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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东环高速公路牛驼寨互
通（北中环）工程，主要施工项目
包括北中环—太行路立交匝道，
A、B、C、D、E连接匝道和对应的
东环高速主线加宽，北中环与太
行路立交以北约400米处设置匝
道与东环高速公路相接，采用A
型单喇叭互通匝道下穿，通过收
费站实现北中环、太行路及高速
的交通贯通。工程内容包含道
排、桥梁、电力、边坡防护、照明、
新建“4进6出”收费站1处、新建
管理用房等所有附属设施，合同
中标价为14559.02万元。

开展劳动竞赛
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太原牛驼寨互通工程弃运土

方量一共300多万，作为一项浩大
的“移山”工程，土方弃运为该工
程的节点难点，土方如果不能快
速高效的外运，将影响桥梁、房
建、防护工程施工时间。为保证
工期按期完成，项目自开工以来
始终秉承公司自强奋进、永争第
一的企业精神,以项目领导班子为
核心骨干，以青年员工为主力军，
成立青年突击队，开展劳动竞赛，
签订劳动竞赛承诺书。项目制定

了各分部分项工程详细的施工计
划以及工程总计划，通过计划分
解对各施工协作队伍进行进度考
核，以10天为一个周期进行考核
并按照相应的奖罚措施进行奖励
和处罚，调动了员工工作的积极
性，激发了创新能力，掀起了大干
热潮，达到了岗位练兵、培养人才
和创先争优的目的。青年突击队
作为这场竞赛中加速奔跑的中坚
力量，对“移山”工程顺利推进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创新工法
提升工程建设水平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此

类旧路改桥的工程在市政工程中
日益可见，在此类工程施工中常
会遇见墩柱施工场地不够或施工
难度大、工期紧等问题。太原东
环高速牛驼寨互通工程A匝道分
离式立交桥是在已运营的高速公
路上将路基改为桥梁，由A匝道
下穿该桥,采用半幅开通半幅封闭
的施工组织。针对该桥所处的环
境与特点，采用了独特新颖的桩
柱一体式的施工工法，成功完成
了桩基与立柱一体式的施工任
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
益。较之传统的先施工桩基再施
工立柱的工艺，立柱、盖梁、上部

现浇箱梁的施工大大降低了施工
高度，提高了工程建设水平。这
种新工艺新技术相对较为安全，
在各个步骤的施工中大大缩短了
工期，降低了材料和人工成本，提
高了工效，为类似工程施工提供
了施工经验。

引进扬尘监测系统
打造绿色工程
控制扬尘噪声污染，打造绿色

工地，树中交文明施工良好形象，
一直是牛驼寨项目的目标。可是
面对牛驼寨工地巨大的土方量，怎
么才能让工地环境越来越好？传
统的绿网、草帘子、洒水车等方式
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为此，
工地引来了新“哨兵”——在线扬
尘噪声监测系统，时刻守护环境，
在一线24小时监测粉尘颗粒物，
对施工区域内的环境污染状况进
行实时监测，哪一时间段工地环境
不达标都能测出来。该系统还能
360°全景监控、采集气象信息、监
测噪声及扬尘，监测的数据可运用
云计算、大数据技术，将数据及时
传到网上云平台，最终还能汇集到
环保监测部门。有了这位新“哨
兵”大家在施工中更加注重文明施
工，工地远离了扬尘、噪声污染，打
造了绿色工地，树立了中交文明施

工良好形象。

党建进工地
引领促发展
牛驼寨项目工期时间紧，质

量要求高，项目党支部以“党建进
工地，引领促发展”及“两学一做”
为契机，要求全体党员及领导干
部把“两学一做”当做一项政治任
务对待，在自己的岗位上勇于担
当作为，时刻保持党员的先进性，
真正起到党员先进模范带头作
用。要求全体党员和领导干部要
全方位的考虑如何去完成任务指
标，提高工作效益。为提高工作
效率动脑筋，为项目发展出谋划
策。

团队的荣誉是项目全体员工
共同努力所得，但是成绩的背后，
离不开领导者的整体把控和战略
眼光。在项目经理陈亮的带领下，
领导班子团结一心，项目全体员工
辛勤付出。太原牛驼寨互通工程

项目自开工以来，围绕施工特点成
立了由项目领导及相关技术人员
组成的QC成果技术攻关小组，在
此过程中本QC小组成员积极参
与，通过施工现场调查，精心选择
研究课题，针对施工中遇到的问题
仔细分析，制定相应对策，解决并
攻克了施工中遇到的各项疑难问
题，提高了施工质量管理水平，促
进了企业工程质量创优达标，巩固
了三公司在太原市场的地位。

2017年 3月 16日，在太原市
建筑业协会召开的2016年度建筑
施工企业QC成果发布会上，由该
项目QC小组编写的《提高浆砌片
石护面墙外观质量》和《超深多级
路基边坡开挖质量控制》两项QC
成果分别被评为二等奖和三等
奖，同时还获得了太原市2016年
度工程建设QC活动优秀组织奖
荣誉。牛驼寨项目申报的“桥梁
桩柱一体式施工工法”达到国内
领先水平，获得“2016年山西省省
级工法”证书。

攻坚克难 奋进如歌

王靖苏民

——中交一公局三公司太原牛驼寨互通工程施工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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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水电五局承担
研究的并获得国家财政部重大施
工新技术研究与开发资金支持的
《300 米级高心墙堆石坝施工关
键技术研究与应用》，顺利通过了
清华大学、潘家铮基金会、水电水
利规划设计总院、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中国水力发电工程
学会、四川大唐国际甘孜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昆明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四川
二滩国际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等单位的知名专家和教授组成的
鉴定委员会鉴定验收。

突破多项关键技术
解决系列技术难题

该重大专项突破了多项关键
技术，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成
果，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赢得了与会院士和专家的
高度认可。中国工程院院士马洪
琪认为，该技术成果真正采用了
新工艺、新办法、新技术，是近年
来难得一见、能让人眼前一亮的
施工技术创新；钮新强院士认为，
技术成果很详细具体、创新点非
常多，促进了高土石坝技术上台
阶。

中国水电五局组建于 1954
年，是中国电建集团所属骨干企

业，是国内大型土石坝施工主力
军之一。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
承建了土料心墙坝、沥青心墙
坝、面板堆石坝等各类土石坝60
余座，遍布于国内二十多个省
（市、自治区）及苏丹、摩洛哥等
非洲国家，创造了行业的奇迹。
中国水电五局践行“不创新不
行，创新慢了也不行”的科技创
新理念，通过《300米级高堆石坝
施工关键技术研究》重大科研专
项研究，多项技术创新成果推动
着长河坝水电站工程建设又好
又快地稳步推进。

长河坝水电站是大渡河干流
水电梯级开发的第10级电站，是
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工程。电
站大坝建于深厚覆盖层上，坝体
高240m，覆盖层和坝体的总高度
293m，地震设防烈度高达9度，河
谷陡窄，坝体变形稳定和渗流稳
定控制难度大，设计指标及施工
质量标准高，施工同时面临天然
砾石土料场成因复杂、均匀性差、
堆石料场岩石坚硬、剥采困难等
难题，施工极具挑战性。

结合该代表性工程，开展高
心墙堆石坝施工技术研究，对于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高土石坝筑坝
技术，促进300m级高土石坝工程
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破
解工程管理和建设过程中技术难
题、工程快速推进、保证长河坝水

电站大坝工程建设进度，成为摆
在中国水电五局建设团队面前的
一个重大课题。它们考验着建设
者的勇气、智慧和能力。

该项目通过十余年的产学研
协同攻关，提出了25项理论与方
法，形成了3项行业标准；获得了
50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及8项
软件著作权；研制和应用了15套
软硬件新装备，形成34项国家级
及省部级施工工法；培养了一大
批站在行业技术前沿、勇于创新
的高素质人才；形成了系统的复
杂地质条件高心墙堆石坝施工
关键技术，解决了深厚覆盖层上
300米级堆石坝建设的一系列工
程技术难题。

提出心墙土料改性
成套施工新工艺

针对天然砾石土料场成因复
杂、均匀性差的工程难题，提出
了基于P5含量等值线的料场勘
察方法，实现了对土料场的精细
化分区；对于砾石粒径超标的土
料，采用棒条式振动筛剔除超径
石；对于P5含量不满足指标的土
料，采用粗、细料机械搅拌掺混
技术；研发了快速翻晒、畦田法
补水闷制及移动式自动加水工
艺，满足最优含水率要求。经上
述系列工艺改性后，砾石土料的
性能指标均满足规范和设计要

求，有效提高了主土料场的利用
率，取消了第二料场。

研制土石坝精细化
施工系列新设备

研发了高陡边坡混凝土浇筑
反轨液压爬模，提高了岸坡盖板
混凝土施工质量；研发了盖板混
凝土基面泥浆喷涂专用设备，保
证了泥浆涂层的厚度和粘结强
度；研制了界面双料机械化摊铺
器，实现了心墙和反滤料的精准
摊铺；首创精准控制的智能化无
人驾驶振动碾，提高了碾压施工
质量，保护了操作人员的健康；
研发了坝料智能化加水系统，实
现了坝料加水量的精确控制。
实现了土石坝精细化施工的重
大创新。

研发质量检测
和控制新方法

提出了砾石饱和面干含水率
替代法，实现了砾石土料含水率
的快速检测；集成数字图像处理
和数据挖掘技术，研发了数字图
像筛级配快速检测方法，实现了
砾石土和反滤料级配的快速检
测；提出了基于三维扫描的堆石
坝填筑压实度检测技术和基于地
基反力测试的车载压实质量检测
方法，实现了全料全过程检测及
反馈。研发了集大型微波红外烘

干设备、自动计量系统和测试计
算设备的车载移动试验室，显著
提高了检测效率。为传统的土石
坝检测方法开辟了新途径。

注重生态环保
践行绿色施工

通过土料改性研究，合理规
划开采料场，取消了第二土料
场，节约耕地765亩，减少了移民
搬迁；采用振动碾无人驾驶技
术，避免了强烈振动环境对操作
人员的伤害；研究采用的机械化
成套设备和高效施工技术，节能
减排效果明显，有效保护了环
境，实现了绿色施工。

研究成果在长河坝工程应用
使得大坝提前4个月填筑到顶，
提前7个月蓄水发电，目前坝体
变形及渗漏情况稳定且较同类
工程指标更为优越。相关技术
成果已在两河口、双江口、苏丹
上阿特巴拉等国内外大型水电
工程应用，并为澜沧江古水、如
美，金沙江其宗等高心墙堆石坝
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提供了技术
支撑和实践经验，以创新、突破
的理念建设科技大坝、数字大
坝，培养了一大批复合型土石坝
施工管理与技术人才。经济社
会与环境效益显著，有力地推动
了行业科技进步，具有广泛的推
广应用前景。

中国水电五局：数字大坝领航技术新高度
韩兴耿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