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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逢山开路、遇海架桥，
这是路桥人使命之趋，恒久
之业。

从开辟特区第一条跨
海通道、打破岛城之困，到
执笔绘制“五桥两隧”跨岛
交通新格局；再到探索新兴
产业、自主研发建筑材料，
服务全国各地基础设施建
设。近40年的逐梦征途，
厦门路桥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厦门路桥集
团”）同特区发展比翼齐飞，
“科技领航”是破风向导，
“创新发展”是内源动力。

笃志前行，虽远必达。
跨进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创
新驱动发展”主旋律高扬，
在“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
干争效”的号角声中，厦门
路桥集团抢抓时代机遇，紧
紧围绕交通、基建等核心领
域，以“生产智慧化、科技产
业化、管养精细化”高起点
布局，赋能新时代特区建设
高质量发展。

年初，一场交通大变局在本岛东岸上演
——翔安大桥飞架湖里、翔安两岸，以气贯长
虹之势，将特区带入“五桥两隧”交通新时代。

回望风雨来时路，有这样一幕格外吸引眼
球：路面施工期，数台压路机与沥青摊铺机在
海上钢箱梁桥面上组成浩荡方阵，在无人驾驶
的情况下高效作业。这一切，要得益于装备在
施工设备上的“大脑”——由北斗高精度定位、
障碍物识别等技术集成的智能施工系统。

“‘以技术密集型施工代替劳动密集型施
工’，为落实这一施工方针，我们从全国吸纳先
进智能施工经验并予以应用。从沥青铺设方面
的应用效果来看，整体效率提升近30%，这也为
主桥的提前通车抢占先机。”先进技术引入特
区、因地制宜优化设计，据厦门路桥工程公司标
段经理王联虎介绍，这也是无人化集群施工技
术在国内钢桥面沥青铺装中的首次应用。

技术替人跑腿，质量效率两手抓。围绕交
通、基建项目这些“试验良田”，厦门路桥集团
将这一思路一以贯之：在狭长大桥钢箱梁内缝
间，又或是高悬百米的白鹭体育场天幕吊装
中，技术设备轮番上阵，在保证施工品质的同
时，严守安全生产红线。

技术是根，创新是魂。

421.73平方米，这是国内乃至全亚洲未曾
尝试的隧道断面施工规模；工程人员口中的

“超小净距”有多小？伸手测量，两隧洞距最窄
不过两臂宽；纷乱广布的围岩分5级，1级为整
块巨岩，5级基本是碎石，而项目沿线要历经其
中2-4级……“一大一小一乱”，三大重难点成
为海沧疏港通道建设的“拦路虎”。

应对超大断面，厦门路桥集团自主创新双
侧壁导坑台阶法，对超大岩质进行分层开挖；
面对超小净距与复杂地质，创新预裂爆破工
法，精准掌控爆破规模至厘米级……“每一次
爆破都是挑战，必须小心翼翼。按正常速度，
一个月可以爆破开挖120米，我们只能爆破开
挖25米左右。”厦门路桥工程公司项目负责人
潘卢心说。

第一次攻克超大地下互通隧道断面、第一
次大规模预制装配建桥……数项“首例”光辉
成就，源自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仅2022年
以来，厦门路桥工程公司在建设领域共计开展
31项科技课题研发，同时更是接连斩获中国公
路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中国交通运输协会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等多项国家级科技
荣誉。

“十四五”时期，随着污染防治攻坚战
的深入，尤其是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
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绿色发展，对企业
的生产技术、方法和路径都提出更高要求。

当绿色发展遇上新挑战，“科技创新”
往往是破局钥匙。在这场“绿色”大考中，
厦门路桥集团以党建为引领，彰显国企担
当、主动作为，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以创新寻方法、向科技要答案，旗下厦门路
桥翔通股份有限公司更是沿着这条创新之
路，闯出了一片天地，跻身国内一流绿色环
保建材供应商。

在厦门路桥翔通公司建材生产基地，
无论是“五桥两隧”，还是如今正冉冉升起
的厦门新体育中心，都在这里能找到与之
对应的“基底”——特种混凝土。与一般产
品不同的是，这类混凝土各具“使命”。走
进基地实验室，百余个独立成型的混凝土
试验组有序排列，它们中有的将成为新兴
地标的立足桩基，承托起特区发展新极点；
有的将作跨岛交通的脊梁，带着人民的期
望逐梦彼岸。

“研制特殊原料配比，经过多轮‘百里
挑一’，在混凝土上下足科研成本，核心目
标是造就‘品质工程’，最终目的是实现‘节
能减排’。”如何将两组“关键词”联系在一
起，路桥翔通研发中心副主任陈吓敏解释

道：“以翔安大桥为例，在高性能混凝土应
用下，大桥设计使用年限达到100年。这

‘100年’的背后，是品质、安全、稳定性的全
面提升，大大减少了项目后期维护、整修所
需要的资源消耗、施工排放。”质量上做加
法，在排放、能耗上做减法，在环保节能上
的精打细算，是厦门路桥集团对于“绿色责
任”的担当。

当然，试验中那些未选用的混凝土也
有用武之地——与其余厦门路桥集团项目
的施工废料一样，它们的目的地不是垃圾
填埋场，而是经过路桥翔通自主建设的回
收系统，融入新一轮生产：数吨废料经过砂
石分离机和污水处理系统，层层分拣，一面
是泥浆、污水高效处置，一面是固体废弃物
综合利用。

“原料类似、功能相同，由废弃混凝土
清洗分离出的砂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
天然砂石。原料进行循环利用，资源利用
率再度提高，‘节能减碳’就是落实在这一
处处细节中。”绿色设计、绿色选材、绿色生
产，陈吓敏表示，当前公司拥有发明专利23
项，实用新型专利58项，其中高强混凝土更
是得到国内绿色建材最高级别认证“绿色
建材三星级认证”，再度擦亮路桥翔通“绿
色创新型企业”的金字招牌。

院士说

◀厦门新体育中心将成为重要的城市节点。
（本报记者 王协云 摄）

▼2022年11月9日，工人在翔安大桥项目海中段
钢箱梁桥面上进行浇注式沥青铺设作业。

（资料图/本报记者 王协云 摄）

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的人们
纷纷踏上归途。而此时，厦门市路
桥管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迎来
工作中最繁忙的时段：人潮涌动、车
水马龙，“五桥两隧”呈现的交通盛
况，在中央监控显示屏上一览无余。

这里是我市维护跨岛交通稳定
的前哨站——路桥运维管理信息中
心，从2018年建成起，这里便24小
时、全天候记录着特区跨岛交通的
一朝一夕、一点一滴。

从国内第一个集高速公路、大
型跨海桥梁、深海隧道等多种复合
型公路为一体的数据集中管控平
台，到如今形成具备智慧养护管理
一体化、运维与协同办公业务互联、
行业需求与上级监管数据共享等多
样功能智慧化体系，多年来，路桥管
理公司沿着厦门路桥集团“互联网+
智慧路桥管理”总体规划，以科技创
新助力特区交通建设，赋能交通运
输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全局监控、统筹指挥，应急调度、
尽在掌握。以海沧隧道为例，如隧道
内发生火情，一线“哨兵”火警消防系
统将第一时间通报中心，组织有关部
门及时展开应急处置，同时系统中的

“超级AI”还能协助作业人员，联动
隧道洞内外情报板、指示灯、喷淋阀
组等设备作出响应，遇到对应事件可
以一键启动进入应急处置流程，只需
要10秒左右，而传统操作平台是通
过人工反应，需要1—2分钟。

要有及时的响应，更要有未雨
绸缪的远见。对道路管理养护“预
知能力”研究，这是路桥管理公司重
要的科技创新方向。

“给桥梁、隧道植入芯片、传感
器，就像是给它们办了医保卡一样，
可以对全寿命周期进行数字化跟
踪。这项技术对于‘年岁渐长’的海
沧大桥尤为重要。”路桥管理公司技
术部负责人许少辉告诉记者，从
1999年建成至今，海沧大桥日均车
流量早已突破10万大关，为特区跨
岛发展服役超20年。

当前，路桥管理公司正与厦门
大学展开产学研合作，以海沧大桥、
集美大桥等跨海通道为试验对象进
行一系列公路预诊算法研究，积极
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提升特区交
通管养水平的新“抓手”。

“海沧大桥是亚洲首例三跨连
续全漂浮钢箱梁悬索桥，依据桥梁
特性，我们在桥梁缆索上部署了传
感器。当出现大风或重载强压之类
的情况，缆索产生的振动会以数据
形式记录在案，在未来随着这一算
法逐渐完善，我们便能通过其振动
频率、强度等数据，第一时间推演出
检修方向以及养护方案，实现‘未雨
绸缪’。”许少辉说。

科技创新，为路桥管理公司带
来的是运维工作上的从容，为市民
带来的，则是对品质交通、平安出行
的信心。

本版文/本报记者 谢嘉迪

●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合
华：作为亚洲已建成通车开
挖最大断面的城市地下互通
立交隧道，由厦门路桥集团
建设的海沧疏港通道为今后
国内类似隧道工程建设提供
参考依据，为提升行业施工
技术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工程院院士林
鸣：装配化施工是传统建设
模式向大工业化模式的重大
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生动
体现。翔安大桥用三年的时
间高效率、高质量地建成，它
创建了一个“结构+艺术+工
业化+高质量”融合设计的样
板工程。

●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
宁：新体育中心位于体育会
展新城临海的重要门户，选
址翔安大桥桥头是基于其与
本岛最佳的地缘优势、极为
丰富的环境资源、高可达性
的立体交通网络等原因，使
其势必成为东部体育产业发
展主战场上最为重要的城市
节点。

2020 年投运至今，厦门路桥交通能源发
展有限公司紧抓国家新能源发展战略机遇，
在新能源充换电业务上进一步拓展，现已累

计供电 408.66 万度，服务新能源汽车

19.5804万次，建设充电设施共86处，预
计今年可实现充电服务“六区”全覆盖。

▶路桥运维管理信息
中心全天候记录着特
区跨岛交通的一朝一
夕、一点一滴。

(厦门路桥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