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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6 日上午，在位于河南省郑
州市中牟县辛庄村北的安罗高速黄河
特 大 桥 施 工 现 场 ， 随 着 上 横 梁 重 达
37.8 吨的最后一个节段顺利吊装，历
时 700 余昼夜连续奋战，大桥高达 182
米的主塔提前半个月封顶，主塔“中
国樽”造型呈现，标志着项目建设取
得重大突破，主桥主梁施工正式拉开
序幕。

特大桥主墩于 2021 年 9 月首根桩
基开钻，2022 年 7 月 11 日开始首节钢
壳吊装，主塔在全国首次采用无纵筋
钢壳混凝土组合结构，高度 182 米，是
河南省黄河上塔高之最，主塔外形以
商代青铜“酒樽”入型，寓意“礼敬
黄河、礼献中原”。

“主塔共分 36 个节段，采用‘装配
化’施工工艺逐节段安装。”项目经理
说，主塔取消纵向钢筋，解决了钢壳
节段安装过程纵筋连接的穿筋精度控
制难度大、耗时长等问题，约 5 天完
成一个节段安装，施工功效较钢筋混
凝土塔提升约 50%，较带纵筋钢壳塔
提升约20%，实现快速装配化施工。

装配化施工的好处不止于此。由
于黄河特大桥穿越黄河湿地保护区，
地质条件差、环保要求高，项目贯彻
黄 河 流 域 生 态 保 护 和 高 质 量 发 展 要
求，践行“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原
则，主塔采用全国首创的无纵筋钢壳
混凝土组合塔，还可减轻桥梁上部结
构自重，减少下部基础规模和对黄河

河床的开挖。
据了解，黄河特大桥穿越黄河湿

地 保 护 区 ， 地 质 条 件 差 、 环 保 要 求
高 。 项 目 坚 持 “ 生 态 保 护 、 绿 色 发
展”原则，主塔采用全国首创的无纵
筋钢壳混凝土组合结构，可减轻桥梁
上部结构自重，减少下部基础规模和
对 黄 河 河 床 的 开 挖 ； 在 制 造 上 采 用

“一桥两地”新产业模式，依托专业钢
结 构 制 造 基 地 完 成 标 准 构 件 预 加 工
后，通过公路运输至现场完成组拼吊
装，可实现快速装配化施工，同时减
少现场制造钢结构的建厂投入，避免
现场施工对黄河造成污染。

“主塔施工属于高空作业，安全风
险较大，结合本项目索塔结构形式、
功能需求，设计专用轻型液压爬架作
为 施 工 平 台 ， 极 大 提 高 了 施 工 便 捷
性、安全性。”河南省黄河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黄河上的塔高之最离不开“黑科
技”的加持。比如钢结构加工使用数
控切割设备、板单元数控矫正机床、
自动焊接机器人、自动温控涂装生产
线等先进设备；研制钢壳立位组拼胎
架、可拆卸扁担梁等装置；测量定位
采用徕卡高精度全站仪 MS60 测量机器
人，自动捕捉棱镜和自动照准功能，
降低观测误差，确保钢结构预制、组
拼、吊装全过程毫米级误差控制。

“黄河特大桥主塔结构形式为全国
首创，是智慧建造、绿色建造、工厂
化 加 工 、 装 配 化 施 工 的 一 次 创 新 探
索，是工业化建造的一次具体实践，
为我国长大桥建设关键技术积累了重
要实践经验。”河南省黄河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河南交通投资集团作为省内重大
交通项目投融资主体，共承担高速公
路“13445 工程”建设项目56 个，总里
程 3450 公里，总投资 4824 亿元。2023
年正在推进建设项目 43 个，总里程
2548 公 里 ， 总 投 资 3900 亿 元 。 上 半
年，该集团建设项目共完成投资 519 亿
元，为年度计划 990 亿元的 52.4%，顺
利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为河南
省稳增长、拼经济作出积极贡献。

安罗高速原阳至郑州段项目是河
南省高速公路“13445 工程”重点建设
项目，是国家公路网北京至武汉高速
的重要控制性工程，也是河南省高速
公路网规划的 16 条南北纵向通道中安
罗高速跨黄河咽喉要道，其中黄河特
大桥全长 15.223 公里，钢结构用量达
22 万吨，是黄河上最长、内陆地区钢
结构用量最大的公路桥梁。

“黄河特大桥结构型式新、施工工
艺复杂，在全国首次采用超长钻孔桩
分布式桩基后压浆技术，提高桩基承
载性能，缩减桩长；建设了省内首个
智慧化桥面预制板生产线，实现了梁
板全预制周期的智能化生产，在集团
建设项目中作了很好的示范，数字化
管理更走在集团建设项目前列。”河南
交通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说，安罗高
速原阳至郑州段项目建成通车后，将
成为郑州第二绕城东环线，同时在京
港澳和大广高速之间形成新的纵向通
道，对促进郑州、开封、新乡等沿黄
城市群互联互通，加强中原城市群与
京津冀、长江中游城市群融合，促进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本报综合报道）

黄河河南段塔高之最 全国首座无纵筋钢混组合塔成功封顶

8 月 21 日，中建八局在位于安徽
省宣城市的自有加工厂举办绿能储能
产品发布会，正式发布八局绿能储能
产品。期间，宣城市委副书记、市长
何淳宽与中建八局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章维成举行了会谈。

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政府党组成
员，宣城高新区党工委书记赵流海，
中建八局助理总经理、投资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贾海庆，科技质量部总
经 理 叶 现 楼 ， 工 程 研 究 院 院 长 马 明
磊 ， 新 型 建 造 公 司 党 委 书 记 、 董 事
长、总经理王欣，安徽省宣城市高新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启发等出
席会议，会议由叶现楼主持。发布会
采取线下线上同步直播的方式，广受
业内外关注。

何淳宽对产品发布会的顺利举办
表示祝贺，并与章维成就储能行业未
来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双方表示，新
型储能市场发展迅速，前景广阔，未
来将会以此次产品发布会为契机，进
一步加大多领域对接合作力度，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紧跟国家发展战略，
把握绿色低碳发展先机，打造更多优
质产品，推动宣城新能源发展，为践
行国家双碳目标贡献更大力量。

发布会上，章维成指出，此次发
布的储能系统产品是中建八局的首款
新能源类产品，标志着中建八局创新
业务迈出了关键一步。新型储能市场
发展迅速、前景广阔，各相关单位要
充分认识产品的重大意义，着力将产
品打造为企业创新发展的示范，打造
为 践 行 双 碳 战 略 的 标 杆 产 品 。 他 强
调 ， 要 坚 持 产 品 化 、 产 业 化 发 展 方
向，充分发挥丰富的战略合作资源和
广阔的应用场景优势，紧紧围绕市场
需求，积极开拓内外部市场，加快推

进产品的推广应用；要精准把握储能
行业发展趋势，持续推动产品的研发
迭代，着力打造新能源产业链高地，
不断提升中建八局在新能源领域的市
场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

赵流海在讲话中对发布会的成功
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表示，中建八
局瞄准储能市场广阔的发展前景，深
耕 清 洁 能 源 领 域 ， 大 力 开 展 技 术 攻
关，取得了模块化储能集装箱体等一
系列行业领先的重大成果。今天发布
的八局绿能储能产品是强化科技创新
引领、推动高端制作与储存技术深度
融合的又一重要成果，对于优化电力
资源配置、实现降本增效和环境友好
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希望中建八
局能继续推动创新，把更多更好的新
技术新产品带到高新区，携手合作、
互利共赢。

王欣代表新型建造工程公司对与
会人员表示诚挚的欢迎，他表示，新
型建造公司作为八局专业板块的核心
企业，在集团“一创五强”战略目标
和局“637”战略布局的指引下，深度
参与“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相关课
题 ， 科 研 成 果 丰 硕 ， 并 聚 焦 双 碳 战
略、面向用户需求，用实际行动响应
国家“迎峰填谷保供电”的政策，在
储能业务全产业链集成商的道路上迈
出了坚实的一步。王欣表示，该公司
将一如既往地扎根宣城市，持续与宣
城本土新能源企业、制造企业深化合
作，深度参与宣城市新能源产业链建
设，为宣城打造皖苏浙省际交汇区域
中心城市贡献新型建造力量。

会上，马明磊作八局绿能储能产
品研发情况汇报，与会人员共同观看
了八局绿能储能产品介绍视频。

发布仪式上，与会领导共同按下

八局绿能储能产品发布启动键，标志
着中建八局储能产品发展进入新阶段。

活动期间，章维成一行前往加工
厂厂区，实地察看加工厂生产情况、
储能集成箱智能组焊工作站和八局绿
能储能产品运行情况，并听取产品内
容讲解。

宣城市宣州区政府，宣城市高新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建八局科技质
量 部 、 工 程 研 究 院 、 一 公 司 、 二 公
司 、 西 北 公 司 、 土 木 公 司 、 投 资 公
司、新型建造公司、相关供应商有关
负责人参加产品发布会。

据悉，八局绿能是中建八局为响
应国家“双碳”战略目标实施、推动
新型电力系统发展建设的背景下，在
储能业务领域迈出的重要步伐，其自
主研发的八局绿能储能产品为厢式电
化学储能电站，额定功率为 500 千瓦，
总储电容量为 1.204 兆瓦时，首个项目

已用于宣城自有加工厂的用电优化。
该产品旨在盘活用电低谷期的闲置电
能，利用蓄电池将电网富余的电能进
行储存，在用电高峰期时再重新送回
电网以缓解供电紧张，有效缓解过剩
电力的浪费，在创造经济和社会效益
的同时助力提升电网平衡调节和安全
保障能力。

据悉，该产品配套的储能集成箱
智能组焊工作站主要用于储能集成箱
体制作过程中各围护侧板组立、焊接
等工作，将大幅提高储能箱生产效率
和自动化水平。

中建八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以此为起点，着力于开发更多兼
具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储能产品，
并推向电网侧、发电侧、工商业侧，
为社会提供清洁低碳、绿色高效的用
能系统。

（孟竹）

中建八局第一代绿能储能产品在安徽宣城发布

8 月 11 日，在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组织召开的 《大
跨重载及悬挑异形曲面屋盖组合结构建造技术研究与应
用》 科技成果评价会上，经过专家评审，中关村论坛永
久会址主会场项目总体施工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
中 3 项关键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北京建工四建公司再
添一项高级别科技成果评价。

据悉，该评价会议邀请了七名业界权威顶级专家，
清华大学聂建国院士、中国建筑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范
重、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晋勋、中国
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钢结构分会会长孙晓彦等七位评审专
家列席参会，合作单位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北京工业大学、天津城
建大学等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由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
会钢结构分会副会长董春主持。

中关村论坛永久住址主会场项目作为未来的中关村
论坛主要承载地，总建筑面积 6.5 万平方米，由中街 （北
京）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北京建工四建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总承包施工管理，建成后将打造成可同时满足
2000 人参会和就餐需求的国际顶级会议中心，并与周边
联动形成中关村论坛建筑群，成为全球创新创业者心中
的“科技圣殿”和首都北京的“科技会客厅”。其工程遵
循“绿色、科技、人文”的理念设计建造，步入建筑内
部，近万平方米墙顶一体无边界的共享大厅诠释着科学
探索的永无止境，极具视觉冲击力。屋面光伏板、地源
热泵等技术的充分应用，为建筑的绿色、低碳、节能提
供无限可能。建筑的屋面及周边全部被绿色植被覆盖，
钢结构由北向南缓缓抬升，浮于地面之上，人们徜徉其
间，仿佛行进在“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与中关村科
学城的交汇点，既能温习传统历史文化的厚重，又可畅
想当代中国的科技创造和前沿探索。

北京建工四建中关村论坛永久会址项目总工程师张
帅介绍，项目的钢屋盖结构几乎全部由曲线构成，这意
味着构成屋盖结构的钢杆件交汇处，存在着大量无法定
位在同一平面的节点，必须逐一节点“细抠”每一处造
型线条，才能确保曲面造型施工时完整准确地还原。基
于持续深化的 BIM 技术应用，项目团队组建 BIM 工作
室，专项投入屋面异型曲面结构的科技攻坚工作，面对

“三叶草”造型带来的独特曲率，项目团队在 BIM 建模的
过程中采取了“以折代曲”的方案，持续精细优化钢梁
截面变化形式和节点，通过折线无限切分的方法准确计
算结构造型所需的曲率，顺利实现了屋面造型要求；面
对最大跨度 47.6 米，悬挑 21 米的超大空间跨度异型钢结
构施工挑战，项目团队依托 BIM 软件计算分析施工阶段
钢结构受力情况，对整体施工流程进行线上模拟，最终
确定采用搭设临时支撑，分段高空拼装就位的施工方
案，确保钢结构施工期间结构受力和形变安全万无一失。

最终，中关村论坛永久会址主会场项目 《大跨重载
及悬挑异形曲面屋盖组合结构建造技术研究与应用》 总
结形成了 3 项国际领先水平创新技术：一是通过采用
Q460 高强钢变截面钢-混凝土叠合板组合梁结构，实现
了 47.6 米跨重载屋盖结构跨中 1.2 米高度，避免了需要在
钢梁腹板开洞解决穿越管线的难题，与传统钢桁架结构
相比，大幅降低结构高度和用钢量。在混凝土叠合板中
采用了不出筋开槽预制板，成功地将混凝土叠合板技术
应用到异形曲面屋盖结构，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二是
研发了适用于异形曲面钢结构组合屋盖混凝土叠合板中
预制板施工方法，利用 BIM 技术实现了曲面钢梁与叠合
板的结合严密。采用了开槽预制混凝土板技术，无后浇
板带，避免了传统预制板出胡子筋安装过程中的难题，
完美实现了异形曲面屋盖结构钢梁与混凝土叠合板的组合。三是研发了超
长大悬挑钢结构高精度变形控制及施工技术。建立了变截面悬挑钢梁刚度
放大系数的分析方法，采用悬挑梁端预变形、临时支撑随流水单元间隔卸
载施工方法，解决了超长大悬挑钢结构位形和内力控制难题，大幅提高工
效。

据了解，该成果申请发明专利 16 项，完成软件 3 部，已在中关村论坛
永久会址主会场项目成功应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具
有良好推广应用价值。

北京市劳动模范、北京建工四建总工程师张莉莉扎根项目，成立职工
创新工作室，带领企业专家团队着力开展科研攻关，超前破解技术难题，
助力工程提质加速，深度总结形成此项主体结构阶段性创新成果。该项成
果的获得为北京建工四建在大型会馆、智能建造等核心技术方面提升了竞
争力。

同时，这也是北京建工四建公司首次邀请以院士为首的专家团队前来
参会，丰富了成果内核，该项成果的取得是北京建工四建的又一重大突
破，为后续获得高水平的科技奖项奠定基础。北京建工四建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将牵头继续深度总结中关村论坛项目整体创新成果，并且以
阶段成果为基础，冲刺钢结构金奖，为力创詹天佑大奖和鲁班奖奠定坚实
基础。 （通讯员 李东华）

北
京
建
工
四
建
重
点
项
目
获
得
高
水
平
科
技
成
果
评
价

北
京
建
工
四
建
重
点
项
目
获
得
高
水
平
科
技
成
果
评
价

外形酷似外形酷似““中国樽中国樽””的黄河特大桥主塔的黄河特大桥主塔 靳晰靳晰 摄摄

建筑能效提升往往出现在公共建
筑、民用建筑的设计中，在规划、建
造阶段都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但是在
运 营 阶 段 还 有 所 欠 缺 。 8 月 21 日 下
午，由同济大学出版社主办的“绿色
低碳，助力美好‘申’活——‘中国
建筑能效提升适宜技术丛书’分享
会”在上海展览中心第二活动区举
行。主办方希望搭建一个交流的平
台，集合各位专家、研究者、设计
者、运营者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学术
共同体、行动共同体，把绿色建筑能
效提升适宜的理念推广到社会上各个
层面，引领整个城市更安全、更绿
色、更可持续发展。

“中国建筑能效提升适宜技术丛
书”由中国勘察设计协会建筑环境与
能源应用分会会长罗继杰担任总主
编，编写团队汇集了来自相关行业、
高校、企业的具有丰富研究和实践经
验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教
师、设计师、供应商等。目前陆续出
版 《医院建筑能效提升适宜技术》《数
据中心能效提升适宜技术》《文化建筑
能效提升适宜技术》《宾馆建筑能效提
升适宜技术》《地铁能效提升适宜技

术》 等。
丛书通过梳理基本的专业概念，

分析设备性能、系统优化、运维管理
等因素对能效的影响，从规划、设
计、建造到运维全覆盖，构建各类公
共建筑能效提升适宜技术体系，力求
为我国的建筑节能减排和双碳工作提
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丛书已列入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
划项目，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

在活动现场，丛书执行总主编、
中国循坏经济协会资源利用技术装备
委员会专委会副主任、同济大学机械
与能源工程学院暖通空调研究所博导
刘东，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暖通专业资深总工程师、《医院建筑能
效提升适宜技术》 分册主编何焰，中
国移动集团十百千专家、《数据中心能
效提升适宜技术》 分册主编黄贇，上
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高级业务经理、

《宾馆建筑能效提升适宜技术》 分册主
编林春艳等嘉宾来到现场，从医院建
筑、数据中心、酒店运行管理、地铁
系统等多个角度与读者分享建筑能效
提升适宜理念与技术在生活中的运用。

何焰介绍了上海某医院能效提升
的改造案例，改造中取消了原有的蒸
汽锅炉，改用太阳能集热板和空气源
热泵热水机组相结合的形式，大幅度
降低了每年的运行费用，而实际的床

位比过去增加。他指出，从设计到运
维，做好建筑能效提升的每个细节，
可以挖掘出很大的节能潜力。

黄贇谈到，在信息化、数字化、
数智化演进时代，数据在采集、加
工、流通、分析、赋能过程中会产生
很多各级能耗，如何提升综合能源使
用效率并应对“双碳”变革作为本书
破题使命；结合国家标准 《数据中心
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40879—
2021） 颁布实施，把握数据中心其建
筑特性，针对通用机电系统的用能特
点，着眼未来新能源可持续发展。数
据中心系统总能耗降低与系统效能提
升，需要通过规范化、标准化、定制

化因地制宜的系统来实现。以手机和
电脑终端为例，本身就是一个小型数
据中心，通过机电系统拓扑梳理，发
挥其用能数据价值真实体现，才能起
到生活需求、工艺用能互惠互补，达
成社会效益经济价值双重叠加。

林春艳谈到，酒店能效提升是一
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一方面数据积累
越细，分析可以做得越细，在一些参
考值和技术支撑的基础上，可以在节
能改造、运行管理的优化策略上做进
一步细化的工作，引导酒店以更高
效、更节能的方式去运行，而节能效
果又能够再次体现在整体系统上，随
着技术的发展和管理进一步精细化。

刘东谈到，建筑能耗是整个社会
能耗体系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降
低建筑能耗、提高它的效率，对社会
经济发展来说非常重要。以地铁来
说，通过智能化的装备及系统的集成
实现智能的管控，从装备到集成实现
智能运维，通过云平台和就地结合的
模式，真正做到全生命周期管理，实
现无人值守、智慧高效的运维。

绿 色 低 碳 助 力 美 好“ 申 ”活
“ 中 国 建 筑 能 效 提 升 适 宜 技 术 丛 书 ”分 享 会 在 上 海 举 办

□本报记者 吴真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