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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巡礼重点项目巡礼

经营·市场

本报讯 水电三局努力将科研成果
变成产品生产推广应用，特别是勘测设
计研究院在外加剂研究应用推广方面成
果显著，水电三局在陕西省安康市张岭
建设了外加剂研发实验室和产品生产车
间，年产能力可达 100 吨，销量好，效益
显著，基本形成了产品研发、规模生产和

专业化技术服务的完整体系。
2014年，水电三局生产的各种外加

剂销售总量达14吨，其中混凝土抗裂养
护剂产销 4吨；油性脱模剂（低浓度）产
销 2吨；水性脱模剂（低浓度）产销 5吨；
水泥基高透水堵漏母料产销3吨。

（路郑郑）

本报讯 河北院企业微信公众平台
于新年第一天正式上线，为企业品牌营
销再辟新径。

平台将功能定位于展示设计产品、塑
造企业形象、提升品牌影响，拓展营销渠
道。在内容建设上，河北院通过微官网、
资源优势、业务联系专栏，分别展示企业
综合实力、工程业绩、技术装备、科研优势
和各业务板块精品工程，同时，在平台上

分别列出各业务板块联系方式，使宣传更
具直观性和针对性。在展示手段上，河北
院综合运用网页、电子相册、全景图、音
频、视频等多种媒体素材，满足网络浏览
者全方位、多层次的互动体验需求和视听
享受，使之成为企业领导随身携带的公司
展示平台、营销人员的营销辅助工具、全
员营销和目标客户营销的便携工具，助力
业务拓展。 （张涵静）

本报讯 1月 9日，华东院投资建设
的浙江洲泉镇一期6兆瓦分布式光伏发
电示范项目通过验收，标志着集团首个
分布式光伏发电试点项目成功完建。

洲泉镇一期6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
示范项目作为洲泉镇打造低碳小城的第
一个主要项目，受到桐乡市政府高度关

注，新华网、浙江日报等媒体纷纷报道该
项目在助推光伏发电打造低碳小镇上的
意义，并对中国电建的央企风范给予高
度评价。

该项目利用桐乡市洲泉镇工业区 6
家企业 13 幢建筑的屋顶装设太阳能光
伏组件，分别建设光伏电站。 （东 投）

本报讯 由水电九局投资开发建设
的国际企业大厦项目 2014 年年底完成
出零平目标任务。截至 1月 8日，已完成
主楼部分地面三层梁、板、柱及西、南两
侧抗滑桩的浇筑任务，施工迈入新阶段。

国际企业大厦项目位于贵州省贵阳

市观山湖区中央商务区域，设计建筑面
积46736.96平方米，建筑高度98.8米，共
26 层，包括地下 2 层和地上 24 层，总投
资额 2.4亿元。大厦主要功能是商业、办
公与科研，建成后将成为现代化、智能化
和多功能的综合性大楼。 （牛金涛）

本报讯 日前，首车自邻省运入甘肃
能源公司崇信电厂铁路专用线的电煤在
翻车机室顺利完成接卸。这标志着公司
投资建设的省内首个电煤应急储备物流
中心——崇信电厂铁路集煤站暨平凉市
煤炭储备中心正式投入运营。

项目总投资3亿元，规划远期年运力
500万吨，首期年运力200万吨。是陇东
国家级能源化工基地建设的标志性工程，
也是甘肃能源公司重要利润生产单元

——崇信电厂的配套工程。项目含铁路
专用线和集煤站两项工程，专用线从宝中
线崇信车站接轨，引至距崇信站1.8公里
处设集煤站，集煤场距崇信电厂5公里。
项目投运对甘肃能源公司延伸产业链条、
降低生产成本、改善盈利结构具有重要意
义，更将对提升平凉市内电煤供应和应急
保障能力，构建稳定的煤炭应急保障储备
体系发挥积极作用，未来可望形成甘肃陇
东地区煤炭运销的“旱码头”。 （闫有政）

崇信电厂铁路集煤站投入运营

投资看点

本报讯 日前，水电十四局研制的
风电塔筒门框压型机投入使用。该型
风塔门框压型机由320吨液压油缸、液
压泵站控制系统、门框形体模具、整
体框架及限位、导轨等部件构成，能
高效、准确地压型加工目前常见的各
类风电塔筒下段进人门的焊接门框部
件。

目前各风电场的风电塔筒进人
门，其门框均为 Q345D/E-Z25/35 材
质钢板设计，其厚度多在50毫米至110

毫米间，根据设计最多只允许分解成
两段制造后焊接成整体。在以往风电
塔筒门框部件的制造过程中，如遇到
设计厚度较大风塔门框，卷板机难以
弯曲制造。如果请外协厂家加工，不
但成本高、周期长，而且将额外多次
倒运半成品。

水电十四局在模板项目部研制并
投入使用的风塔门框专用压型机，解
决了上述问题，较大地提高风塔门框
加工工效。 （赵江铭 龚一多）

本报讯 1 月 6 日，由水电七局四
分局在白鹤滩自主研发的洞内顶拱汽
车吊锚杆插注工作台安全保护装置，
顺利通过业主及监理现场实地联合验
收。

三峡集团公司、葛洲坝、水电十
四局、交通武警及相关单位到现场观
摩，业主安全部和监理部有关负责人
对此项发明给予了充分肯定，称其

“小发明解决了大难题”，并表示将在
全地下厂房锚杆支护施工中推广。

目前，四分局白鹤滩支护工区在
工程中共投入汽车吊 10余台套，为降
低顶拱锚杆作业时的安全隐患，工区
机械队在队长兰伟的带领下，广开思
路，历经 2 个月，研发成功了汽车吊
锚杆作业安全防护装置。

该装置是在汽车吊锚杆工作台上

沿两侧加装 2 根长约 30 厘米的限位感
应胶管，感应胶管内装微动感应开
关，感应开关与吊车的大钩安全限位
系统连接，当感应胶管无论受到垂直
力和侧向力时，胶管中心线形变弯曲
即打开微动感应开关，微动开关启动
吊车大钩安全限位装置，此时吊车停
止一切动作，同时吊车上盘操作室报
警，从而起到安全防护作用，填补了
洞内吊车插杆作业安全防护的空白，
解决了施工中的一大难题。

（王志强）

本报讯 日前，山东电建一公司丰
汇 设 备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自 主 研 制 的
FHTT2800平头塔式起重机通过现场负
荷试验。该起重机安装于大唐三门峡电
厂三期扩建项目。

FHTT2800塔机是针对超超临界火
电建设而设计的超大型平头塔式起重
机，同时可广泛适用于水电、核电、石
油、化工、冶金、高层钢结构等大型建
设项目安装作业。该机具有工作级别
高，起升高度高，覆盖范围大，各机构
调速范围宽，施工效率高，节能环保等

优点。该机秉承高度模块化、标准化、
多功能化的设计理念，保证主要部件最
大程度的通用性及互换性，动、平臂两
种机型切换时回转塔身以下均可通用，
可为客户将来的工况互换和产品升级提
供便利，实现多功能扩展。

此次试验严格按照试验规程分别进
行了 100%动负荷、125%静负荷以及
110%动负荷试验。在各方全力协作
下，现场试验组织得力、指挥有序，各
项风险防控措施落实到位，试验取得圆
满成功。 （徐天硕）

本报讯 日前，山东电建二公司电
仪工程公司在承建的大唐滨州发电厂
工程升压站架构吊装工作中，一线员工
针对施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充分利用
自己的施工经验制作专用工具，既解决
了施工中的难题，又提高了工程建设质
量和效率，得到了业主单位的赞誉，同
时也为工程下一步的重要里程碑项目
——倒送厂用电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大唐滨州发电厂工程升压站架
构吊装工作中，由于山东二建滨州项目
部吊车紧张，仅安排了一辆 50 吨履带
吊配合吊装。人字形架构需单独进行
吊装，且在安装横梁之前是独立固定在
地面上，大部分架构在设计上没有安设
爬梯，项目部电仪工程公司的施工人员
面临只利用一辆吊车完成架构吊装和
高空螺栓拆装的难题。为此，电仪工程
公司综合班班长苏洪国，根据多年的现
场经验，结合架构构造特点，通过人字
柱上方的八个螺孔的位置确定了起吊

后构件的重心，设计了专用起吊辅助工
具，可直接安装在人字柱上并且拆装简
单快捷，最大限度的做到了构件表层保
护，避免了表面镀锌层的擦碰，提高了
构件吊装效率，保证了吊装过程中的安
全性和稳定性。

解决了吊装上的困难，还有个高空
螺栓拆装的问题。通常他们一般采用
搭设脚手架和悬设软梯直接进行高空
作业。搭设脚手架需耗费一定的人力
物力且欠缺灵活性；攀爬软梯又需要一
定的工作经验，并且存在安全隐患。苏
洪国为此又设计了一款可在人字柱上方
固定的吊笼，在高空直接通过螺栓在人
字柱上方的螺孔中进行安装固定，降低
了施工人员攀爬人字柱的危险性，可以
灵活高效的进行高空螺栓拆装。在保
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他们高效的完
成了升压站钢构件的安装工作，得到
了监理和业主单位的高度评价。

（董卫强 韩胜男 叶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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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企业大厦项目施工步入“关键年”

本报讯 1月19日，华刚公司选矿厂
利用剥离工程副产矿石成功产出氧化铜
精矿和硫化铜精矿。这标志着华刚公司
选矿系统主工艺流程顺利打通，正式进
入整体带矿工艺调试阶段。

华刚公司是刚果政府与中国中铁、
中国电建共同发起设立的刚果矿业公
司。

华刚公司选矿厂于2013年9月动工，
2014年4月开始进行球磨机、半自磨机主

轴承座安装施工，在全体参建人员的努力
下，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粗碎
站、球磨机、半自磨机，硫化铜精矿、氧化
铜及钴精矿浸出浓密机等大型主机设备
的安装。去年10月以来，先后完成选矿
设备单机试车、带水联动试车和利用矿区
废石以打通工艺流程为目的带废石投料
试车，今年1月7日开始处理采矿剥离工
程产出的副产矿石。目前选矿处理能力
已达到设计能力的70%。 （韩忠艺）

华刚公司产出第一批铜精粉

在云贵高原气势磅礴的乌蒙山脉腹
地，有一个号称贵州“屋脊”、面积最大、
海拔最高的县——威宁，高海拔、高原台
地的地理特征使这里的风力资源成为贵
州之首。离县城 40 多公里的雪山镇灼
圃草牧场，常年疾风呼啸，蕴藏着巨大的
能量。2014年 3月，贵州电建二公司新
能源公司和机械化专业公司施工人员开
始踏足这片高原，日夜劳作，顽强奋战。

如今的雪山之巅，蓝天之下，风机阵
列，成了电建人的杰作，昔日沉寂的高
原，焕发出无限生机。

公司的牵挂
1 月 8 日，当贵阳的大地迎来 2015

年第一场雪时，威宁雪山镇早已是白雪
皑皑，雾凇覆盖。而在前一天，即 1月 7
日，公司威宁雪山灼圃风电场项目部员
工顶风雪，冒严寒，用顽强的意志挑战着
咄咄逼人的寒潮，将第25台风机吊装就
位，至此，由公司承建的华能威宁雪山灼
圃风电场（25×2000千瓦）工程风机吊装
工作全部完成。

雪山上员工的冷暖牵动着公司领导
的心。他们在山上的生活怎么样？在最

高海拔 2600 米、平均海拔 2200 米的山
区，零下5摄氏度～6摄氏度的恶劣气候
环境下，他们是怎样克服困难完成任务
的呢？1月 10日上午，笔者随公司副总
经理兼总工程师简朝晖、总会计师聂小
军等一行，带着这些疑问，踏上了前往威
宁雪山的路途。

雪山崎岖行路难
500 多公里路途，一路雾雪交加。

下午 4点过到达威宁县后，沿着蜿蜒山
路继续向 40 多公里外的雪山镇进发。
此时，鹅毛般的雪越下越大，纷纷扬扬从
天空飘下来，车上雨刮的速度也开始加
快……

下午 5 点过抵达雪山镇，项目部副
经理邓江涛已经在镇上等候，上次见他
是在2014年的职工代表大会期间，一年
过去了，长时间在山上经受紫外线和寒
风的侵蚀，这位汉子黝黑的脸上又添了
几条皱纹，沧桑感尽显。短暂寒暄后，我
们把轿车停在镇上，换乘了项目部的皮
卡车进山。

上山途中，透过车窗，看到远处起伏
的山峦矗立着一台台风机，在雪雾笼罩
下，一些风机的塔筒和叶片时隐时现，婉
如亭亭玉立的少女，“犹抱琵琶半遮
面”。山高坡陡，施工人员克服了怎样的
艰辛，将这些庞然大物拖运上去组合吊
装的？我陷入了沉思……雾越来越浓，
只有十多米的可视范围，路也越来越凸

凹不平，颠簸加剧。

艰难的施工环境
在一台风机旁，车停下来，邓江涛向

简总和聂总汇报施工的情况。“我们项目
部去年 3月进场，经过一系列前期准备
工作，7月25日正式开始吊装风机，用一
台 500 吨履带吊作为主力吊车，完成了
25台风机的吊装工作。”

“这里夏天温度高，紫外线强，野外
施工晒得头昏脑胀，出汗多，盐分流失严
重，身体经常疲倦发软。因为海拔高，冬
天又特别寒冷，冰雪覆盖，雨雾天气很
多，都给施工带来很大的不便，不过，我
们的项目部员工还是克服种种困难，胜
利完成了吊装任务。”邓江涛的语气充
满着自信和豪情。

威宁地区山麓的石头常年风吹剥
蚀，风化很严重，易碎，地上是一层厚厚
的粘土，每逢下雨，地上泥泞不堪，人行
走非常困难，也给运输、吊装机械转场进
度带来很大影响。天晴的时候，机械转
一次场只需一天半时间，遇到雨天就需
要2天～3天才能完成，雨天成了制约施
工进度的主要因素。

艰苦的生活条件
车继续在“搓衣板”式的山路上行

进，此时已傍晚6点半，夜幕降临，远处冰
雪覆盖下出现一些稀稀疏疏的民房，散落
在大山深处，显得孤寂、荒凉。一排活动

板房进入我的视线，提醒
我，目的地到了。

风电项目短平快的特
点，使得临建只能采用易安
装拆卸的简易板房，活动板
房只能挡风遮雨，挡不住无
孔不入的寒气，几乎失去了
抗寒的功能。使用的农电
负荷不稳，经常跳闸，项目
部没有让大家使用取暖器，
给每个员工发了一床电热
毯作为取暖用。

“在这种凝冻冰雪天
气，尽管是盖着厚厚的棉
被，晚上睡到半夜也常常
被冷醒，而且棉被上居然
会有一层薄薄的冰，棉被会变得冰冷、僵
硬。”邓江涛说。

项目部唯一的取暖设备，是活动板
房搭建的简易食堂里面的一个煤火炉，
没有多余的桌凳，员工们就端着碗站着
吃。山上用水不便，要从很远的地方拖
运，洗澡成了头等难事。“夏天还好办，淋
个冷水澡就可以了，冬天就只能抽时间
到山下20多公里的镇上洗澡，工作忙起
来，一个多月下山洗一次澡都是常事。”
邓江涛笑着对我们说。

寒气浸骨、用水不便、手机信号微
弱、没有电视等娱乐设施。山上简陋的条
件带来的一系列难题成为员工生活、工作

的巨大挑战，而这些挑战也考验着我们这
支电建铁军队伍的毅力、耐力和极限。

夜已经完全黑了，副队长李罗祥和
几个兄弟在风机上工作还没有回来，饭
菜反复热了好几回，又冷了。在项目部
的同志一再催促下，我们只好先开饭。

2012 年新来到公司的大学生杨通
权，是项目部技术总负责人兼资料员，开
始大家都担心这个 90 后小伙子吃不了
野外施工的苦，结果他很快适应了这种
生活，和大家一起风里来，雪里去，忍受
着各种困难折磨和考验，没有抱怨过。

吃饭间，负责组装工作的副队长李
罗祥一身寒气回来了，头发、眉毛上沾着
的雪花还没有融化，黝黑的脸被冻成酱

紫色。李罗祥对我们说：“山上很冷，虽
然我们穿的是防寒服，里面再套一些毛
衣、棉毛衫，但还是能感觉到寒气往里面
浸透，最麻烦的是感冒后，很难痊愈，一
直都反反复复没消停过。”

交谈中得知，李罗祥的弟弟李罗春，
机械化专业公司从事吊装的职工，也在这
个工地。两兄弟都常年在外劳作，家里的
老人自然缺乏照顾，“打虎亲兄弟”，“忠孝
不能两全”，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在这个高
山上，想起这些俗语，更加真切、感人。

艰苦的施工环境没有磨灭电建人的
意志，反而让大家更加坚定了战胜困难
的决心，他们用最质朴的行动默默支持
着公司的发展，成就电建人的杰作。

本报讯 日前，水电四局深圳地铁7
号线福邻站首次成功运用冷冻法施工，
并取得良好成效。此次采用冷冻法施工
在深圳地铁7号线乃至我国地铁施工领
域尚属首例。

深圳市轨道交通7号线工程福邻站
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皇岗口岸接驳停车场
东侧，车站北端设置区间单渡线，隧道局
部采用暗挖法施工，暗挖隧道长 19.88
米。由于暗挖段地面原有边检小区2层

屋顶球场无法拆迁，区间端
头紧邻小区18号住宅楼，无
条件采用常规地面加固，且
施工紧邻深圳市福田河，地
下水丰富，隧道地质构造与
地层岩性变化复杂，稳定性
差，导水性强，开挖风险
大，常规加固方法难以保证
加固效果，还容易造成地面
沉降出现坍塌。为保证施工
安全，经过多家相关单位周
密论证，决定在福邻站首次
尝试进行“冷冻加固法”施
工，以确保安全完成区间端
头加固和渡线扩挖施工。

“冷冻法”，主要是通过
在需要加固的土体中布置一
定间距的冷冻管，冷冻管中
充满温度较低的盐水，不停
循环，将土体温度降至零
下，进而结冰，形成有一定

强度和隔水作用的加固体，将天然岩土
变成冻土，可以增加土层的强度和稳定
性，隔绝地下水，杜绝施工过程中崩塌
等安全隐患，同时对地面环境的影响也
较小。

项目部精心组织，合理安排，加大
资源配置，一次性安装投入7台冷冻机
组，于 2014年 10月 31日完成冻结站的
安装；11 月 30 日开始进行冻结孔施
工，8天内完成盾构始发加固的冻结孔
施工，冻结孔施工质量全部符合设计要
求，紧接着进行冻结系统试运转调试工
作；12月9日正式开始冻结运转。同时
继续进行扩挖加固的冻结孔施工，至
12月 26日将所有冻结孔施工完毕，共
计施工冻结孔 112个，测温孔 6个。自
2014 年 12 月 9 日开始进行冻结以来，
期间冻结系统保证了不间断正常运行，
至 2015年 1月 22日，历时 45天，福邻
站左线北端盾构始发水平冻结加固，冻
结壁厚度、冻结壁平均温度以及冻结壁
与地连墙交界面温度均超过了设计要
求，冻结孔平均温度控制在零下 10 度
左右。22 日福邻站～赤尾站区间左线
13 号盾构机开始掘进进入冷冻加固
体，24 日顺利通过加固体，没有发生
渗漏水现象，安全、进度处于可控状
态。

（朱 强）
图为冷冻法施工现场。

席小青 摄

深圳地铁7号线福邻站成功运用“冷冻法”施工
在国内地铁施工领域尚属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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