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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湖北省宜昌市城区首座跨径千米

级特大桥——宜昌伍家岗长江大桥正式通

车，这座刚刚通车的大桥因为位于长江中

华鲟的洄游繁殖栖息地，同时是江豚、胭脂

鱼活动密集区而备受关注。

来自施工一线的科技力量，让这座长

江大桥实现了人类与被誉为“水中大熊猫”

的中华鲟等水中珍稀动物的和谐共生。

一跨过江，为中华鲟让路

宜昌伍家岗长江大桥选址位于葛洲坝

下游 15 公里，是长江中华鲟自然保护区缓

冲区、中华鲟的洄游繁殖栖息地，也是江

豚、胭脂鱼活动密集区。

大桥初定的三塔两跨钢箱梁悬索桥结

构等方案节省投资、造桥难度较小，但两个

主桥墩要矗立江中。如果涉水施工，难免

对水质有污染。涉水施工的灯光、噪音等，

也会惊扰在水下洄游栖息的中华鲟。

为保护长江水质及珍稀生物多样性、

充分实现绿色生态环保，为中华鲟让路，据

宜昌伍家岗长江大桥总技术顾问周昌栋介

绍，在设计阶段，宜昌市住建局牵头组织对

方案进行多次研讨，最终采取了主桥主跨

1160 米悬索桥一跨过江方案，不在水中建

桥墩。这样既使中华鲟洄游不受影响，也

保证了长江航道不断航。

“贯彻‘长江大保护’战略是我们一直

以来的准则。”中建三局城市投资运营公司

副总经理、中建宜昌伍家岗大桥建设运营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军表示。

要建造一跨过江的悬索桥，需要增加

钢箱梁的节数，南北两岸的主缆也要加粗，

还要增加南北两个锚锭的自重，并加大锚

锭开挖量。

这个设计方案，要比原来的预算增加 1
亿元的投资。“为呵护生态环境，多花些钱

值得。”宜昌城投、中建三局、中交二航局等

大桥投资企业一致赞同更改设计方案。

跨径超千米，逼出来多项技术突破

设计方案几经修改，2017 年 12 月，伍家

岗长江大桥开工建设，主跨 1160 米，成为宜

昌城区第一座跨径超千米的特大型桥梁。

在建桥行业，有主跨“一寸长一寸险”

的说法。主跨长度增大，会增加索夹所承

受的重量，使桥梁的危险系数变大。桥梁

主跨越长，荷载越大，跨中下挠越严重，则

需要抵抗变形的力就越大，相应的桥梁塔

柱、锚碇、主缆等受力结构体量就越大，施

工风险就越高。

负责南岸施工的中交二航局则面临更

大挑战。大桥南岸地质特殊，为松软砂卵

石层。中交二航局项目生产经理丁刚梁形

容 ，在 此 处 挖 基 坑 就 像“ 秤 砣 落 在 豆 腐

上”。项目部在国内首次采用新工艺，在地

下 15 米打孔 2 万多个，灌浆混凝土 1600 多

吨，才将“豆腐”变成“石头”。同时，在国内

首次将用于地铁施工的咬合桩，用于桥梁

锚锭基坑开挖支护中，替代地连墙工艺，实

现千米级特大桥锚锭施工的重大突破。

丁刚梁介绍，大桥改为一跨过江后，仅

南锚锭自重就达到 35 万吨，为大桥主缆提

供 7.6 万吨拉力。主缆直径也增加到 714 毫

米。在主缆安装中，项目部首创在预制工

厂提前“打结”新工艺、新技术，成功用于桥

梁锚锭锚固系统上，使主缆受力更均匀，施

工更安全。

在安装主缆中，项目部首次采用“大跨

度悬索桥智能化施工应用系统”，1920 米距

离的主缆“穿针引线”做到“收放自如”。通

过每隔 30 米一个的传感器无线传输，工程

师在手机上就能看到卷扬机施工进度，牵索

牵引力超过正常值，系统会自动报警停机。

不让一滴废水流入长江

绿色环保，不止体现在为珍稀鱼类让

路，也融入大桥建设的“神经末梢”。

大桥的根基，是建锚碇。中建三局三

公司伍家岗长江大桥项目总工程师何承林

介绍，长江北岸有 3 座起伏的小山，正是锚

碇落脚的地方。如果挖掉山头，再浇筑锚

碇，不仅工程量巨大，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

一定程度破坏。

经仔细计算研究，技术团队提出了借

助现有山体，建设“隧道锚碇”的设想。“在

山体底部，向斜下方向挖隧道，再把锚碇建

在隧道之内。”何承林表示。

项目建设团队充分利用山体地形，首

次在国内软岩地区将隧道锚应用于千米级

悬索桥，采用微爆破工艺，最大限度地保护

周边山体的完整性。在没有扰动原有山体

的状况下，顺利完成了浇筑，共减少土石方

开挖 30 多万立方米，减少混凝土浇筑近 15
万立方米，大幅节省施工投资。这也是国

内第一个在软质胶结砾岩上开挖隧道锚的

千米级长江大桥。

由于桥梁施工靠近长江，建设过程中产

生的污水很容易随雨水流入江中，影响水质

和生态环境。怎样破解这样的“顽疾”？

伍家岗长江大桥从建设之初就将“不

让一滴污水流入长江”作为前置条件，通

过 地 下 管 道 和 地 上 沟 渠 对 施 工 产 生 的 污

水进行统一收集，经过三级沉淀后再回收

利用。

技术总顾问周昌栋介绍：“清水能循环

使用，浇花浇草，做喷淋的水，最后沉淀下

来的污水用收集系统集中拖走。”

在大桥施工工地，分布有 4 套雨污收集

处理系统，相当于是整个工地污水的处理

站，有了它，污水不会直接排入长江，避免

了对长江生态环境的影响。

“虽然抢时间抢进度，但为了保护中华

鲟，不能让污水流进长江。”中建三局城市

投资运营公司副总经理、中建宜昌伍家岗

大桥建设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少军说，

项目部先后投入环保资金 600 多万元，修建

泥浆沉淀池等设施，把污水分离为清水和

泥土，进行循环利用，严格落实拦渣、滤渣、

覆盖、沉淀等措施，最大限度保证了周边的

生态环境。

为保护长江水质及中华鲟等珍稀生物，他们在长江上建桥时选择需要更多创新技术支撑的一跨过江方案——

给“水中大熊猫”让路，这座桥多花了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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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前不久，本田宣布年内将停产一款2016年上市的

氢能汽车。此前，日产也宣布暂停与戴姆勒及福特合作开发

氢能汽车的计划。2020年4月，戴姆勒因制造成本问题终止

了氢能乘用车的研发计划。

观察：造车头部企业停产或停止开发氢能汽车，直接原

因是销量不佳。而卖不出去的原因，一是价格昂贵；二是使

用成本高，存在加氢贵尤其是加氢难的问题。据报告，截至

去年年底，全球运营加氢站仅500余座。这导致用户在需要

加氢时，却发现最近的加氢站也在数百公里之外。

在我国，氢能应用同样不容乐观。据统计，我国氢能源

车保有量不足万辆，氢能市场尚需很长的培育期。制约氢能

发展的瓶颈还有很多，比如燃料电池技术成熟度低，核心材

料仍依赖进口；储氢气瓶、氢气液化等储氢技术尚有短板要

补；全国正在运营的加氢站仅100余座，且普遍亏损，车企短

期难以形成“销售-扩产-降价-销量”的正循环，加氢需求与

加氢站之间也陷入“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式的矛盾。

然而，这些都不能成为否定氢能源的理由。作为能源，氢

能的绿色能源属性决定了其在减碳中作用显著，且其应用潜

力远不限于交通领域。由于可再生能源存在波动性，随着风

电光伏等产业发展，急需通过发展制氢这种调峰储能手段，实

现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利用。在碳排放大户的钢铁生产领域，

若采用绿氢还原铁矿石的生产方式，甚至可将碳排放降为零。

车企停产氢能源车，并不能否定人类以氢为清洁能源的

发展方向。只是在提醒人们，任何新技术的发展，都需要一

个爬坡过坎的艰难过程，既要努力探寻，也需尊重规律。

案例：用可降解吸管代替塑料吸管，曾被用户抱怨一杯

饮料还没喝完吸管先软化了。在可降解塑料袋生产中，有企

业反复寻找在可降解的前提下，提高其多次使用的可能性，

通过提高其实用性，减少量的生产，从而找到可降解与碳减

排的平衡。

观察：生产更耐用的可降解塑料袋，这看起来是件小事，

但却因为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而成为一件大事。

生物可降解塑料袋，在堆肥条件下能够完全降解为水和

二氧化碳。在全社会推广使用这种产品，对减少环境污染无

疑是一件大好事。随着“限塑令”落地，如今在规范的销售市

场，人们使用的都是购买的可降解塑料袋。然而，可降解是

否等于“一次性”？这也引起了普通消费者的关注。生物可

降解塑料袋大多摸起来手感偏软，有人抱怨拎不了重东西，

不经用、一用就破。

如今，随着“限塑令”推进力度的加大，相关生产企业在

可降解材料上都在抢滩布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1000

万吨/年的 PBAT（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产能在建或已规

划。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长

三角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盟今年3月发布报告显示，由

于“可降解”检测难，可降解塑料制品市场竞争无序。而在

“可降解”下生产的过软过薄产品，则影响了百姓对可降解塑

料袋的总体印象。

当下，一些企业正在根据实验质量，制定降解袋的企业

标准，不断平衡耐用性和可降解之间的矛盾，并尽可能使其

更耐用。的确，如果可降解袋用一次就坏，增加百姓的负担

不说，在客观上也将加大生产数量，而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同样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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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能汽车停产，新能源开发道阻且长
可降解塑料袋，在降解与实用间寻平衡

阅 读 提 示

来自施工一线的科技力量，让宜昌伍家岗长江大桥实现了人类与被誉为“水中大

熊猫”的中华鲟等水中珍稀生物的和谐共生。为使中华鲟洄游不受影响，保护长江水

质，几经修改，该桥采用主跨 1160 米悬索桥一跨过江方案，这比原来的预算增加 1 亿元

的投资，也“逼”出了来自一线的多项技术突破与创新。

本报记者 刘旭

航空工业沈飞公司“王刚劳模创新工作

室”有一句口号：“有技术难题就找劳模创新

工作室”。沈飞公司是一家有 1.5 万多名职

工的大型军工企业，人才济济，一个由工人

领衔的创新工作室如何敢喊出这样的口号？

一个工作室汇聚了10个厂的能工巧匠

全国劳动模范王刚今年 43 岁，是沈飞

公司数控加工厂铣工班班长，曾两次夺得

全国职工技能大赛铣工冠军，是全公司第

一 个 用 个 人 名 字 命 名 的“ 王 刚 班 ”班 长 。

2011 年 10 月，沈飞公司成立了“王刚劳模创

新工作室”。

王刚告诉记者，创新工作室成立之初，

只有他们班的 40 个人，后来其他厂的职工

也争相要求加入，于是实行了“会员制”，想

加入的职工必须“有提高技能、钻研创新、

坚持学习的意愿”“能够按期向工作室上报

创新成果，完成工作室任务”等，并且明确

了淘汰的条件。虽然门槛不低，但职工报

名依然非常踊跃，现在，“王刚劳模创新工

作室”已有会员 86 人，来自沈飞公司 10 个

生产厂，有铣工、钳工、数控加工、车工等 8

个专业工种，汇集了劳动模范、技能专家、

高级工程师等众多技术骨干。

沈飞公司 55 厂数控测量员景智是工作

室的一员。2018 年 11 月，在由中国科协、科

技部和湖南省政府主办的首届中国创新方

法大赛擂台赛上，景智一路斩关夺隘，获得

金奖。参加“王刚劳模创新工作室”后，他

发挥自己特长，已帮助解决了十几个技术

难题。

今年年初，22 厂加工的零件中有一种

比烟卷略粗一点的导管，需用特制油漆在

导管上打上沈飞加工标志，可试了激光打

印、丝网印刷等多种方法，效果都不理想，

为 此 ，该 厂 向“ 王 刚 劳 模 创 新 工 作 室 ”求

援。景智指导这个厂的职工用胶皮按导管

形状刻制成“印章”，沾上特制油漆，一印即

可，解决了这一难题。线束厂弯头灌胶一

直是手工操作，一桶胶 5 公斤，而干这活儿

的多是女工，干得很辛苦，而且容易造成浪

费。景智帮助设计了带支撑的容器，重量

减轻一半，一按手柄就可操作。

汇集了全公司的各路人才，王刚喊出

“有技术难题就找我们”，自然就有了底气。

“头脑风暴”解决技术难题

孙明是沈飞公司 17 厂高级技师、数控

车工、全国技术能手，也是“王刚劳模创新

工作室”的会员。2019 年初，他接到任务，

需要制作一个夹具，制作过程需要铣、钳、

电、车等多工种配合。

孙明告诉记者，这种夹具仅靠他一个

人、一个工种根本完成不了。于是，他把王

刚、方文墨、孙志强等工作室会员请到 17 厂

研究解决办法。这几人中，方文墨曾获全

国第六届“振兴杯”职工职业技能竞赛钳工

工种第一名，孙志强曾获全国第十一届“振

兴杯”维修电工第一名。4 位能工巧匠各展

特长，很快设计制作出这种夹具，经过三次

试验，获得成功。

“‘王刚劳模创新工作室’几乎囊括了

全公司的能工巧匠，没有我们解决不了的

技术难题！”孙明自豪地讲道。

工作室的会员有个习惯:对于自己解决

不了的技术难题就拿到创新工作室，集思

广益，往往一次“头脑风暴”就能解决问题。

今年 3 月，沈飞公司 13 厂铣工高级技

师由发强遇到了一个加工难题：新接一个

加工薄壁功能附件任务。在加工企业有句

行话：车工怕车杆、钳工怕钻眼、铣工怕铣

扁。由发强要铣的这个“扁”实在太薄了，

因为铣刀铣零件时温度升高，功能件太薄

的话，一热就变形。他把这个技术难题在

“王刚劳模创新工作室”活动中抛了出来。

有人介绍了一种方法，说在野外烤地瓜时，

往往是把地瓜埋在沙子里，将沙子烧热了，

用沙子的热度将地瓜烤熟，他建议由发强

试试类似办法。由发强由此受到启发，在

加工这个薄壁功能附件时，将里面先灌满

沙子，然后再加工，因为热量被沙子分散吸

收，变形问题解决了。他戏称解决这个加

工难题用的是“烤地瓜理论”。

“快速到达现场、快速诊断原因、快速

解决问题”，“王刚劳模创新工作室”为沈飞

公司科研生产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保障。截

至今年 6 月，该工作室已实现技术革新、生

产攻坚、工艺改进等 600 余项，16 项成果获

国家专利，技术问题解决率达 100%，被职工

们称为解决技术难题的“120”。

在有着1.5万多名职工的沈飞公司，一个由工人领衔的创新工作室却有底气

喊出“有技术难题就找我们”——

解决技术难题的“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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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明清 张嫱）8月 24日，山东港口青岛港自

动化码头在“地中海马汀娜”轮作业中，桥吊单机作业效率达

到 52.1 自然箱/小时，全面超越 2020 年 12 月 17 日创造的 47.6
自然箱/小时的世界纪录，“时代楷模”“连钢创新团队”再次实

现自我突破，第 7次刷新自动化码头装卸世界纪录。

2017 年 5月 11 日，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

正式投产运营，并实现当年投产、当年盈利，在业界持续领

跑。2019 年 11月 28日，集合了山东港口自主研发、集成创新

的全球首创氢动力自动化轨道吊等 6项全球首创科技成果的

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二期项目投产运营。

在建设码头过程中，以张连钢为带头人的“连钢创新团

队”，坚持自主创新、向内突破，不断攻克世界技术难题，多次刷

新世界纪录，装卸效率持续领跑，向世界展现着“中国速度”。

据了解，今年以来，山东港口加快建设国际领先的智慧绿

色港口，依托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不断研究新技术、新应用，

作业流程不断优化，助力现场作业效率稳步提升，并积极拓展

全自动化应用场景，建设全球首创港口集装箱智能空轨集疏

运系统（示范段），实现港区交通由单一平面向立体互联的革

命性突破，为智慧绿色港口建设提供又一参考。

本报讯（记者李国）近日，一种布控迅速、识别精准，能预

先感知车牌的新型移动式智能“拒马”设备，在位于重庆巴南

区渝南大道与南岸区交界处的八公里检查站投用。

作为城市安全的一项重要举措，在重要时间节点期间，城

市主干道上会有执勤民警引导车辆驶入检查站接受例行检

查，经常会造成车流阻滞。为破解城市武装检查阻碍通行难

题，重庆公安机关自主研发出新型移动式智能“拒马”设备，配

合检查站设置的感知预警区、车流引导区、自动化车检区和拦

截区，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城区智能查缉布控流程。

巴南区公安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全市第一个智能

化武装检查站，区别于以往查验时，一个班需要多名警力抄录

车牌，手持核录仪上车人工核验，平均一辆小车至少需要 3至

5分钟时间，新设备仅需 3秒。下一步，还将增加红外线、酒精

检测、体温检测等集成设备，促进疫情防控工作，进一步提升

智慧警务的工作效能和效率。经测试，三套移动式智能“拒

马”设备即可完成对城区四车道道路的查缉布控，现场自动化

车检区待检车辆排队不超过 2 辆，确保了最低程度影响城市

道路交通的情况下，实现对进出区域重点人员、车辆、物品的

高效检查和封控。

桥吊单机作业效率达到 52.1自然箱/小时

“连钢创新团队”第7次刷新世界记录

平均车检时间从 3分钟降至 3秒

重庆首座智能化检查站投运

修理汽车时车身喷漆是个难题，因为每一道漆面厚薄不一，因而要求的喷涂角度、距离、气压
也各不相同。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汽车投资管理公司的汽车喷漆工兰家洋眼里，这不是难题，
因为他有一手喷漆绝活。

手举一把喷枪，面对车门板不断调整喷枪喷射的角度、距离、速度，经验老到的兰家洋操作精
准，他喷的最薄的一道漆面仅10到15微米，厚度不到一根头发丝直径的七分之一。为磨损的汽
车门板“平复伤痕”，兰家洋要经过大大小小14道工序，他因此被誉为“汽车的美容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