 幅，包括书
法绘画作品 72幅，硬笔书法 28幅。

本次活动是天津电建第四届“廉
洁文化季”系列活动之一，得到了中
国能建书法美术协会和天津市多
位书法家的鼎力相助。 “廉洁文化
季”系列活动的组织和开展，为持
续提升员工廉洁自律意识、廉洁道
德标准和道德修养起到了有力的
推动作用。 （陈超）

本报讯 8 月 11-12 日， 由广东
省总工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以
及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主办， 广东省
工业工会委员会承办， 中国能建广
东火电协办的 2020 年广东省职业
技能大赛电力二次接线工职业技
能竞赛，在广东省阳江市阳西沙扒
二至五期海上风电项目部举行，共
45 名选手参赛。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
广东火电的 5 名选手夺得实操竞赛
前五名。 （王颖 吴苏珊）

本报讯 8 月 11-13 日， 中国能
建浙江火电承办的浙江省省部属企
事业焊工职业技能竞赛在该公司
萧山基地举行，来自浙江省各地省
部属企业的 11 支代表队选送的 33
名焊工参加了开幕式和比赛。 竞赛
旨在加快培养数量充足、 结构合理
的技术型、 复合技能型和知识技能
型人才队伍， 推进浙江省职工技能
素质工程。 （郁爱定 黄吉祥 叶子昕）

本报讯 8 月 6-7 日， 中国能
建广西水电集团在南宁举办 2020
年新闻宣传工作会暨新闻宣传培
训班，邀请资深媒体人授课，该公
司各部门、 所属各单位有关领导、
新闻宣传人员共 62 人参加。 培训
班旨在提高新闻宣传人员业务能
力和工作水平，进一步强化新闻宣
传工作对内凝心聚力，对外塑造品
牌的作用。 （韦超誉）

创新先锋

■特约通讯员 阳丽 姚传友

“对于项目经理来说，解决问题的能力
最重要， 工程建设就是不断解决问题的过
程。”8 月 5 日，在中国能建湖南火电承建的
广东粤电平远茅坪风电场， 项目经理杨建
华正向新员工们分享他的工作心得。

杨建华专注风电建设领域多年。 从
2013 年至今， 他相继参与 6 个风电项目、
158 台风电机组的建设， 负责的项目曾获
国家优质工程奖、 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
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电力建设 QC 成
果一等奖。 如今，他带领项目部不断优化
施工管理水平，向着“打造复绿示范风电
场”的目标迈进。

严谨施工 逐风起航

2013 年， 杨建华响应湖南火电转型发
展号召，从火电工程建设转向风电领域，担
任湖南雪峰山华能苏宝顶风电场 150 兆瓦
新建工程（以下简称“苏宝顶风电场”）项目
经理。 该项目是湖南省装机容量最大、海拔
最高的风电场， 也是国内一次性建成规模
最大的高山风电场。

山区风电项目具有地形复杂、 道路条
件差、施工难度大等问题。 面对诸多不利条
件，杨建华说：“工期越紧张，就越要严谨，
施工中每个细节都马虎不得。 ”

为保证施工进度， 杨建华带领项目部
倒排工期，编制管理方案，既包括项目部选

址、风机平台设计、设备运输路线等整体策
划，又涵盖运输、安全、环保等细节。

要确保管理方案具有可行性、便捷性，
就要摸清雪峰山场地资源情况。 “我和设
计单位的同事们一起肩背仪器 、 手握
GPS，穿行于崇山峻岭之中，拿到了第一手
资料，成为确定临建场址的重要依据。 ”杨
建华回忆道。

“第一次上山坐了 2 个小时的车，耳朵
里嗡嗡作响。 ”考察场地期间，杨建华注意
到当地道路条件极差。 为避免运输过程中
的安全风险， 他组织员工在山上建起混凝
土搅拌站。

通过落实杨建华的管理方案， 项目部
不仅节省了混凝土原料运输时间， 更是通
过严格管理工序， 有效避免作业面冲突或
闲置，大幅度提升了施工效率。 项目部每个
月能够完成 10 台风机基础浇筑，平均每台
风机基础浇筑节约了 3 天工期。

2015年 5月，杨建华带领项目部提前合
同工期 3个月完工，业主称赞连连。 2016年，
苏宝顶风电场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杨建华
获评国家优质工程奖突出贡献者。

此后，凭借苏宝顶项目的成功经验，湖
南火电相继承接了湘乡梅桥、资兴连坪、郴
州北湖等风电项目， 施工质量得到了广泛
认可。

策划先行 逆风攻坚

“华能连坪风电场是湖南火电承建最

大单机容量的山地风电机组， 那时缺乏相
关经验， 特别是 3.4 兆瓦风电机组安装难
度很大，为此，我们提前开展多项策划。 ”
杨建华说。

2019 年 7 月，杨建华在现场开展风机
叶片吊装操作培训，他说：“风电机组叶片
受风面大，3 个叶片必须都系上揽风绳，才
能在吊装过程中控制好方向。 ”

针对连坪山区风速年内变幅大、风电
场工程量大等特点，杨建华提前策划好技
术人员、风机设备进场顺序，项目部提前
引进 350 吨汽车吊及辅吊设备，尽快完成
设备平台卸车及一、二节塔筒吊装，有效
保障工程建设进度。

“没想到能在大风天气时，完成 105吨重
的风机叶片吊装。 ”说起 2019年9月 21日的
首台风机叶片吊装，杨建华印象深刻。

当天下午，当叶轮即将与发动机对接
时，突然刮起了大风，体积庞大的叶片不
停晃动，定位插销无法安装就位。

“做山地风电机组，应对风雨天气的
预案是少不了的。 ”杨建华与风机设备厂
家、项目业主方协商后，决定使用提前准
备好的地面揽风绳控制叶片晃动，号召工
地上的各参建单位员工一起加入到扯揽
风绳的队伍中。

“坚持住，绳子不能松！ ”“多派几个人
上去拧螺栓，加快对接！ ”经过 3 个小时的
共同努力，100 多个螺栓紧固到位，风机叶
轮稳稳地对接在发电机上。

“从苏宝顶风电场到连坪风电场，我处
理过各种施工、技术难题，总结出了一套完
整的风电项目管理方案。 凭借这些优势，我
将继续为风电项目建设和环境保护作出更
多贡献。 ”杨建华信心满满地说。

凝心聚力 伴风同行

“湖南火电能够在风电领域不断取得
新成绩，‘秘诀’就是一支乐观积极、敬业
奉献的风电建设团队。 ”谈起项目部同事
们，杨建华既心疼又自豪。

苏宝顶风电场位于雪峰山， 常年云雾
缭绕，当地人称“宝顶流云”。 临建墙壁上挂
着一层水珠，员工们的被子、衣服经常是湿
的。 “大家白天工作辛苦，要营造良好的休
息环境。 ”杨建华随即购买取暖器，供大家
烘烤衣物和枕被。

连坪风电场建设期间， 杨建华为了保证
员工能洗上热水澡，将生活区设在山下村庄。
“那时候，我们每天早上 7 点上山，晚上八九
点下山。 车子在山路上颠得厉害，但是，大家
一路说说笑笑，互相鼓励，并不觉得辛苦。 ”同
事们的乐观精神感染了杨建华， 他回忆道：
“做风电项目经常走山路锻炼，我的身体素质
明显变好了，这是我的‘意外收获’。 ”

“如今，湖南火电有 14 个在建风电项
目。 从业多年，能够为风电行业贡献智慧和
力量，见证风电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还能与
乐观踏实的同事们共同奋斗， 我深感荣
幸。 ”杨建华说。

一线项目经理

葛葛洲洲坝坝路路桥桥公公司司党党员员干干部部
下下沉沉社社区区参参加加义义务务劳劳动动

8 月 5 日 ， 中国
能 建 葛 洲 坝 路 桥 公
司 党 员 干 部 下 沉 社
区工作队成员 、应急
队成员 、综合管理中
心 望 洲 岗 社 区 党 员
集 体 到 该 社 区 参 加
义务劳动。

魏瑶/摄 吴晓云/文

工工程程材材料料研研究究所所成成员员正正在在讨讨论论无无线线电电动动阀阀门门的的使使用用方方式式和和结结构构。。 易易雅雅文文//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