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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海湾阻隔，串联青泥洼桥、梭鱼
湾两大城市功能核心区，助力大连实现

“一湾两岸”城市新格局梦想。3月17日，
中国中铁投资建设的东北首条跨海地铁
线路大连地铁5号线正式开通运营。

这 条 贯 穿 市 区 南 北 的 线 路 全 长
24.484 公里。自开工以来，中国中铁建设
者秉承“中国建造铁肩担当”的企业使命，
勇当开路先锋，在助力大连产业结构优化
先导区和经济社会发展先行区建设中，展
现中国中铁担当，提供了中国中铁方案、
中国中铁智慧。

打造两个管理“示范线”

大连地铁5号线是我国东北首个PPP
地铁项目，总投资超过 200 亿元，特许经
营期25年，其中建设期5.5年，运营期19.5
年。

中国中铁牵头参建单位与大连地铁
集团组建SPV公司（项目公司）——中铁
大连地铁五号线有限公司，委托中铁投资
管理，履行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四位一
体”职能。特殊的定位赋予特殊的动能，中
铁投资提出将大连地铁 5 号线打造成中
国中铁“PPP 项目管理示范线、SPV 公司
管理示范线”的目标。

项目公司坚持投资建设运营全生命
周期管理，从源头上理清各股东、参建
单位的建设、管理与经济关系，整合设
计、施工、装备、物贸、管理、资金等

优势资源，充分发挥中国中铁投资商、
建设商、总包商、运营商一体化优势。
坚持“统筹前期、引导设计、策划组
织、优化配置、动态管理、目标控制、
预警考核及资源集控”的建设思路，强
化管控，开创了项目建设良好局面。

聚焦效益提升、价值创造，项目公
司以大商务管理为抓手，坚持设计规划
方案、前期工程方案、施组方案“三个
方案一体化、三个方案循环优化”，打破
要素壁垒，实现整体效益。建立进度、
工期“三级预警管理机制”，刚性兑现节
点考核结果。投入3000余万元，建立安
全质量综合信息管理平台，涵盖风险管
控、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盾构监控、轨
行区调度监控、视频监控五大功能，实
现安全质量网格化监管，保持了安全质
量平稳可控。建立PPP项目分包指导价
（限价）管理数据库，实行成本管理预警
机制。优化融资组合模式，同步推进股
权融资、债务融资，屡创佳绩。股权融
资实现中国PPP基金出资18.27亿元的重
大突破，创造了中国中铁单个项目使用
中国PPP基金的资金之最。债务融资方
面，通过竞争性谈判，取得利率下浮、
中国中铁不提供担保等优惠条件下的融
资款，仅此一项节约融资成本10.5亿元。

以两个管理“示范线”为驱动，工程建
设安全平稳、一路快进，较合同工期提前
43天实现正式开通运营。

攻克穿海施工“世界性难题”

这是我国东北首条穿海地铁线路，大
连站至梭鱼湾南站区间海底隧道段全长
2882米，其中海域段全长2310米，是世界
首例海域岩溶地层大直径盾构隧道，被业
内专家认为是“世界性难题”。其施工具有
四大特点：“长”，在高强度硬岩地层中掘
进距离长，连续穿越 2882 米；“大”，环境
复杂，安全风险大，大盾构下穿航道、码头
等重要构筑物，沿线有风化槽、断裂带、软

硬不均地层，遍布灰岩、辉绿岩及钙质板
岩，岩石抗压强度最大达到 118 兆帕；

“高”，隧道埋深大、水压高，最大水头压力
0.5兆帕，相当于一个鸡蛋大小的面积承
受 3 个人站立的压力；“险”，隧道穿越
1538米岩溶强烈发育区，共有3个大溶洞
群、大小溶洞 1000 余个，最大洞高 29.8
米，溶洞探测、处理难上加险，盾构掘进要
像“排雷”一样小心翼翼。

面对困难，建设者化压力为动力，积
极组织攻关，先后召开了 15 次大型专家

咨询会，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勘察
设计大师等知名专家，共同会诊“超级穿
海”工程。

项目公司先后投入2.21亿元，开展大
直径盾构机制造、智慧车站建设、绿色建
筑及BIM技术应用等方面科研创新。在中
铁工业旗下中铁装备“量身定制”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直径12.26米的“海宏号”
盾构机，其使用搭载式超前高效钻注系统
及超前地质预报系统、双破碎机系统等多
种国际领先技术，成为功能齐全、“聪明”
的盾构机。

2021年1月10日，“超级穿海”工程顺
利贯通，比预定工期提前 240 余天，并以

“国际首例岩溶地层大盾构海底隧道、最
长距离硬岩地层大盾构海底隧道、国内最
大直径地铁海底隧道、海域周边环境极度
敏感复杂、世界功能最全大直径泥水平衡
盾构机”五个第一，成功摘取2021年度隧
道行业最高奖项“ITA隧道奖”。建设团队
取得了国际专利1项、国内专利62项、QC
成果20项、软件著作权10项，参与编制标
准15项，荣获国际国内奖共30项的佳绩。

立足项目弘扬“开路先锋”文化

党建创新，引领项目高质量发展。项
目公司党委针对PPP项目特点，创新性提
出建立政府实施机构、股东各方党委+项
目公司党委+参建单位党组织三级“上下
联动、共建共享”的党建工作体系。立足项

目弘扬“开路先锋”企业文化，广泛开展
“大连地铁党旗红建功立业争先锋”“践行
标准、固本强基、创新提质”“三面旗帜进
班组工匠精神筑精品”等主题竞赛活动，
激发团队建设热情。项目团队先后荣获中
国中铁“红旗项目部”“劳动竞赛优秀组织
单位”等称号。

培育工匠，夯实项目品质根基。项目
公司积极开展“弘扬工匠精神，勇当时代
先锋”活动，指导成立了以全国劳动模范
巨晓林、梁西军等命名的劳模工作室。他
们大力开展导师带徒、技术攻关等活动，
提出并采纳合理化建议 120 余条，取得

“五小”创新成果 40 余项，攻克海域大盾
构穿越岩溶发育区等 10 余项技术难题，
取得刚性接触网预配等20余项科研创新
成果。

点亮文化，提升项目内在底蕴。项目
公司依据大连历史文化风情，因地制宜打
造了 6 座独具韵味的人文主题车站，“滨
海魅影”“都市园林”“炫彩商路”“见证百
年”“滨海之窗”等主题车站，已然成为市
民和游客争相拍照留念的网红打卡地，特
别是以“廉洁主题”为内容打造的青云街
站，还成了大连市廉洁文化教育的阵地。

重任在肩，使命向前，开通只是新的
起点，运营时远且长。在新的征程上，项目
公司团队正在以满腔豪情奋勇前行，为新
时代“开路先锋”的壮丽画卷增墨添彩。

（刘宁 杨进伟）

为了“一湾两岸”城市梦想
—— 中 国 中 铁 大 连 地 铁 5 号 线 项 目 投 资 建 设 巡 礼

夜幕来临，施工现场多台塔吊挥动
着长臂，现场灯火通明，一片繁忙，工
人仍然坚守在各自岗位。由中煤建安集
团承建的兖矿能源济三煤矿泗河口港储
配煤基地项目在场地狭小、环保管控、
工期紧迫的条件下，仍如火如荼进行着
施工作业，各施工队伍有条不紊地忙碌

着各自的工作，力争以最大力度、最快
速度、最高标准，创出中煤速度。

该项目是兖矿能源落实山东省委省
政府“增储保供”部署的重点工程项
目，从去年六月开工至今，项目部紧紧
围绕业主单位生产节点目标，科学紧抓
现场进度。从去年受到多次疫情影响，

人员、材料无法及时入场等困难的前提
下，全员日夜奋战，如期完成年前所有
筒仓滑模主要施工节点，同时得到了建
设单位的充分肯定。年后不分昼夜，加
班加点，完成了筒仓滑模机具拆除、1
号2号仓群地面回填、码头配电室封顶
等工作。

抓重点、克难点、保节点，全面掀
起大干新高潮。该项目部以既定节点为
目标倒排工期，并制定相应的保安全、
抓生产、定质量的相应措施，强化执
行，推动落实，领导班子带头盯守现
场，管理人员协同作业，全力全速保证

“5·30”节点目标。
强化安全职责，做好安全保卫。年

后开工以来，该项目又迎来一个新的工
作挑战——仓顶锥壳施工。项目在建筒
仓高度为68.5米，锥壳施工不仅是筒仓
施工的一个重大难点，也是风险性最大
的一道工序。在锥壳施工之前，要对各
个筒仓的滑模机具进行拆除，仓上施工
的同时，还要对仓下施工的区域进行管
控，这更加考验了项目部领导班子的能
力。为此，项目部专门制定工作措施，
包仓到人，人人都是安全员，做好安全
交底，加强安全管控，加大对违规作业

的惩处力度，在三月中旬成功完成了所
有筒仓的滑模机具拆除工作。

强化质量管控，创建优质工程。作
为省重点工程，该项目自开工以来，就
一直在强调施工质量的重要性，建立了
严格、全面且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严
格执行施工工艺标准，并以BIM5D、质
量整改通知单等方式辅助，把控现场质
量，防范质量风险。并针对筒仓施工过
程中的重点难点部位，及时汇总做法。
项目部还利用业余时间，组织技术人员
一同学习施工控制要点及标准，对现场
遇到的问题一起讨论解决，共同把好质
量关。

同时，项目部认真贯彻“来时青山
绿水、走时绿水青山”环保要求，坚持
把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发展理念
贯穿到全过程，配备自动降尘喷淋系
统、龙门洗车机、焊烟收集器、洒水车
等硬件设施，采取裸露土植草绿化、密
布网覆盖等措施，创建生态文明标段。

该项目部负责人表示，将紧紧围绕
“质量零缺陷、安全零事故”为中心，纵
深推进标准化建设，全力以赴打造安
全、优质、环保、精品工程，为企业高
质量发展增添动力。 （李庆辰 李强）

环保进度两手抓 质量安全两手硬
—— 济 三 煤 矿 泗 河 口 港 储 配 煤 基 地 建 设 纪 实

3月6日，全国建筑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决赛开幕式
在上海市举办。该竞赛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事司、中
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中国海员建设工会全国委员
会联合主办，来自全国28个省 （区、市） 和建筑业央
企的211名选手展开技能大比武，同台竞技、各亮绝活。

据了解，此次竞赛是建筑行业的国家级二类职业技
能竞赛，以“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为主题，设置焊
工、装饰装修工、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3个竞赛项目，
按照培训学习、理论考试和实操考试综合考评打分。3
月 8 日竞赛闭幕，田云龙、童林、姜来祥分别夺得焊
工、装饰装修工、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决赛的冠军，将
按程序申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焊花“飞舞” 展示精细技艺

在广东省河源市中建电力龙川核电基地管理中心，
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的参赛选手比拼对焊接技术国家
标准规范的理论掌握、焊接技巧和方法的积累以及实际
操作的能力。其中，得分占比最高的实操考试环节，从
考题到评分再到比赛时间，对参赛选手技能、速度、耐
力等综合素质有很大考验。

裁判从焊缝宽度、咬边、夹缝、焊缝花边是否均
匀、钢板焊缝是否变形等方面进行评分。“决赛的裁判
均为行业、企业、院校等方面的资深专家，我们以严谨
细致的态度力争以最公平、最透明的方式给予参赛选手最公正的裁判。”中国
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焊工决赛裁判组组长刘景凤介绍说。

在焊工决赛的实操考试环节，参赛选手们头戴防护罩，手持焊枪，有序进
入单独的施工车间，按照各自抽取的试题进行操作，有的在清理焊渣，有的在
细心地进行焊接……看似普通的焊接技术是建筑业不可缺少的重要技术手段，
0.1毫米的差异也会对比赛成绩产生很大影响。

“这次竞赛是一次提升技艺的好机会。通过赛前的培训学习，我掌握了更
为精细的焊接作业要领，让我明白，应把每个焊件作为‘艺术品’来认真对
待。”一位参赛选手分享了自己的竞赛心得。

用心“雕琢” 呈现精美作品

测墙面、抹底灰、镶面砖……在装饰装修工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们全神贯
注地按照图纸“雕琢”着参赛作品。他们用锯齿抹子将拌好的胶泥均匀涂抹在
墙面上，每项操作都缜密有序、有条不紊。

据副裁判长高艳涛介绍，装饰装修工决赛通过镶贴“东方明珠”图样，主
要考察参赛选手对工艺造型、画线切割、设计测量等技艺的理解和运用，重点
评估瓷砖贴面的平整度、接缝直线度、高低差和灰浆饱满度，最大的难点在于
要精细控制好“东方明珠”造型的圆弧切割。此外，如何切出一个“东方明
珠”的合规塔尖、如何控制1毫米内的误差、如何确保相邻瓷砖的两个面夹角
为90度……这些对于参赛选手来说都是挑战。

整个装饰装修工的实操比赛时间共4个小时，一块块生硬、单调的瓷砖通
过参赛选手的巧手，以“东方明珠”的造型定格在墙面上，一幅幅精美的作品
格外引人注目。

据了解，镶贴工是用于保护以及装饰修饰建筑物的一种工种，无法用机械
代替，镶贴的精细与否直接影响装修的整体质量。“镶贴工必须要有耐心、细
心和恒心，日常的一次次训练其实就是在和自己比赛。”一名参赛选手表示，
此次竞赛对个人综合技能水平的要求，让他感受到了职业技能人才发展的强劲
势头。

电脑“施工” 建立精准模型

如果说装饰装修工决赛体现的是建筑装饰“美容师”的精巧之美，那么建
筑信息模型技术员决赛的现场更像是一场“未来之战”：键盘敲击声、鼠标点
击声不绝于耳，电脑系统飞速运转，参赛选手们利用BIM软件，熟练地进行
建模准备工作、基准图元创建等操作。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决赛由理论考试和上机实操比赛组成。理论考试考察
参赛选手对BIM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上机实操比赛中，参赛选手在电脑上
进行BIM建模实操，在420分钟的比赛时间内完成对各专业模型的碰撞检查、
工程量统计、出图等。贵州省代表队的一位选手说：“比赛是一个探索、付
出、成长的过程，通过这次比赛，我发现了自己的薄弱之处，以后会加强理论
与实践的融合，更好提升自己的技能。”

本次全国建筑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成功举办，为行业高素质应用型技能人
才搭建了互学互鉴、比拼技能的平台，激励广大建筑行业从业人员走技能成
才、技能报国之路，为推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技能
支撑。 （孙思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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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湖之畔景犹美，飞鸟振翅环宇
内。在郑州市郑东新区象湖畔，矗立着
一座美丽的银白色建筑，正闪烁着耀眼
的光芒。

河南省科技馆新馆项目总建筑面积
13.04 万平方米，是华中地区最大科技
馆，是立足河南、服务中原、辐射全国
的特大型、智能化、智慧型科技馆，也
是展现河南文化实力、传播河南历史文
化的窗口。目前，河南省科技馆新馆项
目已经正式面向公众进行开放试运行。

外化于“型”
设计感满满的高科技展馆

该项目设计创意灵感源于“河洛文
化”意象，建筑形态宛如黄河与洛河交
汇形成的自然造型，大气舒展、浑然天
成，俯瞰科技馆，又如螺旋桨引擎和飞
鸟展翼，寓意“河南腾飞、中原崛起”。
科技馆整体设计采用“馆塔相映，一轴
四园”格局，主场馆和圭表塔一横一
纵，结合建筑布局构建四个不同主题的
园林。

“项目建筑形态根据场地周边环境进
行塑造，利用热力学理论，模拟风环
境，并反复调整方案，最终形成建筑表
面为平滑扭转的‘Y’型体块，建筑采
用流线型设计，使建筑整体形态达到最
小化能源使用和最舒适环境性能营造的
效果。”项目经理赵毅介绍。

科技馆建筑表皮肌理源于中原灿烂
的铸造技艺，灵感来源于中原古代科技
中“云纹铜禁”。内层采用防水保温一体
板和超白中空玻璃幕墙形成围护结构。
外层装饰面层为阳极氧化铝板，根据造
型变化和采光通风需要，产生10度到90
度渐变角度扭转，控制不同部位进光
量，展现律动的科技感。项目整体圆润
的造型有效减小风涡流，双层表皮的外
墙构造形成复合结构的空气间层，可有
效调节室内通风效果，并具有保温隔热
作用，减少建筑能耗。

此外，该项目是国内首例大规模采
用阳极氧化铝板的幕墙工程，空间扭转
双层幕墙面积约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
个标准足球场大小。阳极氧化铝板的表
面通过电流将导电的酸性电解液电解，
使构成阳极的铝金属外表发生氧化，在
铝板外表天然生长出一层厚而细密的氧
化铝保护膜。这层膜具有自洁功能，不
易沾灰尘。

该项目技术总监张红永介绍：“我们
共计使用了 42290 块阳极氧化铝板，包
含三万多种不同规格。幕墙采用Rhino+
Grasshopper参数化设计方法，实现了超
大规模鱼鳞状异形扭转立面幕墙的分格
纹理和自由曲面。我们对每块翻转铝板
打上‘身份证’二维码，标明其编号、
尺寸、翻转角度、安装定位等信息，工
人在进行安装时只需要一扫，就能准确
知道幕墙安装位置，大大提高施工效
率。”

内立于“筋”
安全感满满的钢结构精品

该项目内部主场馆中庭共分为 3
层，均采用大跨度异型钢桁架连廊结
构，将三侧主楼连成整体。其中屋脊钢
结构跨度达80余米，重量达1350吨，项
目结合BIM协同管理平台，运用“超大
型液压同步提升施工技术”，让中庭屋脊
钢结构坐上“液压电梯”，平稳完成大跨
度钢结构补缺杆件安装及卸载。

“我们采用 11 个液压提升器同步作
业，整个提升过程历时5小时，成功将
跨度80余米、总重1350吨的钢结构整体
提升30米高。”张红永介绍。

科技馆中庭矗立着一个白色“大圆
球”，这是项目建造的球幕影院，能容纳
近 400 人同时观影。影院内部采用超广
角鱼眼镜头进行播放，银幕就像一个天
穹一样，带来裸眼3D的视觉冲击。观众
可以在座位上躺着看电影，有强烈的沉
浸感、体验感，仿佛伸手就可以触摸到

画面中的一切。
“科技馆的球幕影院是全国室内‘最

大直径单层球壳结构’，我们采用‘单层
凯威特型+联方型’的新颖设计结构，
总体钢结构用量约 900 吨。施工过程中
周边存在14米标高和24米标高的大跨度
异形钢结构连廊，在有限空间内、复杂
环境下，项目对钢结构进行合理分段，
采用‘散件吊装+分片吊装’施工工
艺，在球幕周边布设3台汽车吊，顺利
实现对28米直径球形网壳结构的吊装作
业。”项目质量总监杨中涛介绍。

融入自然
节能绿色的生态型科技馆

该项目园区的景观设计充分考虑周
边场地环境，迎合象湖景观带，把建筑
融入自然，通过建筑形态与景观科技元
素结合，打造内外交融、立体丰富的生
态景观园区。泛光照明采用点光源和全
息投影技术等配合环境亮化设计，强化
节点空间、系列雕塑与构筑物的亮化处

理，塑造简约、合理而现代的夜景效果。
该项目依据绿色生态理念进行全生

命周期的综合建造，研究气候及场地等
环境性能；应用海绵城市，采用生态型
循环水系统；应用太阳能、地下热能等
清洁能源；将基于环境性能的热力学塑
形的建筑设计理念与绿色能源集成，实
现了超大空间异形扭转生态建筑的高性
能、低能耗。

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抓住扬尘污染
“源头”，筑起一道治理“防尘墙”，成功
举办国家级智慧工地观摩会、国家科学
技术计划项目绿色施工科技示范观摩
会，接受业主考察及行业、兄弟单位观
摩学习近百次，树立了业内标杆。

展馆本次开放试运行区域包括“动
物家园”“童梦乐园”“创享空间”“探索
发现”等四个展厅，以及位于二层的球
幕影院。黄河岸边，象湖之畔，景致如
画，“飞鸟”振翅。河南省科技馆新馆所
承载着的河南腾飞、中原崛起的梦想，
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周金飞）

象湖之畔 飞鸟振翅
—— 河 南 省 科 技 馆 新 馆 项 目 建 设 纪 实

大连地铁大连地铁55号线开通运营现场号线开通运营现场

河南省科技馆新馆项目外观全景图河南省科技馆新馆项目外观全景图

济三煤矿济三泗河口港储配煤基地工程济三煤矿济三泗河口港储配煤基地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