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筑施策建设“好房子”用心托举群众“安居梦”
记北京城建集团昌平区北七家镇歇甲庄村定向安置房项目经理罗党龙

罗彦飞张利歌

近日，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
公布了2024年度工程建设诚信项
目经理名单，北京城建集团昌平区
北七家镇歇甲庄村定向安置房项
目党支部副书记、项目经理罗党龙
荣获“2024年度工程建设诚信项目
经理”称号。

罗党龙先后参建过积水潭医
院回龙观院区二期扩建项目、北京
世园会中国馆等大型、重点项目。
所参与项目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
奖9项，省部级及以上工程质量奖
13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5项，
发表专业论文5篇等，个人曾获北
京市优秀建造师等荣誉称号，“罗
党龙青年突击队”荣获北京城建集
团“优秀青年突击队标杆”荣誉
称号。

胸怀大局 攻坚克难
匠心建造尽显铁军本色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核心标志性工程——中国
馆项目开工伊始，项目总工罗党龙
在一个充满挑战和复杂性的工程
环境中，迅速组织技术质量团队，
成立创优攻关小组，提出BIM+智
慧建造的决策方案，建立起从建筑
结构性能分析、深化优化、进度管
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安全管理
等方面的全套管理体系、系统，做

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和实施方法。
面对屋顶的曲面造型实施难题，有
效解决大量设计深度不足问题，既
体现“如鸟斯革，如翚斯飞”诗经意
境，更彰显古典神韵。

针对屋盖132榀桁架、5400根
小横杆的焊接位置、角度都不一
样，为确保如意曲线平稳过渡，项
目部利用全站仪、经纬仪对1.3万
个连接点全程测量定位，总焊缝
长度超过了1万米，确保安装焊接
精度，最终，1.2万根构件的精准组
合拼装出圆润的如意屋顶。面对
梯田这个施工难题时，16万方的
总土量，创新布设阶梯式存土区，
遵循“施法自然”的原则，提前规
划施工条件和内容，既解决肥槽
土存土，又为梯田土方堆筑创造
条件。针对梯田最高达10m，最
长达160m的情况，通过模型分析

和等比例实体试验，对堆筑土体
的土壤、级配砂石、毛石墙等相关
配比、顺序等进行不断优化，让梯
田堆土牢固程度达到最佳，同时
实现梯田与场馆环境形成浑然一
体的效果。在罗党龙的领导下，
中国馆项目先后获得“北京市建
筑（结构）长城杯金质奖”“北京市
绿色安全样板工地”“北京市第十
一届Ι类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成果”

“全国 BIM 大赛施工组一等奖”
“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小组”等
荣誉。

科技创新 精益求精
科技赋能智慧工程建设

昌平区北七家镇歇甲庄村定
向安置房项目是北京市重点民生
工程，也是“SPCS新型装配式建

筑体系”首次在北京应用，应用实
施体系不完备。

罗党龙作为项目经理，他带领
项目团队在建造全过程管理中，结
合工程特点，大力推广智能建造与
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智能建造
技术积极探索及深度应用，主导建
立项目“产学研”协同基地，通过

“校企联合”模式，将智能建造与
SPCS体系相结合，以《基于新型装
配式体系智能建造技术与应用》为
课题着手研究，推动项目高效管
理、高质量实施，提高工程建设
品质。

施工过程中，实现了BIM与
MR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通过后
插法钢筋精准定位施工技术，避免
了插筋位移、偏位的问题；通过叠
合墙免垫片快速调节施工技术，实
现了空腔墙体的精准调节及快速
固定；通过PCF板免临时支撑施工
技术，大幅提高了PCF板转角拼缝
良品率；通过保温一体化叠合墙三
角桁架应用技术，解决了传统悬挑
架造成的渗漏隐患，同时又极大提
高了施工安全性，实现项目精细化
管理，优化生产资源配置，高效提
升对各专业、各阶段的协同管理。
项目也因此荣获“北京市结构长城
杯”“北京市绿色安全样板工地”

“昌平区扬尘治理绿牌工地”“工程
建设行业产学研协同创新最佳案
例”“工程建设质量信得过班组”等
多项全国及北京市QC成果荣誉，

罗党龙荣获“北京市优秀建造师”
“工程建设诚信项目经理”等称号。

不忘初心 筑楼育人
履职尽责彰显使命担当

作为项目党支部副书记，罗党
龙始终持续在学习中用党的创新
理论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切实提高推动发展、解决问
题的能力，并以此理念付诸于项目
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中。他组织
成立“罗党龙青年突击队”，以“技
术进步，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未
来无限”为学习、工作准绳，以长远
的发展眼光投资于人才培养，通过
培养大家学习能力，发现人才，人
尽其才，工作中充分调动员工的主
动工作热情和工作效率，倡导并践
行敢于尝试新技术和新方法，将传
统建设方式转变为更加高效、环保
的现代建筑技术。在他的带领下，
大大提升了团队的凝聚力和执行
力，由他担任队长的青年突击队获
得北京城建集团“优秀青年突击
队”称号。

一路走来，罗党龙把作为国企
员工的担当放在心上，把责任意识
扛在肩上，他始终用行动践行“创
新、激情、诚信、担当、感恩”的企业
核心价值理念，充分发挥“工匠精
神”深耕细作，以实际行动树立国
企形象，履行国企责任，彰显使命
担当。

项目经理罗党龙（中）在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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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新发展理念，铸造大国重器，助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
记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抽水蓄能电站超小转弯半径TBM施工装备研制与控制技术

张卫东刘家驿 周文朋
吴昊司勇贞

当前，全断面隧道掘进机
（简称 TBM）在水利、铁路、地
铁等隧道工程已得到广泛应
用。近年来，抽水蓄能电站、矿
山等领域 TBM 应用迅猛增长，
这些新领域的隧道往往具有转
弯多、转弯半径小等特点，给
TBM 施 工 应 用 带 来 了 新 的
挑战。

河北抚宁抽水蓄能电站进
厂交通洞、通风兼安全洞全长
2203.8 米，开挖洞径 9.5 米，共
有 7 个转弯段，最小转弯半径
90 米，纵向坡度-9.02%—+6%
频繁多变。在此之前，超小转
弯半径隧洞 TBM 机械化施工
专用设备和配套技术尚属空
白，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
局项目团队依托河北抚宁，浙
江永嘉、磐安、衢江等多个重点
抽水蓄能项目，开展《智能高效
抽水蓄能 TBM 施工装备研制》
课题研究。通过理论创新、装
备研制和技术研发，研制了适
用于不同开挖断面的超小转弯
半 径 TBM 成 套 装 备 ，形 成 了
TBM 掘进方向与姿态的调控技
术，解决了抽水蓄能电站工程
建设中超小转弯半径隧洞群高
效施工的难题，推动了行业技
术进步，项目成果经专家鉴定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荣获中国
电建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

变纵坡小转弯
TBM选型设计及装备研制

项目团队创新采用双护盾
主机结构+敞开式支护系统相结
合的集成设计，研制出大直径
TBM大行程差平行推进系统，优
化设备结构布置，研制了兼具拱
锚喷支护的双盾敞开式新型
TBM，整机长度85米，最小转弯
半径 90 米，比常规 TBM 分别缩
短50%和减小80%，适应坡度达
到了±10%。这台世界首台大直
径超小转弯半径 TBM 装备，实
现了直径9米级隧洞最小转弯半
径小于90米。

小直径 TBM 采用紧凑型设
计，研发了小直径 TBM 大行程
差 V 型推进系统，研制出中国
电建首台具有智能化导向转弯
控制功能的小直径超小转弯半
径 TBM 装备，最小转弯半径达
到 30 米级，适用于各类抽水蓄
能电站地下隧洞群施工。

变纵坡小转弯
TBM掘进方向控制技术

首创在大直径 TBM 上搭载
“激光靶+双目视觉识别定位技
术”的自动导向系统，突破了变
纵坡小转弯、强振动等复杂掘
进条件下 TBM 能够实现精确、

稳定、实时测量的导向技术。
针对大直径（9.53米）、超小转弯
半径（90米）工况下传统TBM无
法实现小转弯掘进技术难题，
提出了Ⅱ型平行布置推进系统
和油缸分布方案，首次实现通
过推进系统四个分区油缸伸出
量大行程调整，实现了 TBM 刀
盘和支撑盾位姿精准调整。

基于双盾敞开式 TBM，构
建了大直径超小转弯TBM姿态
调控数学模型，提出了 TBM 过
渡段和转弯段推进油缸内外侧
行程差值计算方法，在 R90 米、
R100 米转弯段行程差分别为
620 毫米和 460 毫米，远大于传
统 TBM300 毫米的最大行程差，
为TBM转弯段掘进控制提供了
重要的参考基准。

针对超小转弯半径 TBM 曲
线掘进时线路极易发生改变的
技术难题，构建了基于 LSTM
（长短期记忆网络）算法的TBM

掘进轴线偏差预测模型，经过
依托工程多个 R100 米、R90 米
转弯段数据的验证，实现了双盾
敞开式TBM小转弯半径掘进轴
线偏差的5分钟超前预测，实现
了掘进轴线偏差的精准控制。
成型后R90米隧洞水平偏差和垂
直偏差分别小于±75毫米、±80
毫米，完全满足设计规范要求
（水平偏差±100 毫米，垂直偏
差±80毫米）。

变纵坡小转弯TBM隧洞
渣料物料运输系统选型研制

面对变纵坡连续超小转弯
半径隧洞TBM掘进施工出渣胶
轮自卸车掉头困难的技术难题，
研制了“旋转栈台+胶轮自卸
车”体系的隧洞出渣运输装置，
实现旋转栈桥随TBM掘进作业
的同步移动，有效提高 TBM 掘
进效率，降低长距离运输难度，
最高日进尺达到了16.3米。

综合利用多机集成控制、多
点驱动、同步控制技术，发明了

“固定+连续”组合式连续皮带
机出渣系统，突破连续超小转
弯皮带机高效出渣技术，实现
皮带机系统能够适应小转弯线
路出渣需求，最高日进尺达21.2
米，为后续连续超小半径转弯
隧洞施工出渣方式的选择提供
了新的参考。

项目技术成果已在河北抚
宁，浙江永嘉、磐安、衢江抽水
蓄能电站等系列工程建设当中
成功应用，形成了超小转弯半
径 TBM 掘进施工成套技术体
系，为我国机械化、智能化建
造 TBM 领域开拓奠定了基础，
促进了 TBM 在抽水蓄能领域
的发展应用，提高了隧道建设
机械化、智能化水平，保障了
抽水蓄能电站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 ，具 有 广 阔 的 推 广 应 用
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