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珠澳大桥CB03标跨崖 13-1气田管线大节段钢箱梁施工纪实

粤 3青年创业创新项目
晋级全国“中国创翼”赛

本报讯 （记者黄细英 通讯员粤仁
宣）8 月 21 日，“中国创翼”（2015）青年创
业创新大赛华南赛区复赛在珠海完美收
官。经过 2天的激烈角逐，最终 7个创业
项目脱颖而出被推荐进入全国半决赛，
其中包括来自广东的四维时代科技、大
柑智能科技团队、绿达创未来团队。

据了解，大赛由中国宋庆龄基金
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发起。
对进入半决赛的创业项目，大赛组委会
给予每个团队和企业 10万元的奖金。

新丰县
实现高速公路“零”突破

本报讯 韶关市新丰县交通公路部
门近年来强力推进“七路一网”大交通
发展战略，实现高速公路“零”的突破，
改写了从无到有的历史，而且取得了 2
条在建，1 条正在筹建的业绩。大广高速
新丰段于 2012 年 12 月动工建设，将于
2015 年底建成通车；武深高速新丰段于
2015 年 2 月动工建设，将于 2018 年建
成通车；韶新高速预工通过了专家评审，
计划于“十三五”期动工建设，“十三五”
期末建成通车。

“十二五”期间，新丰县共投入公路
建设资金约 59.93 亿元，县境公路通车
总里程达到 1566.517 公里，公路密度每
百平方公里达到 77.74 公里。“七路一
网”大交通格局初具雏形，实现通广州
和韶关 1 个半小时、深圳 2 个小时经济
生活圈。 （罗观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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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克难题 决战海底“炸药库”

直升机能成为城市交通工具么？抱着
这个疑问，近年来，珠三角部分城市涌现出
一批想用重金打造“飞的”生意的土豪们。
但这条淘金之路并不顺畅，圈子内曾流传
这样的段子：2008年有钱买飞机，却上不
了牌。2010年有钱买飞机，能上牌，但飞不
出去。2014年底，国家再次呼吁放开低空
领域管制，众多土豪们再次行动起来。2015
年 8月初，深圳一家通用航空企业更是宣
布，将于9月开通由深圳福田CBD至广
州珠江新城CBD的低空客运服务。

市内飞一趟 收费至少上千元
今年以来，老安一直很忙。靠建材业

发家致富的他，正在筹建一家运营直升
机的通航公司，计划在广州低空领域展
开旅游观光、商务及急救等通航业务。为
试水，去年，老安和朋友出资 380 万买了
台罗宾逊 R44 直升机。

相比老安，深圳已经有同行开门迎
客。最近一段时间，星雅航空成了深圳通
航业的网上“热搜字”。该公司要将直升
机打造成城市及城市之间的交通工具，
预计 9 月或将试飞深圳—广州航线。据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大部分预
约用直升机的都是商务人士及外籍行政
人士。记者了解到，选择星雅航空，从深
圳机场出发，直飞市中心的价格初步预
计 2000-3000 元，直飞东部华侨城的价

格则有望控制在 5000 元内。

打“飞的”也要过安检买保险
节省时间无疑是“飞的”的主要优

势。8 月 7 日，第一架用于深圳市民通行
的直升机搭乘两名体验乘客从宝安机场
出发，飞往福田卓越世纪中心。乘客王雪
表示，乘直升机的登机手续也很简单。下
飞机，到直升机停机坪需通过安检，只需
10 分钟。此外，据星雅航空相关负责人

介绍，乘坐直升机也要上保险，与正常乘
坐飞机选择的航空险一样。

老安的搭档老李介绍，他初步考虑
三条航线，第一条从沙湾机场———长
隆———南站———宝墨园———沙湾机场一
圈，全程约 15 分钟；第二条航线则是沙
湾机场———大学城———黄埔码头———长
隆———莲花山———沙湾机场，全程约半
小时；第三条航线是从沙湾机场———亚
运城———莲花山———虎门大桥———珠江

一线———沙湾机场，全程约 55 分钟。这
意味着，如果途经的每个地方都有可以
降落的停机坪，那么平均每两站之间的
时间都会控制在 10 分钟以内。

潜在客户多持观望态度
“飞的”对什么样的用户有吸引力？家

住星河湾的药企老总老陈说，2008 年身
边就有朋友在玩直升机，自己有时也会坐
朋友的飞机感受一下。对于靠直升机通
航，老陈个人持观望态度，他直言，就算

“有闲钱”，也要算一笔经济账。比如拿直
升机做城际交通工具就不是很划算。广州
到深圳，高铁全程最快仅 30多分钟，票价
最贵也才 200 元以内。这样算起来，“飞
的”就没有优势。如果是城市内的飞行，则
要看航线，比如能否飞到CBD，以及准备
飞行需要多少时间，“发生紧急事件时打
飞的，能否做到随时起飞？”

持观望态度的不仅是老陈，国内如
滴滴快车等打车软件，虽然先后推出了

“打飞的”的服务，但也并非意味着该类
服务已成为常态。近日，记者咨询滴滴快
的旗下“一号专车”打车软件的工作人
员，其表示一键叫飞机的服务只是短期
活动，目前已经结束，“主要是看看市场
反应”，未来会根据市场需求和反应来开
展新的活动和新的航线。

（任董亮 郑周）

随着 Y2 钢箱梁吊装施工完成，中交
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港珠澳大桥
CB03 标项目部跨崖 13-1 气田管线桥系
列钢箱梁施工日前宣告结束。

该管线横穿港珠澳大桥施工区域伶
仃洋，一端直通香港，为香港提供四分之
一发电所需的天然气，是香港的资源命
脉。在此区域施工，任何不当的抛锚、走
锚、重物下落都可能造成管线破裂，进而
引发爆炸。不仅施工船舶和工程人员难以
幸免，香港也将失去四分之一的电力供应
源。因此，崖 13-1 气田管线对于项目团队
来说就像一个“炸药库”。

准备阶段解决两难题：
吊具准备和船舶驻位

吊具的准备工作是项目部要攻克的
首个难题。由于抬吊施工最大起重总重达
4200 余吨，因此必须由 4000 吨起重船“一
航津泰”与 2600 吨浮吊“东海工 7”号使用
两组吊具配合起重，加之所抬吊钢箱梁均
为变截面积钢箱梁，重心不居中，导致吊
点的布置比起通常情况更为复杂。通过测
算，项目部在横桥向方向与顺桥向方向均
对称布置吊点，使得两组吊具能够各自独
立工作，满足了正常的抬吊施工。

两艘浮吊船的同步性，是保障抬吊施
工顺利完成的关键因素。测量班班长常青
带领团队负责观测吊架的平面位置高差

和两端高差，并将数据及时向总指挥报
告。他解释说，“通过观测两船之间前后左
右的相对距离和钢箱梁两端高差，并随时
调整两船状态，确保数据都在 2 米范围
内，避免钢箱梁受力不均，以此提升吊装
安全系数。”

船舶驻位是另一个难题。出于对管线
保护的考虑，管线两侧 250 米范围内任何
船舶不得抛锚，这也极大地压缩了两艘浮
吊船与运梁船的驻位空间。

项目部副经理孙建波描述了当时的
情况：“整个施工过程中，我们的三艘船共
需要下锚将近 20 口。其中还要兼顾移船
过程的稳定性，这对锚位排布的精准性是
一个巨大的考验。研讨会不知道开了多少
次，有时为了一个锚位的位置，一群人争
论得面红耳赤。”

工作要精细到什么程度？
“每一个锚的位置、锚缆受力情况、受

环境影响而投放的角度，甚至锚的具体形
状与材质我们都考虑到了。”就是在这种
准备得近乎苛刻的情况下，与海底“炸药
库”的决战在今年正式打响。

两次意外让人捏把汗
沉着应对终迎刃而解

然而，准备工作做得再好，也难以避
免意外状况的出现。

当天，两艘浮吊船在监控组的监控下

同步开始缓慢起钩。不久后，对讲机便传
来了焦急的呼喊：钢箱梁东侧吊具读数异
常！

现场指挥孙建波立即下令对“东海工
7”号驻位进行微调，“8 号锚收紧！”“8 号
锚有没有走锚？”“8 号锚目前距管线北侧
依然为 258 米！”对讲机中的对话频率瞬
间达到了一个高潮。20 分钟后，尽管吊具
受力偏差问题按照预案成功得到了解决，
但突发事件还是让所有人都捏了把汗。

正当抬吊按部就班进行之时，老天似
乎要和所有人开个玩笑，海上的风浪开始
持续增强，“一会儿爬墩台时千万别抢，不
怕手抓空，就拍脚踩风，一个一个上去。”
常青在交通船上对技术员们反复叮嘱。

16 时 30 分，技术员们分别在 51 号与
52 号墩台就位，“10 米，9 米，8 米……测量
团队反馈的实时数据十分平稳。

16 时 47 分，“梁端垂桥向偏差小于 3
厘米，顺桥向偏差小于 5 厘米，达到设计
要求。”孙建波通过对讲机向所有人通报
抬吊成功的捷报。这时候，压抑了 8 个小
时的众人欢声瞬间响彻伶仃洋。

首件钢箱梁抬吊的成功为后续施工
带来了信心。项目部分别于 6 月 21 日、30
日顺利完成其余 2 榀跨崖 13-1 管线钢箱
梁吊装，期间未出现任何险情。至此，跨崖
13-1 气田管线桥系列钢箱梁施工结束，项
目团队在与海底“炸药库”的决战中取得
了胜利。

■本报记者 王白玉 通讯员 纪子骁 刘天宇

■6 月 3 日，广州沙湾机场，老安在直升机驾驶舱中操作。

深圳土豪欲开“飞的”业务 市内飞一趟上千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