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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博纳环境设备的首席
运营官，一直以来，谢之明始终
坚持以严谨的工艺和先进的技
术理念，推动行业健康发展。谢
之明认为，空气处理设备行业突
破瓶颈的关键是走技术创新发
展之路。自博纳公司创始以来，
谢之明带领团队围绕“医疗专用
生物安全空气处理洁净机组”

“高强度防腐蚀工业喷涂空气处
理机组”等产品展开创新研究，
研发多项知识产权专利，如今，

这些技术都已成功运用到公司
的产品中去。在专注自身研究
发展的同时，谢之明还积极推进
公司与外部专业机构的合作，目
前博纳已经与苏州科技大学开
展多种形式的产学研合作，继续
促进公司的科技成果转化，并培
养更多的行业人才，以此促进整
个行业的发展。多年的运营，谢
之明领导公司获得了江苏三星
级上云企业、全国科技型中小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荣
誉，已成为业内顶级的环境处理
设备企业之一。

在技术创新过程中，谢之明
坚持从现实问题出发，精准制定
空气处理方案。其中，在与无锡
凯宜医院的合作中，谢之明亲力
亲为，带领团队开展实地考察，
为了优化机组性能，谢之明团队
采用机器人自动加工的液体密
封技术制作劲足密封条，使其机
组泄漏率达到了L1级，而创新采
用的博纳3D立体下沉式水盘更
是开创了业内先河。无论是空
调区域的湿度、温度和洁净度都
达到了行业一流水准，受到了合
作方的高度评价。

同时，通过高标准、严要求
赢得市场新契机，谢之明秉持着
发展的理念，带领博纳公司积极
对接国际市场，走上接轨国际市
场、强强联合的道路。过去几
年，博纳公司发挥自身技术优
势，分别与美国波音公司、美国
特斯拉公司等强强联合展开数
次成功合作，在助力行业发展中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
谢之明将继续砥砺前行，坚持专
注技术研发，做空气设备处理的
先行者，不断推动行业的持续发
展与进步。

博纳环境设备首席运营官谢之明：

坚定技术创新，做空气处理设备先行者

谢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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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8日，第七届世界智能
大会在天津开幕。中国联通董
事长刘烈宏出席大会开幕式暨
创新发展高峰会，并发表题为
《云智为擎，加速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转型升级》的主题演讲。

刘烈宏在演讲中结合当前
热点，分析并指出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发展大潮中中国运营
商的三次转型。关于如何实现

“联接、感知、计算、智能”能力
的云上聚合、打造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关键引擎的时代之

问，刘烈宏指出，一方面将“智
能”内化为平台能力，成为更懂
客户的数字化转型使能平台；
另一方面将“智能”外化为产品
方案，成为更贴近行业的数字
化转型算力引擎。一是以云聚
智，推进算网创新，丰富面向人
工智能的算力供给。中国联通
全面升级联通云，积极探索计
算、存储、网络性能突破，提供
更多种类、更高性能、更具性价
比、更低时延、更高可靠的算力
供给。持续增加算力资源规
模，联通云“一市一池”覆盖 200
多个城市，年底规模还将实现

倍增；不断强化算力资源供给，
上线专用算力平台，模型训练
再提速，全面支持人工智能对
智算、超算的需求；高效实现算
力智能调度，通过 AI 自动编排
实现全国云池毫秒级智能调
度。二是以云融智，推进数智
创新，聚合云大物智链安一体化
能力。中国联通聚合“云、大、
物、智、链、安”六大核心能力，
充分发挥大数据能力优势，打造
领先的人工智能平台。构建 AI
原子能力“大脑”，形成 AI 垂直
功能“肢体”，打造具备“职业技
能”的AI产品，通过联通云提供

更加简单、更为高效、更有温度
的 AI 服务。三是以云赋智，推
进融合创新，打造面向千行百业
的智能应用。中国联通持续深
耕上云用数全场景，全面服务数
字中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为
经济、政务、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强劲数字化动能。

作为大会连续三年战略合
作伙伴，中国联通深度参与大
会展览展示等活动，承办第三
届 5G+工业互联网（天津）高峰
论坛，并携手合作伙伴打造天
津市工业互联网研究院，赋能
天津市制造产业转型升级。

中国联通董事长刘烈宏：

云智为擎，加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

刘烈宏出席大会开幕式暨创新
发展高峰会并发表主题演讲

孟根桑邓凌东

随着天山胜利隧道最后一座
井深645米的3-2竖井顺利贯通，
标志着乌尉6标项目竖井掘进任
务全部顺利完成，对于隧道内的
施工通风将起到关键作用。

全长 22.13 公里的天山胜利
隧道是乌尉高速公路的关键工
程，属特长高寒高海拔公路隧道，
建设工期为六年，项目建成后将
打通新疆天山南北的交通运输屏
障，将成为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
隧道。乌尉6标项目主要承建天
山胜利隧道出口端11.05公里，3
号竖井、4号竖井等施工内容，贯
通后的竖井成为世界最长高速公
路隧道的“呼吸之肺”。

雪中踏勘 迎难而上
艰阻中逆袭

天山胜利隧道采用“三洞+
四竖井”方案施工，乌尉 6 标承
担3号竖井2座/1290m，4号竖井
2座/1026m的施工任务。

出口端竖井最高海拔达到
3600米，在天山深处，地质条件复
杂，施工环境恶劣，极端最低气
温-42℃，常年平均气温-5℃。井
身依次穿越冻土层、富水层，井筒
掘进过程中，存在涌水、坍塌等
风险。

“3号竖井井筒最大开挖直径
达到11.8米，井深645米，相当于
从天山挖了一个‘广州塔’，施工实

属不易。”项目竖井突击队队长赵
红刚回想起建设时的点点滴滴，感
慨万千。踏勘时，由于山体陡峭，
起初只能靠步行，但看着不高的山
体，耗费3个小时都走不到半山
腰，不少同事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
应。他们骑马5次踩着齐腰深的
积雪，跋涉30多公里的高山雪原，
最终确定了最佳竖井选址方案。

经过三个多月日夜奋战，克
服高寒高海拔的恶劣环境，终于
完成井口场地平整和临建工作。
疫情期间，项目部自我克服困难，
不等不靠，突击队党员奋勇向前，
最终如期完成竖井开挖任务。

石以砥焉 化钝为利
战胜困境

这座海拔 3600 米的 3 号竖
井，每年有 200 多天为暴风雪天
气，只要下大雪就会封山，被称之
为“被挂念的竖井”。

“夜里的风最高能达到15级
以上，房顶呼呼作响感觉随时都
有可能把房子掀起来。”为了保障
工人生活，宿舍设有地暖、24小时
热水、无线网络、棉衣棉被棉帽，
这里也成为了施工人员的幸福避
风港。

项目党支部书记侯永川在一
次3号竖井巡查过程中，原本晴朗
的天气忽然变得阴沉起来，一场
暴风雪突如其来。此时的室外气
温骤然降至零下20度，导致施工
现场断电，不仅无法正常施工，60

多名施工人员在没有供暖的情况
下，被困施工现场。

侯永川一边立即带着专业电
工步行在雪中排查线路，一边要求
项目部突击队立即前往竖井送
200千瓦的发电机。情况紧急，突
击队成员临时成立了两组队员兵
分两路，侯永川带着一批人从3号
竖井往项目部方向清雪，另一批人
则从相反方向清雪，在便道中汇
合。在次日凌晨6时，终于安全的
将发电机送到了3号竖井，恢复了
供电、供暖和通讯信号，保障了施
工人员正常生活，也成功救援了被
困便道上的牧民车辆和司机。

焕新科技 攻坚克难
争创荣誉

在海拔3444米的4号竖井施
工过程中，涌水量达到了160方每
小时。“正常超过20方每小时的涌
水时竖井就无法正常开挖，出现
这么大的涌水量，现场施工人员
瞬间不知所措。”4号竖井负责人
李明回忆道，为了施工安全，竖井
不得不停止开挖。

项目总工程师毛锦波带领技
术团队，针对竖井掘进过程中的
大涌水问题，通过竖井突涌水治
理调研、技术论证，提出了一种改
进新型竖井地面预注浆技术，针
对大理岩大倾角、微裂隙、低地温
等注浆难题，设计S型注浆孔，通
过技术手段，确保了竖井地面预
注浆堵水效果。同时创新研发

“环向截水槽+集水仓”的新型竖
井截水结构和施工方法，对开挖
面上方井壁渗水进行有效截留和
抽排，通过以上综合治水措施，4
号竖井成功穿越富水地层。这不
仅解决了现场施工难题，还总结
形成《高寒高海拔公路竖井地面
预注浆施工工法》，荣获中国公路
建设行业协会公路工程工法。

智慧管理 保驾护航
安全生产

竖井施工本着对安全质量高
起点、高标准的目标要求，严格规
范化管理，根据不同的施工工序，
对特殊工种、关键岗位及高危作
业人员开展班前教育，并引进先
进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设备，确保
了竖井施工“零事故”目标。

为确保施工安全，在竖井的
天轮平台、绞车房、稳车房、翻渣
平台、吊盘底部等关键区域安装
高清视频监控系统，利用井口视
频监控系统实时监控井内外各部

位的施工情况，管理人员、值班人
员可以直观了解和掌握施工各视
频监控点的实时情况，实现了及
时、准确安全监管。

远程监控罐笼、吊桶的行进
方向、速度，并监控出渣平台及井
内工作平台的实时动态，根据需
要作出相应调整。增加了拉力传
感器，实时监测吊盘稳绳受力情
况……数字化、智能化在加快施
工速度的同时，对于提升竖井的
安全生产水平起到关键作用。

自2021年2月第一个竖井开
挖以来，经过提前谋划，克服困
难，严格控制过程安全、质量，在
两年时间内，如期完成了4座竖井
落底，圆满完成了竖井开挖以及
初期支护施工任务，工程建设取
得了阶段性胜利。

后续竖井的二次衬砌施工、
保温板、装饰板施工、风塔施工等
工序即将全面推进，项目部将继
续保持奋勇拼搏的精神，高效推
进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顺利完成
各项目标任务。

造高寒路“呼吸之肺”功在世界隧道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