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内，上海
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已成为全市产业
发展的重要集群设施。

作为全国两大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的高地城市之一，上海芯片制造产业
集聚，产业链齐备。该产业园建成后
将打造服务国家战略、对标国际一流、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设计
产业园。

根据区域定位，这里将聚集起约
160万平方米的建筑体量服务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而完成其中近45万平方
米建设任务的是来自北京建工集团的
建设者。

让“豆花”地层不再软弱

整个张江区域为冲积平原，其地
下全部为淤泥地质，可以说，这种地层
形成了高流动性的软弱基础。要在淤
泥上修建最高100米的建筑，如同在

“豆花”上盖房子一样困难。
挖走淤泥还是因泥施策，北京建

工集团的团队选择了后者。45万平方
米的工程分为三个项目，结合实际，团
队形成了一套几乎涵盖所有基础处理
的复杂技术方案。

淤泥地层属于挖一下塌一块的情
况，在这种地形中挖出基坑的关键，就是
要锁住淤泥。为此，项目团队采取了逆
作法，即预先在地面布置宛如蛛网一样
的纵横交错的混凝土梁来顶住基坑边
缘，再逐步向下挖土，15米的深坑需要
架设三层这样的混凝土支撑体系。

此外，团队还采取打入地下连续
墙、止水帷幕等阻水性能较好的工艺
方法，为基坑的侧壁筑起坚固屏障，并
根据淤泥增大结构侧压力的情况，通
过内部架设支撑体系进行二次顶推，
抵消淤泥侧压力对支护结构的挤压而
造成的塌方风险。

为了增加整体结构的稳定性，项
目部还创新性地将地下连续墙和主体
结构墙体“两墙合一”，这种方式不仅
消除了结构与基坑边缘缝隙，两堵墙
还可以同时抵抗淤泥挤压，让建造的
安全系数翻倍增长。

诸多支护顶撑措施的组合拳也把
如同“豆花”一样的淤泥关在外面，虽
然这类地层处理在上海本地较为多
见，但是如此大体量的建造，也让这支
来自北京的团队积累了丰富的应对南
方软土地基的施工经验。

截至目前，这三个项目分别获得
过“中国钢结构金奖”“金钢奖”“北京
市结构长城杯”“上海市安全文明工
地”“浦东新区文明工地”等荣誉，并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重点工程实事立功
竞赛》活动中荣获了“优秀公司”称号。

密布监测点实现“动作捕捉”

面对淤泥地层影响，在守住大门

的同时如何保证主体结构施工安全，
也成为团队重要的研究课题。

根据三个项目不同的特点，团队
借助工程上的“动作捕捉”技术，达成
对结构施工全过程的安全控制。

其中一个项目的东侧地下埋着供
给整个浦东地区重要的自来水管线，
且该管线距离基坑边缘仅11米。除采
取多种支护措施外，技术人员沿着这条
206米的管线，每隔6米就布置一个监
测点，在深基坑施工期间按照1天采集
1次沉降和变形数据的周期开展监测，
同时在支撑结构增加监测点，从而对每
1毫米的变化都了如指掌，最终在整个
施工周期内使管线实现了近乎“0”
沉降。

另一个项目因为临近地铁50米以
内，但对变形和沉降的观测更为细致，
不仅要布置监测点，而且所有环节的
数据还做到了实时上传，以确保每1秒
施工都在可控范围内。

第三个项目四周不仅管线密布，
还有临近的市政道路，技术人员在基
坑支护体系监测和周边环境监测两部
分的监测方案中，共布置了470个监测
点，使项目能及时了解每一个区域变
化的精确数值。

相比地下监测安全控制，地上异
形结构的精准定位成为建造的另一个
难题。某个建筑被设计为钻石切割面
的钢网包裹形式，这种让无法屈伸的
钢材变为柔软网罩，对技术团队的测
算能力和加工制作精度提出了更高要
求。技术人员将所有多杆件连接节点

采取铸造方法进行一体化加工提高精
度。现场安装时，技术人员将整片钢
网切成74个单元件，每个单元件采取
地面整体拼装再提升至空中进行焊
接，并使用全站仪进行空中监测定位，
确保焊接精度达到毫米级。

监测全覆盖只是工程智慧建造的
一个案例。从开工之初，团队就筹备
组建了智能建造工作小组，制定了智
能建造工作计划、工作流程及工作方
案，以推动智能建造技术的引进及推
广应用。在施工中，通过漫游、动画和
VR的形式，提供身临其境的视觉和空
间感受，进行宣传效果预览和比选，最
终选出最优智慧方案指导施工。

一块铜牌背后的细致入微

来到项目现场，一块金黄色的工
程竣工铭牌稳稳地挂在墙上。这块牌
子由3毫米厚的铜质材料制成。原来，
考虑到上海海洋气候盐碱度较高，使
用不锈钢后期必然会出现脱落和腐蚀
等问题，团队采用铜质材料解决了这
一难题。

一块铜牌背后彰显了团队细致入
微的工作态度，更成为攻克多个建造
难题的秘诀所在。

产业园周边路网密集，导致基坑
范围与红线范围几乎相同，最近处仅
有几十公分宽，就连一个行人通过都
异常困难。施工需要大量材料，解决
狭小场地与施工堆料的矛盾决定着建
设效率。

向外无路可拓展，团队便将混凝
土栈桥作为向内挖潜的方式，栈桥依
托混凝土支撑体系呈网状布置，桥体
直接压在基础立柱上，让桥身更加稳
固，还能够形成“空中道路”，便于材
料运输。根据现场楼座位置，团队还
在栈桥相关区域安装了外挂“耳板”，
在拐角位置架设了“腋板”以此作为
空中临时堆料场。团队还与厂家沟
通，严格控制材料进场的数量，确保
来料与施工节奏有序衔接。直至主
体结构全面跃出地面后，再利用首层
底板逐步取代栈桥，实现建造的最大
效率。

让材料有地方放置，解决了基础
施工问题。而如何保证建筑向上生
长，团队对塔吊安装方案也进行了优
化。通过研制专用转换件，即：在地下
结构施工时，使用吊重较轻的小塔；地
上结构施工时，将大吊重的塔吊通过
转换节安装在原有塔吊基础上，这种

“大小通吃”的技术方案，利用上海地
下结构施工周期长的特点，降低了全
过程单一大型塔吊布置的租赁成本，
实现了更佳的性价比。

此外，为了提高群塔作业的安全
性，项目智能建造工作小组还与塔吊
厂家共同研制了塔式起重机安全监控
和吊钩可视化应用，将数据对接塔机
控制室和智慧工地平台，实现现场和
网络平台双监督。同时，各项目还建
立了共享与交换机制，确保模型数据
能够在不同阶段、不同主体之间进行
有效传递。

首发养护公司研发道路养护新技术
SBS超粘纤维薄层表处技术成功应用于京津高速公路

本报讯（记者 刘偶）为应对日益
增加的交通负荷以及复杂多变的气
候环境，首发养护公司创新研发的
SBS超粘纤维薄层表处技术近日成
功应用于京津高速公路上，取得了显
著效果。该技术不仅有效提升了路
面的抗滑、抗裂性能，还在降低交通
噪音和延长路面寿命等方面表现
优异。

SBS超粘纤维薄层表处技术的
核心在于将高强度纤维材料与SBS
改性乳化沥青相结合，通过独特的施
工工艺，使两者紧密融合，进而形成
一层高粘结力的薄层铺装。这种铺
装不仅增强了路面的抗压和抗拉强
度，还大幅减少了车辆行驶过程中对
路面造成的损坏，从而延长了路面的
使用寿命。尤其在车流量大的高速

公路上，该技术能够有效防止龟裂、
车辙等问题的出现。

在正式施工前，首发养护公司工
程事业部针对SBS超粘纤维薄层表处
技术进行了小范围的路面试验段铺
设。通过严格的原材料检测、配合比
设计及设备调试，团队对施工过程中
的每一个环节进行了精细化管理。两
次试铺过程中，团队通过不断调整材

料配比和工艺参数，优化了施工方案，
确保各项指标均达到了预期要求，为
大面积推广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在正式应用于京津高速的过程
中，施工团队合理安排施工进度，科
学调度机械设备，确保了项目的顺利
实施。得益于SBS超粘纤维薄层表
处技术的出色性能，施工后的路面展
现出了更强的耐久性。在车辆密集
通行的情况下，路面依然保持着良好
的平整度和抗滑能力，有效降低了道
路维护的频次和成本。此外，该技术
在降低噪音方面的表现同样出色。
测试数据显示，车辆通过京津高速铺
设路段时，噪音水平平均下降了5%，
不仅提升了驾乘体验，也减少了对周
边居民的干扰。

环保和节能也是SBS超粘纤维
薄层表处技术的一大亮点。在施工
过程中，该技术采用了高效的铺装工
艺，施工时间缩短20%，大大减少了
交通管制的时长，降低了对正常交通
流量的影响。同时，该材料经过环保
认证，符合国家绿色建材标准，其在
生产和应用过程中的碳排放也较传
统工艺减少10%，充分契合了现代基
础设施建设中的绿色环保理念。

随着这一技术的逐步成熟，SBS
超粘纤维薄层表处技术为高速交通
道路的日常养护提供了一种高效、经
济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
当前推进“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它凭
借其优异的耐用性、节能性和环保
性，成为业内专家关注的焦点。

据介绍，未来SBS超粘纤维薄层
表处技术将逐步应用于更多复杂环
境的公路养护工程中，它的成功推
广，不仅为公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了
新的思路，也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贡献
了力量。

本报讯（记者 马丹丹）为了提升车
站应急照明的稳定性、安全性、可靠性，
近日，北京地铁2号线、9号线、房山线、
昌平线一期机电专业应急电源柜更新
改造工程竣工，133 台新设备已投入
使用。

应急电源柜是在车站主电源停止工
作时提供电力供应的设备，主要由配电
柜和电池柜两部分构成，与站内应急照
明灯具、FAS、BAS等多项系统连接，其
运行稳定性至关重要。本次更新改造工
程范围主要针对部分使用年限超过10
年的应急电源柜，涉及30座车站，工期紧
张，工程覆盖范围较广，作业难度较大。

为保证车站次日应急照明设备的
正常投用，每台设备更新须确保在停运
后夜间3个半小时内完成全部倒接、调
试投用任务。北京地铁机电专业多次
召开工程例会，加强作业人员技能培
训，优化施工流程，确保按时完成新旧
设备拆除安装、线缆替换，搭接输入、馈
出线缆，通电测试，确认运行等工序。

新款应急电源柜有四方面优化。
监测更智能化，新蓄电池的内阻、温度、
模块输入输出的电压等数据信息，可直
接反馈至机电设备设施现场感知在线
监测系统，便于值守人员远程线上监测
诊断设备情况；安装更合理化，更新前
的电路板卡元器件在应急电源柜内安
装相对简易，容易积尘，电路板散热困
难，更新后的元器件有效排列安装至易
检修清扫的正面位置，排除安全隐患

“死角”；维修更便捷化，新模块支持热
插拔，若遇设备故障，模块、板卡插入或
拔出可不影响系统正常工作，此外，新
集成板卡更便于维修，处置时间由以前
的2小时缩短至20分钟，大幅提升了处
置效率；续航时间更长，新蓄电池容量
能够满载持续运行90分钟，较过去续航
时间延长30分钟，增加了更长时间的安
全“守护”。

接下来，北京地铁公司机电专业将
总结运行情况，并进一步优化提升，有
效提升应急照明疏散系统可靠性。

同仁堂科技摘技控全国大赛金奖
本报讯（记者 贾玎玎）11月8日，

在第七届企业技控大赛全国总决赛的
舞 台 上 ，同 仁 堂 科 技 公 司 满 载 而
归，荣获金奖、银奖、优秀组织奖、优秀
导师奖。

“这是同仁堂科技公司的技控项目
连续三届入围全国总决赛，表现可谓渐
入佳境。”同仁堂科技公司相关负责人的
自豪之情溢于言表。从最开始的略显青
涩，到后来两次最高荣誉花落同仁堂，离
不开这几年企业主动搭平台举办内部技
控大赛的坚持。同仁堂科技公司以“技
控”为手段，聚焦精细化管理，持续推进
降本增效，聚焦职工综合素质提升，解
决生产经营一线难题。

同仁堂科技公司的两个获奖项
目，能在今年竞争如此激烈的赛况下
脱颖而出，“简化事、赋能人”理念带来
的卓越成效是关键。

“科技助力高效生产，技控加速
‘绿色制造’”，同仁堂科技公司旗下科
技唐山公司周琬钧，直击生产型企业
能耗管理难的痛点，对企业搭建能源
管理系统打出“软硬兼施组合拳”的课
题，最终锁定比赛最高荣誉金奖。

常年跟统计数据打交道的物流配送

中心程星宇自称“磨刀人”，拿出了精心
打磨的TMS系统架构优化方案，在数据
的浪潮中磨出了最适合的数据工具。数
字赋能，以“新”提“质”，统计核算岗将月
度多数据源报表制作时长从32小时缩
短至5分钟，将银奖收入囊中。

同仁堂科技公司引入“技控大赛”
项目，如今，已连续四年完成企业内部
技控大赛。通过搭建内部竞赛平台，
着力推进降本增效，以赛促训、以训促
干，助力员工成长成才。生产经营一
线的难点卡点问题成为实践与创新的
课题，工作团队集思广益寻找解决问
题的最优且经济的方案。

在有竞争、有目标的实战化培训
场景中，技控大赛发挥“孵化器”作用
与“检验场”功能，见证了企业在降本
增效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不懈努力。
四年来，同仁堂科技公司共产生技控
课题 187 个，培养技控人才 603 人。
这些课题每年能为同仁堂科技公司带
来2754万余元的经济收益，节约工时
4万余小时。在这一模式的驱动下，
同仁堂科技公司逐步构建起了一个充
满活力、勇于创新的人才生态体系，取
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2024创客盛会在中华世纪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郭雨）日前，2024创

客盛会在北京中华世纪坛盛大举行。
本届创客盛会活动吸引了全国159所
学校师生参与，108家科创类企业、92
家参展商参与创新成果展示。中华世
纪坛作为先进文化的展示窗口，拥有丰
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科
技文化活动提供了一个展示创意和成
果的平台。

走进中华世纪坛一层专题展厅，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创意市集。这里集
中展示了具有科技文化元素的作品，
从3D打印的精美艺术品到人工智能
互动装置，每一件作品都充满了创意
和科技的魅力。大众与创客们在此交
流互动，分享彼此的创作心得和技术
经验，现场气氛热烈且友好。在工作
坊区域，特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
和顶尖创客们正在现场创作。他们运
用现代科技手段，将传统文化与现代
设计巧妙融合，创作出令人惊叹的作
品。展演舞台上，各种不可思议的发
明创造轮番登场。从无人机表演到机
器人舞蹈，从虚拟现实体验到增强现

实互动，每一个节目都让观众大开
眼界。

此外，创客论坛和创客竞演也是本
次活动的亮点之一。在创客论坛上，来
自高校、政府、企业的学者和相关人员
分享了创客教育、工程教育、航空航天、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经验与成果。在创
客竞演中，各国青少年展示了他们在高
新科技领域的探索和学习成果，展现了
青少年的创新思维和团队协作能力。

“来自国内外的创新型人才和创新
项目在中华世纪坛进行展示和交流，吸
引了众多投资人和企业的关注。这一
活动不仅推动了科技创新项目的落地
转化，也为优秀青年创客在京创业就业
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华世纪坛馆相关
负责人说。整个创客盛会现场充满了
创新和创造的气息，每一个参与者都感
受到了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无
限魅力。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
创意人才和科技爱好者提供了一个拓
宽视野、交流分享的平台，也为推动科
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
新的活力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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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铁更新133台应急电源柜

北京建工集团建设的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建筑 ■记者 董一鸣/摄

SBS超粘纤维薄层表处技术成功应用于京津高速公路 ■记者 刘偶/摄

北京地铁应急电源柜更新改造工程竣工 ■企业/供图

本报讯（记者 夏晖）近日，北京银
行与国泰君安证券达成首笔互换便利
（SFISF）项下国债质押式回购业务交
易，成为市场上首批参与该工具的金融
机构。

互换便利是指符合条件的非银金
融机构（包括证券、基金、保险公司）通
过向央行抵押其持有的特定资产（包括
债券、股票ETF、沪深300成份股等），
从而获取央行提供的高流通性资产的
一种结构性货币工具。该工具将有助

于提升非银机构资金获取能力和股票
增持能力，对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具有积极意义。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
证监会联合推出该项工具后，北京银
行积极响应监管机构政策安排，与名
单内多家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沟通交易
意向。

下一步，北京银行将继续精准传导
国家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的各项举措，
为非银机构提供金融市场综合服务方
案，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北京银行落地首批互换便利工具债券回购交易

“北京智慧”筑造沪上集成电路产业园
■本报记者 谢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