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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舟岱大桥主线贯通专题
交通旅游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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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11时许，风高浪急的灰鳖洋海面上，重达1854吨的最后一片70米箱梁像“楔子”一样将舟岱大桥主线
连为一体。

如一条巨龙，舟岱大桥已腾跃在灰鳖洋上空。
从高空俯瞰，舟岱大桥犹如长虹卧波、蛟龙出水，在云卷云舒的海天之间，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随着大桥主体桥

梁的顺利合龙，其他工程建设各方也正夙兴夜寐。其中，桥面铺装、机电交安等后续施工已经陆续铺开，预计年底实现全
桥贯通。届时将彻底结束岱山海上悬岛时代，为岱山的交通区位、城市发展、产业提升等带来“脱胎换骨”的改变。

细节品质上精益求精，利用科技和创新不断突破自我。浙江省交通集团牵头投资建设的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连
续六次获得浙江省交通建设工程项目质量安全综合检查第一名的成绩，一路高歌猛进，向“平安百年品质工程”进发，力
创新时代中国桥梁建设新标杆。

□本版文字 林木姚弘 □本版图片由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工程建设指挥部提供

24 日吊装的 70 米箱梁，对于全长 28 公里的舟岱大桥来说，只是 370
片同类型箱梁中不起眼的一小块。但对于参与建设的中铁大桥局来说，
这意味着从 2018 年 10 月 4 日完成首片预制以来，项目即将迎来收尾。舟
岱 5 标项目书记陈相林感叹到，从预制、运输再到吊装，每一个看似普通
的建桥环节，对于舟岱大桥建设者来说都在创造纪录。

舟岱大桥的箱梁可以用“巨无霸”来形容，单片长达 70 米，重达 1854
吨，是现今国内在建跨海大桥中最重最长的混凝土箱梁。

如何移动这个“巨无霸”，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首个难题。
以往梁板移运，大多采取千斤顶和轨道式移梁台车，东海大桥、杭州

湾跨海大桥等同在杭州湾的跨海大桥均采用这种方式。但是这种移梁
台车有很多的限制，如全程只能在轨道上行驶，轨道下方的地基承载能
力要求高，地基处理要求高，移梁轨道的坡度不能过大，行驶缓慢等。

但是在舟岱大桥金塘预制厂内，箱梁生产台座到出运码头之间有一
道长达 200 多米、纵坡 1.1%的坡道，轨道式的移梁台车难以行走。另外，
由于场地受限，梁厂里面的存梁台座上要进行双层存梁，这是轨道式移
梁台车无法做到的。

要安全移运巨型体量的 70 米箱梁，只能为其量身打造出另一个“巨
无霸”。为此，舟岱大桥建设者定制了两台 1200 吨提梁搬运机。

搬运机自重达 820 吨，额定起重量达 1200 吨，外跨度为 44 米，底盘配
有 88 只充气轮胎，主梁结构形式为双层结构箱形梁，以柴油机为动力，
全液压传动。起升系统由四套液压卷扬机和起重小车组成，起升高度 18
米，重载最大起升速度 0.5 米/分钟；走行系统配有 88 只充气轮胎，可进行
定点 90 度转向，重载最大走行速度可达 17 米/分钟。

“普通的龙门吊机采用的是电力驱动，只能在钢轨上走行，走行受限
较大；而轮胎式起重机动力是柴油，采用的是全液压驱动，底部有 88 个
充气轮胎，可以在水泥路面上直接行驶，走行所受限制较小。”舟岱大桥 5
标项目部工程部部长宋杰介绍。

2020 年 5 月 29 日下午，这两台 1200 吨轮胎式提梁搬运机被上海大世
界基尼斯总部授予大世界基尼斯之最，即国内最大的轮胎式起重机。

舟岱大桥的顺利贯通，离不开主通道项目科学有效的安全管理举措。
2020 年 12 月初，交通运输部安全委员会公布 2020 年“平安交通”创新案例名

单，浙江共有 10 项入选案例。其中，主通道项目揽下 2 项，分别为特别推荐《涉水
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安全管理规划与实践》和重点推荐案例《交通建设工程特种设
备管理创新与实践》。

“这是我们经过 3 年多的实践，总结出来较为成熟的管理办法，有效应对项目
建设所面临的复杂通航环境、恶劣气象条件、三座大桥不同阶段，交叉施工多等
内外部挑战。”浙江交通集团主通道项目指挥部副指挥蒋强介绍道。

以舟岱大桥为例，采用《交通建设工程特种设备管理创新与实践》后，设备隐
患数年均 30%递减，人员持证率从 40%提升到 100%，设备故障率年均降低 50%。

据介绍，主通道项目通过依法治安、标化保安、科技兴安、文化助安，即向管
理、向基层、向科技、向文化要安全的安全管理理念，明确了项目安全管理的

“359”主线（“三实现”总体目标、五个助力、九化管理）。
“为管理好‘超级工程’，相对应的管理考核必不可少。但由于管理考核种类

多，项目存在一定的多头考核、重复考核、繁琐考核的问题。”王霖介绍道。为增
强考核工作的科学性、针对性，切实减轻项目部负担，指挥部制定了《主通道项目
考核指标》，以“平安工地”考核评价标准为基础，结合“安全红线、底线行为清单”
制定的考核标准表，并将安全考核内容与“立功竞赛”考核指标挂钩。

此外，为更好地管理项目本质安全，科学合理使用安全费用充分发挥资金效
能，主通道项目要求施工单位根据施工计划、进展情况和安全标准化工作计划，
制定科学合理的年度、季度、月度安全生产费用投入计划。安全费用计量与施工
进度、安全生产费用投入计划相匹配，与工程结算款同步计量提取。

移运难题的化解，只是解决了大桥的“基础”问题；墩位处架设如何实现精准
定位，毫米级的拼接才是主通道项目品质重点。

与其他跨海大桥不同的是，舟岱大桥是像搭积木一样“搭建”出来的。全新的
自动化生产线，智能化的板单元组装和焊接机器人系统，代替了过去以手工操作
为主的生产模式，大大提高了成品的质量和稳定性，使舟岱大桥装配化施工技术
总体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考虑风力、洋流、浮力等多种因素，‘积木块’空中对接的误差要控制在 5 毫
米以内。”舟岱 5标现场技术员李廷志说，“在我的认知里面，这是史无前例的。”

试想一下，要吊起 1854 吨的箱梁，大概等同于同时吊起 309 头成年非洲象的
难度。此外，项目位于灰鳖洋海域深海区，所谓是“风高浪急”，“巨无霸”要达到
毫米级架设，难度可想而知。

在施工现场，一艘“臂力”达到 2600 吨的“四航奋进”号起重船，缓缓将箱梁放
在舟岱大桥主通航孔北边跨处的高墩上，经过与承台连接、节段接高、砼填芯、预
应力张拉等一系列施工工艺，舟岱大桥实现主线贯通。

看似简单的现场在背后有着数之不尽的艰辛与困苦。
以箱梁起吊为例。项目部为防止箱梁起吊过程中扭动破坏，造成梁体开裂，

保证箱梁架设受力均衡，自主研发了自平衡箱梁吊具。“这就是我们自主研发的自
平衡箱梁吊具。”在吊装现场，顺着舟岱 5 标现场技术员李廷志手指方向，笔者看
到一个长方形的金属臂用“四爪”牢牢的抓举着箱梁。

据了解，该吊具在设计上采用“四点起吊、三点平衡”的原理。通过左侧的索
具组件是通过下梁及转轴与上方的平衡梁进行连接，箱梁右侧的 2 道索具是分别
连接在过渡梁下方。当浮吊起升主钩时，箱梁左侧可通过转轴结构的转动效应实
现下梁以下 2 组索具受力均衡，故可视为一点，而箱梁右侧随着主钩起落，两个吊
索的受力是相对独立的，可视为两点，实现了“四点起吊、三点平衡”。

“简单来说，就是在吊装过程中，四个点很难保证在一个平面，起吊时可能只
有对角两个点受力，导致梁体受扭。三个点可以确定一个平面，所以三个点都能
受力，第四个点用来保持平衡。”李廷志说。

自平衡箱梁吊具的创新与使用是主通道项目创建品质的工程的一个缩影。作为
浙江交通领域唯一在建工程入选交通运输部品质工程攻关行动试点项目,主通道项
目打响全国桥梁预制构件质量提升攻坚战，引领我国“平安百年品质工程”建设。

国 内 最 大 的 轮 胎 式 起 重 机

176个 轮胎托举“巨无霸”上船出海

1854吨 的“积木块”空中完美对接

举 重 若 轻 架 桥 梁

揽 下 2 项 推 荐 案 例

主线保障项目本质安全“3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