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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重的石化重器之路

蔡静 本报记者 丁国明

5月 31 日，在武汉建筑业“双十

佳”评选活动中，中建三局二公司武

汉绿地中心总承包项目部党委书

记、 执行总经理郑承红荣获武汉建

筑业“十佳建设者”称号。

70 后的郑承红，1990 年参加工

作，从项目工长、技术员、安全员、材

料员、工区主任等，一直成长至高级

工程师、高级经营师、国家一级注册

建造师、英国皇家建造师，奖项一个

接着一个的拿。

1998 年， 担任当时武汉最高档

社区———丽岛花园项目经理， 最终

项目成为湖北省第一个获得“詹天

佑”大奖的工程。

2005年， 作为中南医院门诊综

合楼工程项目经理， 时任法国总统

的希拉克出席了项目竣工剪彩仪

式，项目 2005 年被评为湖北省“结

构优质工程”、“文明施工样板工

地”， 同年获“黄鹤奖”；2006 年获

“楚天杯”奖。

2008 年， 郑承红调任至深圳证

券项目担任项目党委书记、 执行总

经理。2010年 7月，开始正式担任证

券项目经理。 2014 年 12月，深圳证

券项目获得“鲁班奖”荣誉。

如今，郑承红正在为华中第一、

中国第二、 世界第三高楼———武汉

绿地中心忙碌着。

攻克建筑业世界性难题

郑承红自 2012 年负责武汉绿

地国际金融城项目到现在， 已经在

工地现场生活了 3 年半时间。

如此巨大的项目， 所要面对的

困难可想而知。“我们花了近一年半

的时间， 围着施工区域筑起一圈地

下连续墙，像金刚罩一样，防止出现

塌方，也可阻隔江边的地下水。 ”在

施工过程中， 爱钻研的郑承红领着

团队一路疾行，领跑业界技术：如采

用优化混凝土配比、 设置钢筋网片

等措施，成功解决“钢板剪力墙混凝

土易开裂” 这一超高层领域世界性

的难题。

为保证 636 米的高楼能拔地而

起，整个深基坑要挖到地下 27 米至

33 米深，面积约 3.6 万平方米，海量

土方需要腾挪。 长江水也近在咫尺，

相距 250 米， 要解决好防洪防坍塌

问题。 一旦出现渗水，将会影响工程

质量和进度。

2014 年 7 月，主楼跃出地面，如

今正以五六天一个结构层的速度

“长高”。当建设至 200米高度、40层

之后，将再次提速，三四天就能“长”

1 层， 领跑国内超高层建筑施工速

度。

速度之快得益于先进的“智能

顶升模架”。 郑承红介绍，这套顶模

系统是大楼的“增高器”，自带 1 台

塔吊。 郑承红说：“这套模架也是由

我们自主研发设计，国内首创，最高

能顶升至 600 米， 能完成整栋大楼

的建设需求。 ”

建造世界最大空中花园

2014 年 12 月，“湖北造”证券行

业第一高楼深圳证券交易所营运中

心项目， 摘得中国建筑工程最高奖

项———“鲁班奖”。 作为这一项目的

项目经理， 郑承红将于近期奔赴北

京，“非常开心，我们的技术、付出

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2008 年， 郑承红调至深圳证券

项目担任项目党委书记、 执行总经

理。营运中心由塔楼和“漂浮平台”两

部分组成，看起来犹如一个漂亮的烛

台：立柱形的大厦中下部，建筑的底

座被抬升至 36米高， 形成一个巨大

的“漂浮平台”，被誉为“世界最大空

中花园”。

在高达 245.8 米的高楼上 、36

米高的半空中，建一座相当于 38 个

篮球场面积大小的悬空平台， 并不

是件容易的事。 郑承红说，“这种新

颖的结构形式在工程中罕见， 为钢

结构安装施工设置了难题。 悬空平

台钢结构总用钢量 1.8 万吨，且要在

高空悬空建造， 科技含量和施工难

度很大。 ”

经过反复地研讨、考证，郑承红

在裙楼抬升施工中， 大胆运用砂箱

卸载技术，使工程进展顺利。 这项原

本是桥梁施工中的一项专有技术，

第一次被运用到民用房建钢结构工

程。 施工现场， 工作人员拿着对讲

机，守着各个砂箱，紧盯落砂情况；

监控室内， 计算机实时监控现场信

息。

这一技术开创了世界范围内 80

个点高行程卸载同步控制的先河，

项目最终拿下“鲁班奖”。

诚信为本

永远想在业主前

能够摘得如此多的大奖， 郑承

红的经验就是———“诚信为本”，并

且关注业主关注的， 思考业主未想

到的。

在施工过程中， 郑承红要求团

队做好自检、 互检和交接检工作，

只要是质量问题， 其余一切让路。

他在武汉绿地中心项目部， 掀起

“每周我找茬”活动，并参照质检站

的检测工具配备了一整套。 在材料

管理上， 坚持先检验后使用的原

则， 未经测试合格的坚决不准使

用。

为降低混凝土受温差影响而裂

开的几率， 在武汉绿地中心大底板

混凝土施工中，郑承红力排众议，在

混凝土中增加了抗裂纤维。“600米

的高度，基础很重要，一旦裂开，很

有可能对安全造成影响。 ”而这增加

的 100 多万元成本， 当时甲方并未

表态认账。

与郑承红工作过的人都知道，

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利润可以

薄一点，但建筑的质量不能薄。

2013年 9 月， 武汉市深基坑施

工质量安全现场观摩会在武汉绿地

中心工地举行。 这对于建筑工地来

说，为数不多。

现场管理创造一流业绩

在业界， 郑承红的管理模式也

是有口皆碑的。 他认为，建筑业市场

竞争激烈，除依靠一流的质量外，现

场管理也得创造一流业绩。“如大浪

淘沙， 粗放式的管理必定会被淘汰

出局。 土办法、洋办法一起上，能达

标就行。 ”

在武汉绿地中心项目部， 配备

有一个近千平方米的安全体验区。

这座华中最大的安全体验区， 内设

有触电、基坑坍塌、高空坠物等十余

种安全事故模拟体验器， 每个刚进

工地的工人都要进去体验、 培训。

“以前都讲安全，但还没预想过自己

出事时，会经历什么、有什么感受”。

来自四川的建筑工人李师傅今年刚

来绿地中心，“体验高空坠物时，感

觉被一个巨大的棒槌砸中头顶，人

瞬间觉得晕头晕脑，脑袋都木了。 这

种切身体会，会让大家感受更深，施

工时也更加注意。 ”

不仅如此， 郑承红处处从工人

角度出发， 尽可能营造舒心的工作

环境。 郑承红要求：在工地上，要摆

放可移动、装满绿色植物的花车；开

挖土方时，用防尘布覆盖，遮挡飞舞

的灰尘；工地自备洒水车，每天至少

作业两次；工地内配备直饮水系统，

24 小时提供温水、凉水。

小处着手办大事。 3 年多来，施

工现场再也看不到飞扬的尘土，经

过硬化的场地变得十分整洁。 而且，

施工现场未发生过重伤及死亡安全

事故。

“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更要精

一行”，郑承红如是说。 因为爱，他在

建筑工地摸爬滚打了 20 余个春秋，

把青春和激情献给了他热爱的建筑

事业；因为精，他在项目管理上有不

少自己的门道，精心打造精品工程，

深受业主青睐；念好“成本管理经”，

为企业赢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

为他自己赢得了王牌项目经理的荣

誉。

王牌项目经理

———记中建三局二公司武汉绿地中心总承包项目部党委书记、执行总经理郑承红

耿标

今年前 5个月，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第七分公司克服了项

目工期紧、安全风险大等一系列的困难，确保了施工生产处于安

全、有序、可控状态。 为确保全年生产任务的全面完成，七分公司

决定自 5月 26日至 9月 25日，在全公司开展“抓住施工黄金季

节，全面掀起大干 120天”劳动竞赛活动。 活动结合公司、各项目

部具体工程情况， 明确劳动竞赛活动施工产值完成目标 27496

万元，同时确保各项目安全、质量、进度全面履约。 （张华先）

中铁上海工程局第七分公司开展劳动竞赛

6月 2日， 中铁四局长白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项目经理部

（二公司代局指）向 10 名推荐评选出来的“工地之星”和 3 名

“优秀外协员工”发放奖金和荣誉证书。 为调动和激发职工和

协作队伍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营造“比、学、赶、超”良好竞争氛

围，长白经理部于 4月份开展“工地之星”评选活动，制定下发

了评选办法，坚持每月由各项目队、材料厂和部门推荐，在管

理、生产、技术、安全、后勤等方面评选出“工地之星”和“优秀

外协员工”。 （班丽 潘贺）

6 月 8 日，中铁四局一公司郑（州）徐（州）铁路客运专线

金水制梁场钢筋班作业组长薛海波拿着当月的人体生物节律

告知书，根据班组每位农民工的情绪、体力等数值，科学合理

地安排好他们每个人一天的工作任务。 该公司分布在全国各

地的 52个项目部也在推行这一新型管理模式。中铁四局一公

司去年 8月将公司所属的郑徐铁路客运专线金水制梁场作为

试点单位。目前，公司已在所有在建项目大力推广此项管理新

模式。 （文良诚）

中铁四局长白经理部评选“工地之星”

中铁四局一公司推行人体生物节律新模式

资讯

5月 23日，由中铁七局郑州公司承建的郑机城际铁路跨

京广高铁特大桥最后一片箱梁顺利架设完成， 标志着郑机城

际铁路全线贯通。

郑州公司承建标段有 86孔双线箱梁、84孔单线箱梁。 由

于两次跨越京广高铁， 一次跨越陇海铁路， 多次跨越市区干

道，安全风险高，危险系数大。 项目部积极与铁路局和城际公

司沟通配合，顺利完成了全部架梁任务。目前项目部准备剩余

桥面系施工，为尽早进行铺轨施工创造条件。

郑机城际铁路，即郑州至郑州新郑国际机场城际铁路。根

据最新规划，郑机城际铁路从郑州东站引出，终点到达即将开

工建设的郑州高铁南站，全线设郑州东、经开区、枣园、新郑机

场、高铁南站等 5 个站，整条线路为双线，设计时速为 200 公

里。 通车后，从郑州市区到机场只需大约 15分钟。

（姬昆生 黄登科）

郑机城际铁路全线贯通

瞄准世界一流高端装备制造企

业，中国一重提出以向制造服务转变

为核心，不断提高产品开发、工程设

计和工艺设计水平。

在中国第一重型机械股份公司

核电石化事业部，世界上最大的石化

压力容器及核电设备制造基地坐落

于大连棉花岛上，它背靠美丽的渤海

湾， 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产品运输条

件。 这里，拥有约 6000平方米的 5000

吨级出海码头， 并配有 1000吨岸吊，

安设着诸如 16 米立车、 双丝窄间隙

埋弧自动焊机等达到世界最先进水

平的加工设备；这里，诞生了世界首

台 2000 吨煤直接液化装置煤液化反

应器、 世界最大的 1600 吨加氢裂化

反应器等填补国内外空白的产品。

两大基地世界第一

中国一重核电石化事业部是中

国一重投入巨资建设和发展的四大

基地之一。 富拉尔基建立了世界上最

大的铸锻钢生产基地，具备一次提供

钢水千吨以上、 最大钢锭 715 吨、最

大铸件 500 吨、最大锻件 436 吨的世

界最大生产能力。 在大连棉花岛建立

了世界上最大的石化压力容器及核电

设备制造基地， 压力容器产品生产能

力达到 3 万吨—4.5 万吨 / 年。这两大

基地互为依托， 每年生产大量的压力

容器产品。

由中国一重生产的锻焊容器产

品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90%以上，

还远销到海外的多个国家和地区，并

沉淀下了国内最优秀的压力容器类

产品设计和制造队伍。

从上世纪 60 年代初，中国一重就

开始了压力容器的研制。 在上世纪 80

年代，第一台完全国产化的 2�1/4Cr－

1Mo 钢锻焊结构加氢反应器在中国

一重诞生。 在其后 30 多年间，中国一

重凭借着雄厚的技术、人才资源不断

创新， 总共制造了 730 余台容器设

备，总重逾 24 万吨，总产量达世界第

一。

2000 年成功研制第三代材料，并

用于镇海 532 吨加氢反应器的制造。

此项新材料的开发不仅填补了国内

技术空白，而且使我国加氢反应器的

研制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

一重在容器制造领域所取得的成绩

无一不是依靠自主创新和艰苦奋斗

取得的，先后开发出了五代热壁加氢

反应器，实现了产品从千吨级到双千

吨级的跨越，一举走在了世界的最前

列。

先进设备打破国外垄断

2015 年上半年，中国一重共签订

石化容器产品合同 4.56 亿元。 其中，

中海石化营口有限公司 240 万吨 /

年项目中的加氢精制反应器、加氢裂

化反应器 2 台，均是千吨级加氢反应

器，合同金额超亿元。 同时，煤直接液

化项目、余热锅炉项目等国内项目和

炼油、煤制气等国外项目都正在跟踪

交流、积极争取中。

如今， 凭借自身优势和能力，中

国一重完成了中石油、中石化超大直

径、超大壁厚加氢反应器的研制及制

造工作，其中千吨级反应器达 84 台，

最重的反应器设备重量 2224 吨；设

备直径超过 3000 毫米的大型反应器

多达 400 多台， 其中最大直径达到

9000 毫米；设备壁厚超过 200 毫米厚

度的设备多达 200 多台，最大厚度达

到 358毫米。 无论是生产业绩还是生

产范围和能力，都在容器制造领域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

2000 吨级神华煤直接液化工程

项目是世界上首次进行的煤变油产

业化示范工程。 中国一重为神华煤

变油工程承制的两台反应器是煤直

接液化工程的核心设备， 它是目前

世界最大的锻焊结构反应器。 由于

它的直径、壁厚和重量均属特大型，

属于技术难度很大的极限制造，其

设备重量、容器吨位、产能、制造难

度和技术含量堪称世界之最。 它在

中国一重的制造成功， 标志着我国

独立制造大型反应器能力实现历史

性突破，在超大型容器的材料研究、

设备设计、 制造工艺技术等方面已

位于世界前列。

百万吨级大型乙烯成套设备则

是石化装备振兴的重中之重。 EO/EG

换热器是化工工艺过程中实现能量

平衡的关键设备。 中国一重为打破此

类设备的国外垄断，提高我国重大装

备自主制造水平，与有关设计制造单

位成立课题攻关组， 开展协作攻关，

成果获得实用新型专利 2 项，形成企

业技术标准 2 项，实现了国内首台换

热面积达 12622 平方米的 EO/EG 装

置超大型固定管板式换热器的国产

化设计制造，推动了我国石化装备的

发展。

到目前为止，中国一重已经完成

了 19 个国内外千吨级以上的双超大

型加氢反应器组焊现场， 有 75 台加

氢反应器现场组焊的业绩，具备大型

加氢反应器组焊现场从总体规划、基

础设计施工到现场施工管理的全部

资质和能力。

一重核电石化事业部双带极自动堆焊生产线

新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