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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丈高楼平地起，地质工作是城市建
设的基石。

“在我心中，地质工作充满了未知和
神秘，越是深入其中，越能感受到地质工
作的意义重大。”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重庆市地勘局南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队（下称南江地质队）科技创新中心主任
曹聪如是说。

2007年，从成都理工大学毕业的曹聪
来到南江地质队工作。谈到为什么选择来
重庆，他坦言，重庆地形复杂多样，绝大部
分的地质类型在这里都能找到，这有助于
开展科研工作。由于工作表现出色，2020
年，他被任命为南江地质队科创中心主任，
负责整个地质队的科研工作。从业14年
来，曹聪主持实施多个市级科技项目，完成
专利申请15项，现已获批11项。

曹聪记得，2012年，他带领团队跨越
寒冬酷暑，涉足实地，从西到东分别为缙
云山山脉、中梁山山脉、铜锣山山脉、明月
山山脉做了详细的水文地质调查评价，并
开展塌陷灾害风险评估。最终评估结果
显示，中梁山的塌陷风险最为严重。为
此，南江地质队承担了重庆市大型地质灾
害一级专业监测项目——歌乐山岩溶地

面塌陷监测，在歌乐山塌陷风险最高的地
区设置了12个地下水监测井、27个气压
水压监测点、6处地表变形点的监测网，
对整条中梁山山脉进行了全方位的监测。

2020年6月4日7时，曹聪和团队在
实验室加班观测数据，他们发现大雨过后
的歌乐山塌陷监测数据远远超过了他们
设置的临界值，预判塌陷即将发生，于是

立刻通知沙坪坝地质环境监测站。果然，
两个小时后，他们就收到了歌乐山塌陷的
消息。这一监测项目成功预警了两处岩
溶地面塌陷，提前让相关部门采取了有效
的应急措施，减少了灾害带来的经济损
失，保护了人们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
在重庆尚属首例。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监测项目已经

成功预警了30多处塌陷。“我们之后要做
的工作就是争取在塌陷发生的前2-3个
小时，通过工程手段提前干预，并采取相
应防灾手段让塌陷不再发生。”曹聪说。

“地质工作要随时了解国家的发展政
策，预判人类发展面临的问题，提前找出
应对措施。既要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又要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曹聪
介绍，他的团队正在着手开展“山地城市
三维地质信息构建、展示和应用”项目，将
建设一个“透明城市”的地质数据平台，包
括7个大项、40多个小项，涵盖了城市地
下空间开发、隧道工程建设、地下水资源
开发利用与保护、地热能资源开发、地质
灾害监测预警、自然资源分布特征和生态
地质环境保护等方面。

“未来，该平台不仅可以精确预测地
质灾害，连我们所处地区的地下水环境、
地表生态环境等多种地质情况都可一览
无余。目前项目已完成了塌陷预警和地
下水资源评价两大子项。”曹聪说，该项目
将为重庆城市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提供
数据，并将作为未来城市规划和资源分配
的参照，让能源得到更科学的管理，让我
们所处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曹聪：

做好地灾预警 保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重庆科技报记者 肖咸秋

“作为一线产业工人代表，能受邀参
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这
是一份至高的荣誉，也是一份肯定，更是
一份责任。”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重庆轨道
集团运营三公司工务维保部单轨道岔车
间党支部书记张杰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希望自己能把多年积累的单轨
道岔技术经验传承下去，让更多年轻人从
中获益，为我国单轨建设添砖加瓦，让单
轨换上“中国心”，让“国产化”走向“国际
化”。

带领研发团队
获得7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在重庆，不仅单轨2号线列车穿楼而
过，被网友捧上热搜；列车的自动变道方
式也收获许多网友点赞，被称作“变形金
刚”。

这种自动变道方式的背后，与张杰在
这个领域的研发创新分不开。

道岔是轨道列车从一股道转入另一
股道的线路连接设备，在安全性、耐久性、
故障率等方面都要求很高。

2005年，国内第一条跨座式单轨线
路2号线开通试运营。但当时跨座式单
轨交通技术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技术和
设备大都自国外引进，车辆、轨道梁、道岔
等核心技术也都遵循着国外的标准和规
范。

要打破国外技术的壁垒，推动跨座式
单轨产业发展，重庆必须掌握轨道核心技
术。

在机械设备维修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的张杰，与同事们一起展开技术攻关。他

和同事们把“家”搬到单位，翻阅技术资
料，现场实战测量、比对、绘图，一起研讨
技术问题……凭借这份爱岗敬业、精益求
精和创新精神，张杰和同事们不但攻克了
若干轨道核心技术难题，自己也快速成长
为重庆单轨道岔技术的领军人才。

2012年，市级张杰技能专家工作室
成立，2014年升级为国家级张杰技能大
师工作室。截至目前，张杰和他的团队已
完成20余项科技创新和技研任务，获得
国家实用新型专利7项，为集团节约了
1000余万维修资金，推动集团单轨道岔
维修队伍中高级技术工人的比例提高
30%。同时，他参与了国家、行业和地方
跨座式单轨道岔标准规范，并推动重庆单

轨技术走向世界。

研发控制监控装置
降低道岔设备故障率

创新研发不止。智慧交通，已经成为
交通发展的新趋势。张杰的团队紧随时
代潮流，将技术攻关瞄准了智能交通领
域，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研发单轨
道岔过程控制监控装置。

目前，张杰团队正在研发的单轨道岔
过程控制监控装置，可以远程监控道岔运
行过程及状态、故障时间、点位等信息，无
需维修人员在现场盯看，系统将自动上传
到人机界面上，工作人员可实时查看运行
的相关信息。

“该装置如果研发成功，可以为单轨
道岔监控系统提供更高效的选择，将成功
降低道岔设备的故障率，有效减少轨道交
通故障处置时间，提高应急抢险效率。”张
杰说。

目前，张杰和团队还在研发单轨道岔
梁绕曲板连接小轴的“新衣服”。和“新衣
服”相对而言的“旧衣”，皮质不透明，检修
人员无法直接通过肉眼检查出其故障，只
能在设备拆卸判断故障原因。张杰此次
研发的透明塑料“衣服”，不用拆卸，检修
人员肉眼就能发现故障。预计年底，道岔
梁绕曲板连接小轴就可以换上试用的“新
衣”了。

发挥“传、帮、带”作用
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针对目前轨道交通高技术产业工人
缺乏的现状，张杰表示，将依托工作室，发
挥“传、帮、带”作用，加大对集团技能人员
道岔理论知识的培训，每年实施3-5个
项目，包括研发、技改以及设备出现临时
突发情况的调试和改造，力争培养更多的
轨道交通高技能人才。

与此同时，张杰还将结合日常工作，
加大力度推动轨道交通技术研发创新。
下一步，其工作室将加大与各专业、各高
校的合作，一起攻克轨道交通运行过程中
出现的技术难题。

“立足本职工作，持续精益求精，把专
业工作做精、做到极致，同时让更多的人
超越我，培养更多的城市轨道交通技术人
才，让‘重庆造单轨’走向世界。”张杰表
示。

张杰：

让“重庆造单轨”走向世界
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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