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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称
的港珠澳大桥10月 24日正式通
车。

“港珠澳大桥是世界上最长
的跨海工程，钢结构桥梁、海底
沉管隧道工程规模及技术难度均
为世界之最。”10月25日，交通运
输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在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港珠澳大桥筹
备6年、建设9年，是凝聚着全社
会和全行业智慧的伟大工程，将
我们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
上了更高的台阶，它的建成通车
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件大事，更
是我们国家的一件大事。

钢结构技术
领先世界
吴春耕表示，港珠澳大桥在

建设中，相继攻克了海底深埋沉
管隧道、海中人工岛快速成岛、
海上装配化桥梁、海洋混凝土结
构耐久、跨海集群工程技术标准
等世界级难题。

港珠澳大桥是我国继三峡工
程、青藏铁路之后又一项重大的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被英国《卫
报》誉为“现代世界七大奇迹”之
一。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发布会
现场获悉，包括杭萧钢构、中铁
工业、中建钢构等国内顶级钢构
企业，都参与了大桥的钢构工
程。

“港珠澳大桥桥梁工程用钢
量达到42.5万吨，约为60座埃菲
尔铁塔，是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大
规模使用钢箱梁的工程。中铁山
桥承建的港珠澳大桥最大标段钢
箱梁制造 CB01 标，钢结构总重
约18万吨。”中铁工业公司相关

负责人向媒体介绍，中铁山桥在
建设过程中创新性研制了机器人
焊接系统，高标准实现了“大型
化、工厂化、标准化、装配化”的
四化要求。

以“汽车零件生产方式进行
流水线生产钢结构板单元”，实
现了全球桥梁钢箱梁制造的突
破，并有力推动了中国桥梁钢结
构制造技术迈入世界领先行列。

杭萧质量
经受“最严标准”
杭萧钢构作为国内首家钢结

构上市公司，因其过硬的技术和
产品获得参建机会，参与港珠澳
大桥珠海口岸澳门旅检大楼的建
设工作。

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澳门旅
检大楼位于邻近澳门和拱北的海
面人工岛上。该人工岛东西宽
930—960 米、南北长 1930 米，工
程填海造地总面积近220万平方
米，是港珠澳大桥项目中填海面
积最大的人工岛工程。

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分为四

大区域：旅检大楼 A、旅检大楼
B、交通中心、交通连廊。其中，
旅检大楼总建筑面积 169498 平
方米。

使用寿命达 120 年、可抗 16
级台风、具备抵御8级地震的能
力……作为中国交通史上技术最
复杂、建设要求及标准最高的工
程之一，港珠澳大桥的高定位决
定了用于桥梁工程、土建工程及
组合梁施工的钢构产品，在质量、
性能等方面的“最严格标准”。

据杭萧钢构（广东）公司负责
人回忆，当时接到该工程项目
时，工期紧张，并且对钢构件的
焊缝等级和外观要求非常高，其
中箱型钢柱隔板多，制作难度大
大增加。虽然时间紧任务重，但
广东杭萧始终严把质量关。从采
购到制作，都采用了最严格的标
准、最成熟的技术，最终将高质
量的构件，按要求运抵港珠澳大
桥的项目基地，受到项目法人的
高度赞扬。

旅检大楼作为港珠澳大桥中
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与珠海口岸
同岛设置的澳门口岸都成为大桥

的重要配套项目之一。从此将成
为连接珠港澳、实现三地互通的
陆路口岸。

世界最长钢构桥
据了解，港珠澳大桥的主体

工程特点是：战线长、量大面广、
关键节点不胜枚举。

此前有媒体报道：在港珠澳
大桥施工现场，看不到人头攒
动、千军万马的施工景象，而是
为数不多的大型装备在现场进行
砌积木式的装配化安装。桥墩、
桥面、钢箱梁、钢管桩等都是在
附近地区的厂房里建好后，再用
巨轮拖到海上安装。

“相比传统的建筑方式，装配
式钢结构建筑具有材质均匀、硬
度大、抗压性强等优点，密度更
大，可塑性也更高，同等重量和
强度要求下，钢材不仅自重更
轻，而且更适合在工厂加工，运
输和组装也更方便，因此运用在
许多建筑类型中。”杭萧钢构集
团副总裁窦贺男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以港珠澳大桥、

“天眼”、北京新机场等为代表的
钢结构工程，成为钢结构建筑靓
丽的“名片”。

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桥，
采用的同样是钢结构体系，被认
为是世界最长的钢结构桥梁。桥
墩、桥面、钢箱梁等先在中山、东
莞等地工厂加工好，在风平浪静
的时候，在海上一块块、一层层
地组装起来，像搭积木一样，效
率更高，也更环保。其中，主体
工程海中桥隧的3座斜拉桥，桥
体也全部采用钢结构。再加上上
述的人工岛主体建筑，桥头连桥
尾，全都采用装配式施工工艺，
可见装配式建筑，力拔山河，可
堪大任。

“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
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
妙光彩射目。佳者较画更胜……”
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在《筠清轩秘录》
中，如此盛赞中国传统的刺绣工艺。

10月17日，在位于江苏省苏
州市高新区西部生态旅游度假区
（镇湖街道）的苏绣小镇，全国政协
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
邵鸿带领的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
调研组感受到作为中国“四大名
绣”之一的苏绣“较画更胜”的魅
力。此次调研主题是“妥善解决特
色小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而苏
绣小镇就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特
色小镇。

轻挑慢捻，细如发丝的绣线在
指间纷飞，一幅巧夺天工的“画”慢

慢显现。在小镇绣品街上一家刺
绣工作室，绣娘们精湛的技艺让委
员们赞叹不已。

这条长一千余米的绣品街，是
苏绣小镇的重心所在，多年前，这
条街上的绣楼就是一栋挨着一栋，
可谓“家家闺阁架绣棚、妇姑人人
习巧针”。“现在我们要进行景观提
升，打造绣品街南北两端不同区
域，设置文化会展、产业创新孵化
等板块，实现产业集聚的‘宜业’属
性，还要打造生态片区，建设配套
生活设施，丰富‘宜游’、‘宜居’属
性。”小镇相关负责人向调研组介
绍说。

所谓特色小镇，是在几平方公
里土地上集聚特色产业、生产生活
生态空间相融合、不同于行政建制

镇和产业园区的创新创业平台。
特色小镇首先“特”在产业，从这个
角度看，毗邻太湖、历史悠久的苏
绣小镇，天生就具有成为特色小镇
的基因。

自古以来，镇湖盛产苏绣，这
里的苏绣历史可追溯到两千多年
前，它也一直是镇湖农民家庭养家
糊口的支撑。现在，小镇由苏高新
集团及西部生态旅游度假区（镇湖
街道）合作开发，总体规划面积约
3.8平方公里。这里逐渐汇集了众
多有品牌的刺绣工作室，配套的电
脑辅助设计、丝线面料销售、装裱
包装、运输物流等专业商店也纷纷
涌现，形成刺绣行业的完整产业
链。今年，小镇还入选了江苏省发
改委发布的首批25家省级特色小

镇创建名单。
昔日民风淳厚的自然村落，而

今正成长为现代化风情小镇。当
调研组走进小镇的“中国刺绣艺术
馆”，眼前仿佛打开了一卷苏绣画
册，许多鲜活的故事从两千多年前
娓娓道来，一直讲到今天。

苏绣小镇的美，给委员们留下
了深刻印象。“很多人觉得特色小
镇应该‘高大上’，把高度现代化片
面等同于欧化，其实特色小镇应该
更多体现我们的区域特色和民俗
情怀。”王茂虎委员说。吴刚常委
则认为，特色小镇应该既满足特色
产业发展需要，又能通过产业链发
展带动更多就业，这样才能拥有持
续发展的生命力。

（来源：人民政协网）

随着《纺织工业“十三
五”发展规划》的全面实
施，中国纺织业正向工业
4.0 时代迈进，与纺织业相
关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应用技术，正
在促进要素资源优化配
置，推动制造模式和商业
模式创新，形成了纺织经
济发展新动力。

10 月 7 日，在以“改革
开放40年中国纺织工业发
展历程”为主题的首届丝
路论坛上，来自工信部、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
济研究所、中国纺织科学
研究院、中国纺织工业联
合会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
聚集浙江湖州，论述中国
纺织工业经过40年的改革
开放，从技术研发、产品应
用以及市场推广等诸多方
面都有了质的飞跃，接下
来将迎来一个“纺织业智
能化”发展的新阶段。

“纺织业‘十三五’规
划里提出要推出一些智能
制造的重点工程，包括形
成和推广6条智能生产线，
涉及印染自动生产、服装
缝制自动生产等，在新时
代下，我们要靠改革创新
来提升发展传统纺织业。”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党委
书记高勇表示，人工智能
等新兴技术的涌现，正带
动企业开发智能化纺织装
备，推动产业向高端化转
型。

对于未来高端纺织产
业的“图景”，专家介绍，日
常的可穿戴智能服装是方
向之一。此外，国防军工、
交通运输等先进制造业，
功能性服饰与家纺用品，
生物医用等大健康产业，
能源环保等生态环保城市
建设，这些领域都将是未
来高端纺织产业发展的机
遇所在。

湖州市作为全国丝绸
纺织产业的重要基地，改
革开放 40 年来，坚持创新
发展丝绸纺织工业，从种
桑、养蚕、缫丝、织造、印染
整理到服装、家纺产品及
茧丝绸综合利用，丝绸产
业链不断延伸。如今丝绸
纺织业仍是湖州市一大特
色优势产业，总投资 70 亿
元的丝绸小镇，通过整体
打造研发教育、商业创新、
总部运营三大平台，助力
中国纺织工业和时尚产业
迈向高端。

小镇动态

丝绸小镇助力
纺织产业迈向高端

雷蕾

苏绣小镇：“绣”出来的小镇故事

港珠澳大桥再添钢结构建筑“中国名片”

杭萧钢构参建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澳门旅检大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