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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驼铃，穿越千年丝路；祁连映雪，
光耀丹霞大地。在美丽而富有文化内涵的
河西走廊，国网甘肃电力人以争创鲁班奖
为目标，始终秉持“工匠精神”，精心策划、
精细管理、精雕细琢，铸就了甘肃电网建
设史上的亮丽篇章。

强化管理 为标准施工保驾护航
9月10日，位于甘肃古丝绸之路上的

商贾重镇张掖秋阳高照，天空湛蓝，总建
筑面积 1595 平方米的张掖 750 千伏变电
站在茫茫戈壁上巍然屹立，蔚为壮观。

作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 750 千伏
变电站——张掖 750 千伏变电站工程是
甘肃省政府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签署的

《加快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的重要项目之一，也是河西走廊750
千伏第三回线加强工程的重要枢纽。该工
程汇集河西地区风电与光电资源，为减少
大气污染、提高该省清洁能源外送能力提

供了重要支撑，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该省
现有新能源外送能力不足的问题，也为甘
肃省利用新疆天中直流、吉泉直流以及青
海至河南直流通道输送新能源创造了良
好条件。

2018年10月19日，工程开工建设。怀
着对鲁班奖的向往，国网甘肃电力全体参
建人员迎着茫茫戈壁滩呼啸的寒风和肆
虐的黄沙，专注一砖一瓦、一凿一砌、一毫
一厘，在张掖 750 千伏变电站建设中，日
夜奋战，精心施工。2019年12月19日，该
工程建成投产。

“我们是以0.8倍国家标准进行施工
和质量验收，控制和提升工程实体质量
的。”据该工程项目经理周睿介绍。在工程
建设期间，该公司结合工程内容，确立了
60 项土建标准工艺应用，使标准工艺
100%实施；工程防火墙均采用框架清水
砖墙，一次浇筑成型，一次成优，是甘肃省

内工程首次采用框架清水砖墙工艺。
样板有样，标杆有标。国网甘肃电力

以争创鲁班奖为目标，采用BIM设计，实
现工程全寿命周期精准管理，并采用二维
码智能标签生成及解析技术，实现“即扫
即看”，为施工、调试及运维管理提供了便
利，在创优中实现质量一次验收合格率
100%。

该工程实现了多个国内首次和国内
领先：首次开展风光电集群关键技术应用
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首次研
究构架避雷针涡激共振，获得国家发明专
利；首次采用压力注浆关键技术，获得省
科技进步三等奖。工程采用低碳节能技术
6项，应用建筑业十项新技术9大项21子
项，应用电力五新技术22项，自主创新技
术11项。工程获2021年度中国电力规划
设计协会优秀设计一等奖、中国电力优质
工程奖和 2021 年度国家级优质工程，为
获得鲁班奖奠定了坚实基础。

秉承工匠精神 铸就精品工程
已经 33 岁的周睿，参加工作 14 年来

首次全面负责如此重要的工程。他说：“鲁
班奖的评定非常注重工程施工工艺的创
新。我们以施工工器具的改造为手段，以
施工工艺创新改进为目的，从细节着手，
力求创新优化，打造精品工程。”

该项目部树立强烈的精品意识，牢牢
把握“目标管理、精品策划、过程管控、阶

段考核、持续改进、一次成优”的总体原
则，以争创鲁班奖为目标，制定高质量目
标、高质量意识、高质量标准，以最严格的
质量管理、控制、检验贯穿工程全过程。调
遣精兵强将、核心骨干组建工作小组，对
工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人力、物
力、财力、智力等方面采取有效对策解决。

功夫不负有心人。周睿在工作中琢磨
出了一系列自成体系的做法和小发明、小
创造。其中，电缆沟电缆支架安装预埋阴
螺母，基础支墩倒角、倒边工器具以及工
艺，六边砖铺设砖缝控制板，清水防火墙
勾缝器等的工艺和工器具创造均取得了
良好的施工效果，获得鲁班奖指导专家团
多次肯定。

该项目部坚持质量为先，加强隐蔽
工程验收管控，突出施工关键环节实测
实量，确保施工质量始终处于受控状
态。20个土建单位工程，10个电气单位
工程，合格率均为 100%；581 卷档案填
写规范、归档齐全，应用矢量平台、实
现数字化管理，被评为高质量等级优良
工程。变电站设计实现工业和文化完美
结合，挡土墙面点缀甘肃人文历史硅石
浮雕，突出河西走廊地域特色。全站建
筑物充满汉唐风格，古朴醇厚、大气谦
和，展示了丝绸之路独特的文化魅力和
精神风貌，将现代艺术与工业建筑完美
融合。

匠心筑梦 绿色与经济“双丰收”
秉承节能降耗、绿色建造理念。该项

目部全程开展“四节一环保”活动，优化平
面布置，选用HGIS设备、330千伏出线双
层布置，合并继电器小室，共节约占地82
亩。采用太阳能灯具，年降耗 6.3 万千瓦
时；采用降噪措施，降低噪声 10 分贝，环
保指标优于国家标准；循环利用水资源，
节约用水 1460 立方米；应用污水处理装
置，实现污水零排放。该工程投运后，电场
强度、磁场强度、噪声等环保指标优于国
家标准，获得“2019年度甘肃省建筑工程
绿色施工工地推广竞赛”优良工程，通过
了中电建协绿色施工专项评价。

在建设过程中，“工匠精神”得到充分
弘扬。在翟宗亮劳模创新工作室的带动
下，施工现场形成人人创新的良好氛围，
工艺创新和改进成为了站内新时尚。

该项目质量员梁旭东在 750 千伏管
母线焊接中创新加工了一台便于大口径、
大跨度的管母焊接支撑装置，以及便携式
大功率管母焊接可调支撑装置，成功解决
了管母线焊接平台因中心位置和高度调
节难度大造成管母线容易弯曲变形的难
题，并减少了管母线焊接人员的投入，从
而降低了工程成本。现场施工负责人王振

杰发现电缆沟“十”字和“丁”字口没有进
行特殊支架形式设计，便积极联系设计人
员，并与技术人员实地对照，确定使用电
缆四通和三通支架，解决了电缆转弯塌腰
的问题。在管母安装过程中，首次在国内
采用万向球牛眼轴承辅助管母焊接工艺，
安装管母 4360 米。一系列的创新工艺取
得了良好的施工效果，获得了鲁班奖指导
专家团队的多次肯定。

张掖750千伏变电站投运至今，保护
装置投入率、动作正确率、遥信、遥测、遥
控智能化率均达到 100%，母线电量不平
衡率等主要技术经济指标优良。

不久前，750千伏张掖变电站安全运
行 600 多天，累计输送电量近 70 亿千瓦
时，年减少碳排放达 200 多万吨，大幅提
升了“河西走廊”绿色能源的输送能力，为
确保实现“双碳”目标贡献了绿色陇原力
量，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锤炼铸精品 争创鲁班奖
—— 甘 肃 张 掖 750 千 伏 变 电 站 争 创 鲁 班 奖 纪 实

□王震 李海燕 张煜红

近日，中建三局中标了位
于深圳的华富村改造项目 II
标段施工总承包工程。中标合
同额23.21亿。

该项目位于深圳中心公
园东侧、笋岗西路和华富路交
汇 处 西 南 侧 ，包 含 一 栋 高
358.1米、65层的超级塔楼。项
目建成后将把深圳“棚改第一
村”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未
来家园城市新标杆”，成为国
内顶级、国际一流的新型宜居
住宅区。

（图为该项目效果图）
文/郭建青

随着一场寒潮带着大雪纷扬而至，
在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欣皓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精细化工项目的全部施工建
设与验收工作也已完成。该项目由山东
寿光建设集团三公司第一项目部承建，
项目总建筑面积2.56万平方米。于今年3
月8日开工，10月9日竣工，工期总历时
210天，创下了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左
旗高新区有史以来的基建最快速度，获
得了当地政府及建设单位的一致好评。

“要紧紧抓住当前有效施工期，在确
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加快项目建设进
度。”山东寿光建设集团项目部应内蒙古
自治区重点项目建设要求，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加班加点，科学调度，创下从
开工到满足设备安装要求只用了100天，
从开工到竣工投产只用了210天的项目
建设加速度。

“为保证项目建设按要求完工，我们
调集了包括甘肃、宁夏、四川以及黑、吉、
辽等多省份的山东寿光施工队伍，全程
无休，白天黑夜不停地干。”项目经理刘
德胜说，“干事创业凭的就是砥砺前行，
艰苦奋斗！”

为何是210天？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
盟地区，风大沙多，冬季来得早，能施工
建设的时间只有3-10月这个时间段。

这里“从春刮到冬，四季不停风”，项

目部的管理人员介绍说，“不到这里，就
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沙尘暴，大风卷着
沙尘铺天盖地袭来，眼睛都睁不开。”

该项目从招标开始，建设单位就提
出了210天建设工期的要求，项目部在仔
细深入研究施工可行性等多项因素后，
提交了投标方案。

建设单位也在充分考察了项目部此
前在吉林、辽宁的建设项目后，最后选择
了山东寿光建设集团三公司第一项目
部。而且，后续项目部的极快建设进度，
仍旧超过了建设单位原本的设定和想
象，令建设单位等给出一致肯定。

风沙大，项目部在施工地基部分时，
无论多晚都必须当日及时完工，否则第
二天地基垫层就会被风沙掩盖埋没；在
主体结构施工部分，现场风大导致塔吊
施工危险程度高，因此项目部调集多台
吊车替代塔吊，以完成钢结构搭建工作。

在恶劣的气候环境下，山东寿光建
设集团三公司第一项目部不畏艰难，迎
难而上，满怀一腔热血，坚韧不拔，迎难
而上，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内蒙古自治区，
高效且高质量地完成了该项工程的施工
建设，创造了阿拉善盟地区基建最快速
度，为山东寿光赢得了信誉和口碑，也赢
得了当地政府及建设单位的好评与赞
誉。 （李疆 孙丽雪）

山东寿光建设集团在内蒙古创基建高速度

近日，随着宝钢股份炼铁厂一高炉中
修、钢管条钢事业部无缝钢管厂大定修的
陆续开始，标志着中冶宝钢承接的宝钢股
份 2021 年四季度系列定、年修工作的全
面启动，正式进入全年施工高峰期。

此次宝钢股份四季度系列定、年修涉
及到宝钢炼铁厂、炼钢厂、冷轧厂、热轧
厂、钢管条钢事业部、硅钢部等十大厂部，
中冶宝钢共承接项目 1469 项，其中高危
项目124 项，质量层级B 级以上59项，期

间穿插冷轧厂 C212、硅钢部 Q318、H050
等机组大定修，最高峰预计投入 2000 余
人。根据各厂部定年修时间段及特点，总
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时间长、任务重、战
线长、人员平衡组织难度大，困难与挑战
并存成为此次四季度系列定年修的主旋
律。这也是中冶宝钢全产业链运营以来最
大的一次系列定年修，产线停机密集、平
衡难度较大、检修负荷集中、创历年检修
负荷之最。

在此次系列定年修攻坚战中，钢管事
业部圆方坯电炉年修将是最难啃的“骨
头”，其年修有“三多”，即首次实施项目
多、主控重点项目多、技改维工项目多。年
修计划于10月25日开始实施，中冶宝钢
对承接的项目进行了细致且有针对性的
策划，并结合停机时间进行项目分配，其
中连铸大包回转台平面轴承更换，是宝钢
建设 25 年来的第一次更换，也是中冶宝
钢首次承接此类项目，各级高度重视。落
实好施工人员，提前进行方案学习交底，
现场实地考察并与点检沟通，各项准备工
作进行再细化、再部署、再落实。

结合本次系列定年修项目多、持续时
间长、区域大、人员平衡组织难度大、劳动
强度高以及安全管控压力大等特点，前
期，中冶宝钢基层多次召开定年修平衡
会，部署具体工作。要求所需物资、特殊机
具提前落实，做好自查自纠，做到上场工
器具合格率100%；使用的工具、量具整齐
摆放在工具布上，并及时清理油污垃圾，
确保工完场清；对主控项目、高危项目、质
量关键控制点项目，利用远程监控系统，
对每个摄像头监控到位，角度位置摆放准
确；成立安全、质量、施工、标化专项联合
巡检小组进行地毯式检查，确保现场整体
受控。中冶宝钢按照区域特点及宝钢厂区
管控要求，认真梳理每一个检修项目、关
注检修中的每一个细节，将项目分配、人

员安排、工器具准备、技术质量要求乃至
后勤服务等相关工作一一落实到位，通过
网格化、扁平化的管理确保现场整体受
控。

随着各区域施工班组现场列队交底
完成后，定、年修号角正式吹响。针对检修
场地的布置如旗杆摆放、吊车红白旗的拉
设、备品备件以及工器具的摆放，进行逐
一检查确认，以充分展现年修现场这道靓
丽的“风景”。

钢管条钢事业部无缝大定修自10月
20日开始至10月27日结束，工期8天，投
入 550 余人，目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其中，环形炉炉底台车改善项目，是首次
承接作为大定修的主控项目。各级管理者
各司其职、深入施工现场，施工过程中24
小时紧跟现场，与一线员工共进退，对现
场进行不间断巡检，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开展管控工作；施工班组关键工序
互相提醒、重难点群策群力，保证施工工
序衔接有序。

中冶宝钢全体员工将充分发挥“一天
也不耽误、一天也不懈怠”的中冶精神，撸
起袖子加油干，以最饱满的精神状态全身
心地投入到此次系列定年修工作中去，以
期高效完成此次宝钢股份全工艺链冶金
运营任务，用心擦亮中冶宝钢冶金运营服
务专业招牌。

（宋会青 龚晓娣）

中冶宝钢全面打响宝钢股份四季度系列定、年修攻坚战

近日，在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举
办的全国首届工程建造微创新技术大赛
上，贵州建工集团一公司申报的“现浇饰
面清水混凝土施工技术”以及“行走式吊
车安装多层空间钢结构施工技术”项目
分别喜获二等成果、优胜成果荣誉。

据介绍，是现浇饰面清水混凝土施
工技术按照不同的清水混凝土饰面特点
进行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和采用的一种新
型模板体系，通过对模板安装、混凝土浇
筑等工序采取一系列措施，严格控制浇
筑成型后的混凝土表面平整度、色差和
施工缝的质量，从而达到设计要求的饰
面效果，填补了一公司在清水混凝土方
面的施工技术应用空白，推进和拓展了
一公司绿色施工技术体系。通过在一公
司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花溪新校区一
组团建设项目图书馆工程进行的应用，

利用混凝土本身的自然质
感，施工形成有规律排列的
对拉螺栓孔眼、假眼、明缝、
蝉缝作为饰面效果，使得其
墙体表面平整、清洁、色泽
一致，外观朴实无华、自然
沉稳。与原混凝土采用石材
相比，综合差额约 120 元/
平方米，节省费用共计 94
万元，为加快图书馆的建设
起到了助推和支撑作用。

行走式吊车安装多层
空间钢结构施工技术将组

成大型空间结构的各个结构部件划分为
若干个小型的墙架单元、组合层梁部件，
通过工厂加工，现场将加工好的单元构
件的 H 型钢、T 型钢层间连系梁加工成
若干单元，再通过“栓焊式”现场拼装一
次成型，吊车按照由远及近的策略进行
铺装，在一次行进过程中完成全部组合
层梁的铺装，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据
悉，一公司承建的贵州大学花溪校园扩
建工程3号楼办公楼采用正交正放装配
整体式空间钢网格多层大跨度盒式结
构，其主体结构的全部楼、屋盖为装配整
体式钢空腹夹层板结构，墙架为装配整
体式钢网格墙架，该结构体系的提出、使
用、施工在全省尚属首次。一公司通过采
用以层为单位、以单元组装墙架和楼盖
的形式，顺利完成了该工程的建设，达到
预制装配的工业化要求。 （肖闻）

贵州建工集团一公司
在工程建造微创新技术大赛中获多项荣誉

玻璃棱台轻盈显，楚风夔纹韵悠长。
近日，由中建三局总承包公司承建的湖北
省博物馆三期项目开馆在即。它外形似鼎
如石承载不朽的典藏，它周身雕满纹印镌
刻文明的印记，它余音绕梁回荡古今相和
的传奇，它藏于林旁、融于湖畔、衬于老
馆，使整个省博新旧相融、文脉相承，成为
江城极具文化底蕴的新地标，用恢宏大气
的建筑艺术让文化自信醇香迸发。

匠心筑鼎 新馆老馆珠联璧合

湖北省博物馆三期扩建工程包括新
建文物展览大楼、文物保护中心、文物研
究中心、游客接待中心、控制中心和设备
楼等，总建筑面积6.48万平方米，建成后
将与湖北省博物馆一期、二期形成整体的
博物馆建筑群。

新馆主体建筑文物展览大楼为“鼎”
字造型。从南侧高处远眺新馆与老馆，其
间暗藏玄机，整体造型如同“楚屈子赤角
簠（fǔ）”。新馆和老馆屋檐的三个檐口，
像簠一样严丝合缝地叠在一起，似三个大
屋檐“扣”在新馆鼎字形屋顶上。

“鼎”由多层上大下小的棱台堆叠而
成，造型独特、结构复杂。其中向外倾斜的
混凝土外墙，与地面形成72度夹角，倾角
大，墙壁薄。四面倾斜的外墙中最长长度
达65.8米，最大单面墙高10.3米，常规的
楼板模板安装方式让混凝土无法浇筑成
型，异形结构混凝土密实度也难以保证。
经过多次方案推演和试验，项目团队采用
满堂架+倾斜双面支模的方式，形成封闭
模板空间，并使用自密实混凝土，将结构
一次性浇筑成型，一个长达145米的巨鼎

“崭露头角”。
文物展览大楼面朝东湖，风景秀美。

项目团队大胆创新，在博物馆外围护结构
中罕见采用了全玻璃幕墙，将湖光山色揽
入馆中，使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最大连

续单片玻璃肋高达14.8米，远远望去，蓝
色玻璃幕墙融入天际，在体现“藏”与“隐”
意境的同时，增加了建筑的现代气息。

“为保证施工的安全和新馆品质，项
目团队严控每个环节，提前对龙骨等受力
部件进行检测，由专业质检员对每片玻璃
龙骨和面板进行连接形式、垂直度、固定
件、拼接接缝检查，以保证质量可追溯，”
项目总工程师饶亮介绍。

现代技艺 精雕细琢华丽纹饰

在文物展览大楼外立面及各展厅的
门头、旋转楼梯、屋顶等处，都能看到精美
又神秘的纹饰，其来源于青铜器上的古老
装饰——饕餮纹。这些纹路是新馆的点睛
之笔，既体现楚文化神韵，又延续博物馆
的历史特质。

电脑上，饶亮为我们打开了外立面饕
餮纹浮雕石材的编号图，密密麻麻的颗粒
犹如精美的古代刺绣，放大这些点状物，
原来是石材的编号，石材进场后，还会来
一场“海选”，把色差大、有破损的剔除。浮
雕拼装进行“三维定位”，设置三道辅助
线，即水平线、垂直线、斜向竖线，背栓是
挂石材的“触手”，项目对每一颗锚栓都进
行抗拉拔试验，试验合格后才开始龙骨安
装。最终，9300平方米的浮雕平整美观，如
石砌史书跃然墙上。

新馆共设置了5处旋转楼梯，游客拾
级而上，步移景异，大大提升了展馆的参
观体验。旋转楼梯外侧也布满了饕餮纹，
犹如蟠龙随楼梯盘旋而上，极具美感。但

“蟠龙梯”工艺非常考究，据该项目质量总
监李军介绍，楼梯旋转楼梯弧度逐渐变
化，导致雕有纹饰的板材场外加工及后期
与钢结构楼梯连接施工难度大。

为了一次成优，施工前，该项目运用
BIM技术把安装拼接步骤完整呈现出来，
指导施工。GRC板材材质的饕餮纹弧形

外墙，根据弧度和纹饰不同，每块皆需单
独开设模具制作，并进行定位编号后运到
现场拼装。在板材拼装过程中，提前进行
深化设计，精准预埋构件，确保板材与楼
梯始终保持“同心圆”，图案拼接无错层，
纹路效果蜿蜒向上，与建筑造型完美融为
一体。

馆内还有诸多楚文化元素都经过了
精心考量。展厅门框由红黑色搭配的饕餮
纹造型组成，其灵感来源于楚国漆器。红
色部分由GRG板在工厂雕刻成型后喷漆
上色，项目先后选取了 20 余种颜色进行
对比，最终选择“楚红”着色。进入大门，感
觉仿佛穿越千年，梦回楚国。

精工智造 建筑礼赞人文殿堂

“为了营造人与文物、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氛围，项目团队在每个细节的设计
建造上都下足了功夫。”饶亮介绍，按照常
规框架设计应由 6 根结构柱用于支撑空
间，为了让参观者的视野更加开阔，设计
人员将柱体数量做“减法”。在单层最大投

影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宽大空间，以及面
积近1000平方米、高度超过20米的中庭
空间中，仅设置了2根20.4米跨越二三四
层的树状“仿生柱”。

“其灵感来源于馆外的棵棵参天大
树。笔直树干上端分为 6 个斜向枝干，枝
干的顶端与梁的交汇点相连，可支撑起屋
顶结构。”饶亮介绍，两根仿生柱上方共计
有12个分叉，衍生出12个节点。每个节点
处均有一个六向钢套筒，将交汇于套筒处
的梁牢牢地抓在枝干顶端。这些“骨架”与
浇入其中的高性能混凝土，共同赋予仿生
柱以力量。视线顺着“树干”望向顶棚，阳
光透过三角形透光玻璃撒在游客身上，自
然的味道走进场馆滋润心灵。

新馆一层大厅正中央设计有直径达
22.4米的白色圆形“星空顶”，上千根白色
光纤维组成的点状LED显示屏组成楚凤
纹样和二十八星宿图。柱状纤维如水晶般
梦幻，又如烟花般夺目，给整个空间增加
空灵神秘感。馆内设置了单独的编钟演奏
厅，舞台区大约有 6 层楼的高度，跨越五
个楼层，最大高差达 25.25 米。地下空间

“暗藏玄机”，这也是国内博物馆类建筑中
首个运用机械式升降舞台的工程。

东湖之畔，方台与穹顶交相辉映，国
宝文物在新家中风采卓然，悠扬钟声在楼
宇殿阁间美妙回荡，荆楚大地的历史与英
雄之城的故事在这里娓娓道来，焕发出新
时代的色彩与底蕴。

匠 心 楚 韵 冠 江 城
——中建三局湖北省博物馆三期扩建项目建设侧记

□王腾 叶青 简光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