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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图景

高空“把脉”水下“看诊”
舟岱大桥通车一年后迎来首次全线“体检”

舟岱大桥 2021 年底建成通车，彻底结束了岱
山岛孤悬海上的历史。如今通过舟岱大桥进出岱
山总流量约 298.15 万辆车次，日流量最高峰达 2.26
万辆车次。舟岱大桥全线包括富翅门大桥、南通
航孔桥、主通航孔桥、北通航孔桥，其中，28 公里长
的主线、7 公里的匝道、4 个互通、9 座特大桥、24 座
大桥、2 座隧道，“挑”起了舟岱大桥大梁。桥梁安
全如何保障？日前，舟岱大桥全线迎来通车后的
首次“体检”，我们跟着工作人员一探究竟。

100多米高空检测斜拉索
来往的车辆在我们身旁飞驰而过。上午 10

时，我们跟随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舟山管理中心
桥梁工程师畅卫杰驱车上桥。

刚抵达富翅门大桥，我们就迎来了一个惊吓：
耳畔风声呼啸，桥底惊涛骇浪，第一次见到这样场
面的我们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大桥处于外海，
四周没有遮挡，这里的气温会比城区低 2 到 3 摄氏
度。”工作人员应宇锋一边递给我们安全帽和防护
服，一边交代着注意事项。

远远地，我们看到一台形似八爪鱼的机器人依
附在斜拉索上爬升。“这是爬索机器人，它正在检
测桥上的斜拉索。斜拉索由高强度的钢丝组成，
直接关系着桥梁安全。”应宇锋提醒我们加快速
度，他们从早上 7时开始，已经工作了 3个小时。

跨越及腰高的栏杆，我们来到大桥主塔附近。
3 名工作人员正在合力为一根斜拉索安装“八爪
鱼”。这是一个折叠着的机器人，展开后呈八边
形，上面装有 4 个高清摄像头和 8 个轮子。工作人
员将其缠绕在斜拉索上，扣上插销，不到两分钟就
安装完毕，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在桥上待了 10 多分钟的我们，此时感觉手脚
快冻麻了。一旁，应宇锋开始摆弄手中的控制器，

“八爪鱼”身上的轮子飞转起来并发出嗡嗡声，然
后“抱”着拉索徐徐而上。“你们也来试试！”说着，
应宇锋把控制器递了过来。接过控制器，我们感
觉如同拿了一块大冰块，寒气通过手指钻进了全
身。见我们冻得浑身哆嗦，应宇锋忍不住笑了起
来。“早知道提醒你们多穿点。每次干活我们都会
裹上羽绒服，甚至戴上两双手套，这样才保暖。”说
着，他摘下手套递给我们。

“操作很简单，先打开开关……”在应宇锋的指
导下，我们轻轻拨动手柄。随着手柄的移动，远处
的“八爪鱼”便根据指令前进、后退以及暂停，就跟
操控玩具车一样简单。这时沿海风力达到 7 级，我
们顶风前行时略有些吃力，但“八爪鱼”没有受到
影响。“它不怕冷不怕热还能抗风，最快爬行速度
可达每分钟 30 米。”应宇锋说。

“看！‘八爪鱼’传来了实时影像。”应宇锋让我
们看一旁的笔记本电脑，只见屏幕上显示着斜拉
索的外表画面，这是由机器人上面的高清摄像头
采集而来。工作人员紧紧盯着画面，判断斜拉索
是否存在保护套开裂、表观锈水痕迹等情况。

“这‘八爪鱼’可真聪明！”我们感叹道。“是啊，
它已经多次迭代，现在重量减轻了，速度提升了，
检测能同时覆盖索体表层和内部。”应宇锋指着

“八爪鱼”对我们说，“它的身体由高强碳纤维材料
和自带编码器的电动推杆组成，让爬行格外流畅
稳定；‘眼睛’是高清摄像头，可以在高速运动中高
清成像。更厉害的是，它的‘心脏’是电磁探伤无
损检测系统，可以对拉索内部钢丝缺陷进行高精
度无损探伤。”

仅仅 20 多分钟，“八爪鱼”就爬完了一根 150 米
长的斜拉索。畅卫杰算了一下：富翅门大桥有 152
根斜拉索，最大的一根长度为 180 米，“传统的人工
挂篮方式一天只能检测两三根，现在大约两周时
间我们就能检测完所有拉索，还是 360°无死角、毫
米级的检测，检测效率大幅提升，费用也节省了不
少”。畅卫杰说。

一根斜拉索检测下来，我们已经冻得头皮发
麻。但应宇锋他们依然坚持工作，有时为了提高
效率不少人还脱下手套进行检测任务。没一会，
好几名工作人员的双手被冻得通红。

数十米深水下检查桥墩
除了能“上天”的机器人，还有“神器”能潜入

水下。
接着我们来到舟岱大桥主桥墩下，一下车便感

觉到头顶有数辆车飞驰而过，巨大的噪声不绝于
耳。附近水域，一艘载着专业检测设备和数名检
测人员的测量船正在工作。

“检测船上搭载了多波束测深系统和侧扫声呐

系统，用于对桥梁水下基础情况进行扫测，简单来
说，就是给大桥的‘双腿’做检查。”畅卫杰边带我
们登船边介绍，舟岱大桥所处的海域航运非常繁
忙，且潮动力较强，桥梁水下基础会一直承受海流
冲刷。为保证来往船舶及大桥的安全，这样的定
期检查相当必要。“所以，你们上船后小心点，要注
意自身安全。”

连接设备、装备就绪、设备下水、设备探路……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工作人员把一个小巧轻
盈、形如鱼雷的设备放入水中。

“别看它小，却能掌握第一手资料。”畅卫杰介
绍，该系统采用回声测深原理，随着“鱼雷”在水下
不断前进，可以弄清桥墩冲刷现状，再结合水下地
形、潮流和潮位的测量，就能让工作人员掌握桥梁
水下基础的初始状态，以及是否存在残留桩基或
其他应清除的障碍物。

测量船随着风浪来回摇晃，紧紧抓着船体的我
们感觉有点头晕，浑身上下不舒服。几分钟后，

“鱼雷”根据北斗导航的定位到达指定深度，同时
将扫描到的水下情况实时传回显示屏上，仿佛给
海底探测装上了一台 X 光机，桥梁水下基础的现
状以及整个水下的地形地貌，在屏幕上一目了
然。显示屏上，哪里有疑似障碍物、哪里有缺陷等
等，我们都可以清晰看到。

“高分辨率侧扫声呐在水下成像清晰，扫描范
围可以达到 100 米。像水下的桥墩、承台、桥基等
等，这些以前‘蛙人’在浑水中难以探明的区域，现
在都实现了无死角全覆盖。”畅卫杰说。

“快看，这里的桩基附近疑似有障碍物。”透过
显示屏，我们看到设备在测量过程中检测到异常
时，立刻进行加密测量。“它的检测效率非常高，十
多个桥墩的检测，3小时就能完成。”

多项“黑科技”守护大桥安全
回程的路上，畅卫杰介绍，当天我们看到的类

似“黑科技”，在舟岱大桥的日常养护中也会频频
出现：钢桥面的检测上运用了红外热成像仪，它如
同透视镜一般，能精确观测到肉眼不可见的潜在
的脱空病害；索塔外的检测用上了爬壁机器人，它
可以吸附在桥梁高墩高塔的壁面上移动，并获取
高清晰度画面，为后续高精度的病害检测奠定了
基础；斜拉桥主塔的检测上多了无人机，借助激光
雷达设备和飞控系统实现对桥梁病害图像进行拍
摄采集，然后通过检测算法准确掌握病害情况
……

“‘黑科技’的活干完了，接下来就看我们的
啦。我们要回放录像、检查病害。30 分钟的录像
画面，往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检查、确认。”畅卫杰
告诉我们，这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方便了不少，以前
没有“黑科技”的时候，只能依靠人工检测，不仅人
身安全有风险，还有一些特殊的检测位置根本无
法抵达。

“有了这些‘黑科技’，检测这种‘苦差事’变得
轻松不少。我们可以腾出更多时间，投入到其它
关键部位的检修中。”畅卫杰打趣说，自从舟岱大
桥全线“体检”开始以来，30 多名桥梁工作人员带
着这些“黑科技”几乎走遍了大桥的每个角落，为
大桥各部位进行细致的检测。“这些机器不是冷冰
冰的，已经是我们的好工友、好帮手。”

“你们刚看到的是年度‘体检’，大桥平时还得进
行日常巡查。”交谈中，畅卫杰带着我们来到舟山管理
中心监控室，只见屏幕上同步播放着 289 个高清画
面，实时反映着舟岱大桥一丝一毫的变化。一下子看
到这么多监控画面，我们顿时感觉眼花缭乱。

“定岱高速岱山方向 K15+000（长白互通），异
常。”突然，主监视屏上跳出了一段预警提示。监
控员立即查看画面，只见一辆货车停靠在硬路肩，
车上人员正对车辆进行查看。监控员第一时间通
过对讲机通知了高速交警，紧接着全程追踪该车
辆的行驶路径。

“原来，大桥上的事件是这样处置的。”对着眼
前如同电影里上演的突发事件，我们深感处理行
动的快速高效。畅卫杰说，大桥上平均间隔 150 米
就有一套高清摄像机，通过“人工巡检+事件检测
系统”相互补位，实现对大桥重点路段、重要结构
物、盲区路段等路面全程高清无盲点覆盖。

“桥梁隐患要抓早抓小，桥上突发事件要及时
处置，就需要插上科技的翅膀。”舟山管理中心相
关负责人告诉我们，近年来中心在执行各项任务
中不断优化工作方式方法，努力做到精细化、科学
化、规范化，“这样才能全力守护好桥梁安全”。

□何伊伲刘攀攀何琪娜

冬日的东海，风急潮涌浪高。舟岱大桥上，数名头戴安全帽、
身着安全服的工作人员，对大桥进行全方位的检测和诊断。

（上接1版）

心里就总想着一个字：赶
三门县农村物流服务中心目前

有 8 辆物流运输车、11 名驾驶员。连
日来，郑士都觉得自己像个陀螺一
样，分拣快递、核对订单、清点货物、
搬运装车、外派送货……哪个环节缺
人，就立刻替补。

16 日当天，郑士都的“角色”是
分拣员。车厢内大约有 1000 票快
递，大小不一。他弓着身子，迅速拾
拣起一件，用巴枪录入运单信息后，
再给车厢外的下一个分拣员进行快
递入库扫码，一套流程下来大约 1-2
秒。20多分钟的时间里，郑士都始终
无法完全直起腰。他来来回回重复
着同一个动作，沉默得像一个机器。

“还没有准备年货，每天都上班，
只能让家人去买一点。”郑士都有些
无奈，但也表示理解。成为乡村快递员
前，他曾在三门的顺丰网点干了几年城
区快递配送的活，此后又开了一年出
租车。重新进入物流行业，郑士都很
快找到了一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而突如其来的陌生感源于时间
总是不够用。“现在电商、物流真是
越来越发达了，没想到在农村送快递
也 这 么 忙 。”临 近 年 关 ，包 裹 量 增
加。一个多月以来，郑士都上班时心
里就总是想到一个字：赶。

赶着出发送件、赶着分拣扫码、
赶着揽收货物……“就算是下了班，
也要赶着回家吃完饭睡觉，因为第二
天还要早起。”郑士都有时会觉得特
别疲惫，但仍旧尽可能快些将包裹送
到顾客手中。“就是坚持嘛，没别的
方法。要过年了，更要保证包裹正常
投递。基本上现在快递在共配中心
分拣装车后，次日就能送达。这既是
工作，也是一份责任，希望大家热热
闹闹地过好年。”

不打烊的物流服务站
如果说共配中心是快递进村前

的一个关键节点，那么村级物流服务
站则是村级末端物流服务网络的终
点。

2022 年 1 月，因为临近学校，交
通便利，杨丽娜经营的文具店便成了
包家村电商（快递）服务站。一年多

来，寄取快递的村民越来越多。“刚
开始的时候，每个月来的包裹只有几
个，寄件的更少。”杨丽娜回忆，为了
给自家的快递服务站“打广告”，每
到上下学时，她就会向校门口的家长
交流推广。“有些人虽然不住在包家
村，但是孩子在这里上学，来我这拿
快递也方便。”

“滚雪球”效应就在日复一日的
潜移默化中慢慢产生，包家村电商
（快递）服务站的辐射触角延伸至乡
镇更远的地带，成为更多村民取件的
最后一站，同时也带动了文具店的生
意。去年 12 月，在村里经营手工红
糖的小店主动找上门，把网络订单交
给杨丽娜寄出。“4、5 月份的时候，每
个月的快递件数就涨到了五六十件，
往后一直保持递增，最多的时候有
100 多件。现在每个月都能增加一
部分可观的收入。”杨丽娜说。

春节前，由于包裹增多，杨丽娜
干脆把店里四层货架的顶层清空改
造，专门用来放置快递。“我们春节不
打烊，自家的店 24 小时开门，随时可
以拿快递，还能送货上门。”杨丽娜在
柜台和货架间忙碌着，每个快递盒
上，她都用黑色的马克笔标注好收件
人姓名，然后再排列整齐。“顾客不用
弯腰找快递，一抬头就能看到。”

截至目前，三门县的快递进村业
务覆盖率已从 2021 年的 10%提升至
100%，月投递进村包裹量也从几千
票攀升至 21 万票。2022 年，全县农
村快件月均投递更是达到了 18 万余
票（不包括主城区和集镇中心村），
同比增长 833%。而类似包家村电商
（快递）服务站的村级物流服务站，
在三门全县已签约建立 195 个，乡镇
覆盖率达 100%，农村行政村网点辐
射范围 3 公里内实现了百分百全覆
盖。

对于未来，刘晨还有更多的计
划。比如扩建农村共配中心、完善配
送设施、加快资源整合和统仓共配、
开发线上小程序、搭建“1+4+N”综
合服务平台……“农村的发展和城市
一样，也需要有更多选择。这个春节
只是一个开始，相信会越来越好。”
刘晨说。

□记者张诗雨通讯员王丹妮杨基

春节，当大量快递涌入乡村

新春佳节期间，许多奋斗在一线
的人们放弃与家人团聚，在工作岗位
上度过节日。图为 1 月 24 日下午，浙

江巨化集团物流公司铁路检车员杨
利民正在对到达编组站的货车进行
安全点检。□陶弘 郑凯丽/摄影报道

新春的坚守新春的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