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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记者从重庆渝湘复线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渝湘复线公司）获悉，世界最大跨径双跨
连续拱桥——双堡特大桥引桥将于6月底前完成桥
面施工，这标志着渝湘复线高速公路（以下简称渝湘
复线）多个控制性关键工程全部进入建设“快车道”。

双堡特大桥位于武隆区，全桥长1620米，穿越高
山峡谷，跨越武隆区大洞河、小河沟双河谷，河谷地形
呈“W”形，是渝湘复线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之一。

“大桥所处位置地形险峻、地质复杂，面临施工组
织难度大、技术要求高等难题。”双堡特大桥项目负责人
张斌介绍，为了破解施工地形险峻、地质复杂的难题，结
合地形地貌特点、工程造价、景观效果等因素，渝湘复线
公司为大桥量身定做了设计方案，主桥采用2m×405m
双跨连续钢管混凝土上承式变截面桁架拱桥，矢跨比
1/4.75，拱轴系数1.55，为世界同类型桥梁中最大。

当代桥梁的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要建如
此跨径的大桥，不仅考量我们的施工技术水平，还检
验科技创新应用能力。”渝湘复线公司副总经理郑国
徽说。

双堡特大桥是渝湘复线建设中技术创新、科技运
用的一个缩影。“互联网+技术创新+”，成为渝湘复线
智慧建设的亮点。

实施高速公路智慧建设方案

2021年1月18日，渝湘复线正式开工。
“渝湘复线下达开工令后，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肆

虐下，如何兼顾好疫情防控和施工进度两不误，这对
公司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对每个项目现场组织者
来讲是一次管理能力的检验。”重庆高速公路集团高
级专家（渝湘复线公司原董事长）敬世红说。

渝湘复线项目由“巴南至彭水”“彭水至酉阳”“武
隆至道真”三个子项目组成，跨越巴南、南川、彭水、酉
阳、武隆5个区县，具有技术难度大、施工难度大、管
理难度大三大难度。

“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施工人员来自全国各地，有
上万人在施工一线流动，各种施工材料、设备、生活用
品等每天都要进进出出。如何解决三大难度，科技是
最好的解决办法。”渝湘复线公司董事长周武召介绍。

为此，公司实施了渝湘复线智慧建设方案，通过
应用智慧工地技术，借助非现场移动可视化项目监管
平台，实现施工现场施工安全人员远程管理；搭建
BIM+GIS智慧建设管理平台，采集建设过程进度、质
量、安全及投资等信息，实现质量、安全、进度、成本多
维度的全要素数字化管理。

安全帽装上小小“智慧芯”

4月13日，记者在渝湘复线巴彭路彭水隧道工地
现场看到，在机器的轰鸣声和钢筋的撞击声中，施工人

员个个头戴一种特殊的安全帽有序进入施工作业区。
据该工地现场负责人介绍，隧道施工进度的快慢

往往是一个项目“卡脖子”的关键环节。因此，对隧道
的施工既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又有严格的技术标准。
如何保证隧道施工又快又好，施工现场的安全和技术
管理显得尤其重要。

这种特殊的安全帽在施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工人们戴的安全帽不是普通的安全帽，是装上了‘智
慧芯’的专用安全帽。”巴彭路彭水隧道工地现场负责
人李宗治说。该安全帽不但能够实现对人员的实时
定位，技术人员还可间接了解隧洞内施工情况。

“从细节处着手，规范化管理，如今渝湘复线项目
已经建立起了完善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渝湘复线
公司总经理王业好表示，采用智能化手段实现了“网
格化”“清单化”管理，构建了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双
重机制。

截至目前，渝湘复线项目施工质量一次性抽检合
格率已连续两年位居全市在建高速公路前茅，渝湘复
线（巴南至彭水段）项目更是入选全国首批平安百年
品质工程示范创建项目。

隧道机械化促进高质量施工

“受经济和技术的限制，我国隧道施工依然以
人工钻爆法和小型机械辅助作业为主，机械化程度
低。而且，隧道施工一直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一线
从业者多为农民工。”渝湘复线公司副总经理邹会
安说。

渝湘复线公司总工程师于涛介绍，渝湘复线高速
公路隧道项目施工秉承“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智
能化替人”理念，遵循“分级配置、技术先进、安全高
效、节能环保”的原则，通过引进隧道机械化施工装
备，提升隧道施工机械化水平。

他们利用三臂凿岩台车钻孔，实现钻孔作业人数
减半，钻孔效率提升20%；利用拱架安装台车完成安
装支护拱架，施工人员减半，同时能避免施工人员暴
露在拱顶范围内作业，不仅降低了劳动强度，缩短了
作业时间，还提高了效率，确保了安全。

高新技术用于路桥建设

建设智慧高速、绿色公路，离不开科技的支撑，更
少不了技术的创新。

在渝湘复线多个施工现场，记者了解到他们采用
了目前国内外路桥建设上大量的先进设备，许多项目
在施工实践中创新了技术手段。

在武隆隧道施工现场，三臂凿岩台车、湿喷机械
手、多功能钻机、自行式仰拱栈桥、多功能挂布台车等
正在作业，技术员正操作Geode EM3D设备对不良地
质隧道进行探测。技术人员介绍，Geode EM3D又称
三维张量电磁勘探系统，该系统利用电磁探测技术，
能实现隧道超前地质预报。

在巴彭路惠民钢筋智慧工厂现场，工厂采用了全
自动激光切割生产线、钢筋网片全自动加工焊接生产
线、小导管自动打孔锁尖生产线、数控钢筋弯曲生产
线、全自动滚焊生产线、智能焊接机械人等新工艺、新
工法，发挥新技术的引领作用。

“我们坚持带‘绿’施工，工程建设视觉效果及实
际应用更加生态环保。”郑国徽介绍，为了让工程建设
与自然山水和谐，项目采用环保型隧道前置式洞口施
工、运用砂石分离系统等多种新工艺和新举措。

“传统的边坡监测方法主要是利用全站仪等仪
器进行监测，需要人工长期测量。而利用北斗技术
对边坡进行监测，具有选点灵活、受地形等条件限制
较少、自动化程度高、能够实时动态监测等优点。”郑
国徽说。

“我们的非现场移动可视化项目监管安全平台，
实现了对施工现场和人员的远程可视化安全监控。”
樵坪山隧道进口工区项目经理魏民说。他介绍，比如
智能门禁系统，可对人员、车辆出入进行登记、统计和
管理。管理数据自动采集，汇总至系统后台WEB端，
为快速高效的施工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

“项目实施两年来，工地标准化建设亮点纷呈，智
慧工地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周武召说。目前，已建
成中心试验室3个、智慧钢筋工厂34座、混凝土智慧
工厂54座、绿色矿山35座。

不拘泥于以往的经验，敢于大胆采用新模式、新
技术、新工艺，让科技为路桥建设插上“翅膀”，一系列
创新让渝湘复线项目更具创造力，正助力渝湘复线高
速公路建成平安百年品质示范工程和低碳环保示范
公路。

（本版图片由渝湘复线公司提供）

重庆渝湘复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坚持科技创新、弘扬工匠精神

建设平安百年品质低碳环保示范路
本报记者 刘代荣

在普通人眼里，路桥建设是一个粗放型的
企业，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以前，我也是这样认
为的。通过这次对渝湘复线高速公路现场实地
采访，改变了既有的认知，高速公路建设无处不
有高科技、新技术，智慧高速建设方案已成为路
桥建设的必用手段。

在渝湘复线高速公路，“互联网+”深入工
地各个领域，智慧工地处处可见。自主设计的
污水生化处理系统，处理污水后能达到一级A
标准；精品砂石骨料制造技术的应用，实现了隧
道洞渣、弃渣资源化利用新模式，避免了隧道洞
渣丢弃对环境的污染；混凝土搅拌站对砂、石、
泥浆等的高分和收集再利用，有效解决了污染
问题，同时节约了建筑资源；智能焊接机器人、
可视化二衬模板台车、全电脑智能凿岩台车、
智能数控钢构件自动化生产线……智慧工地技
术的应用，推动了路桥建筑企业的产业升级和
提质增效。在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先进的科学
技术和机械设备的智能化，实现了“机械化换
人，自动化减人”。

重庆渝湘复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3月，由31家央企国企共同出
资组建，按照PPP模式负责渝湘高速公路复线（重庆境内）高速公路项目的建设、营
运管理。公司秉承“强强联合、共襄盛举、匠心致远、争创国优”核心理念，以创优质

工程“鲁班奖”为目标，致力于打造“平安工地、品质工程、智慧高速、绿色公路”四大品牌，着力
把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建设为一项具有国内影响力的精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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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机械化施工。

建设中的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建设中的渝湘复线高速公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