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走进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

有限公司铁舾车间，传来一片打磨声，只

见工人们穿梭在一个又一个分段间。“今

天是下雨天，工人们都在车间内场作业，

比露天作业凉快多了！”该公司铁舾车间

焊工朱伟告诉记者，2006 年 8 月建厂之

初，他就跳槽到这里做焊工。如今该厂已

完成 70 艘灵便型散货船的建造任务，他

为此感到骄傲与自豪。

“来江门南洋公司之前，自己在广州

与几个老乡一起打零工。”朱伟庆幸的是，

刚进船厂时，针对新工人的管理，公司都

会指派师傅帮带。他说：“烧焊这个技术

活，需要靠时间积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

烧好。”

为了尽快适应船厂工作节奏，朱伟每

天跟着师傅在现场学习，身上时刻都带着

一个笔记本，记录不同工件烧焊的工艺方

法。等到下班时，他再拿一些废旧铸钢练

习。

经过3个月的跟班学习，朱伟掌握了

部分工件的烧焊方法。“对于大构件来

说，首先要预热加工，保证温度不能降下

来。”他表示，控制电流量、夹碳棒角度等

都会影响烧焊的质量。在师傅的指点

下，他学会了埋弧焊、气刨、手工焊等焊

接技术。

13 年来，朱伟每天和舵叶、克令吊、

挂舵臂、艉管、前后雷达桅“打交道”，由

于善于留心观察，总结出一系列焊接工

艺方法。2016 年 7 月，他在一艘灵便型

散货船艉轴管进行焊接作业，船方要求

所有焊缝 100%UT 探伤合格。面对如此

严格的工艺要求，他带领4名工人协同作

战，将艉轴管以外加温至 200 多℃，确保

焊缝实现全溶透，得到船东船检一次性

报验通过。

江门南洋公司船装课作业长李禄添

说：“朱伟时刻在岗位上做‘有心人’，主动

参与公司焊接工艺、试板焊接试验、焊接

标准工艺制定等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朱伟凭借多年积累的

技艺，曾多次在江门市焊工技能比赛和公

司技能大赛中均取得优异成绩。“为了鼓

励工人提升技能，公司对技能竞赛中获奖

的工人，每月提高工资 200 元。”他说，接

下来要用心干好本职工作，好好赚钱，供

养小孩上大学。

在东莞南城的东莞大道和鸿福东路

交会处，一座高达428.8米的超高层建筑

——东莞国贸中心即将竣工。该项目处

于东莞的政务和商务区核心地段，建设

期间，创下了诸多个“最”：最高楼栋，建

设高度属东莞目前建设工程之最；超大

深基坑建设，基础施工规模属于东莞建

设工程之最；在东莞地区超高层工程中，

首次应用“智能顶升钢平台技术”和智慧

工地系统，技术难度属东莞建设工程之

最。

每一个城市地标的变迁，建设者都

必须应对一个个棘手难题；每一项“中国

高度”的突破，都彰显了技术创新的新标

准。近日，记者走进东莞国贸中心项目，

听建设者讲述东莞第一高楼建设背后的

故事。

技术攻关创造3天1层楼的速度

“如何保证高空的安全平稳施工，是

超高层建造者最头疼的难题。”东莞国贸

中心项目的总承包建设方为中建五局华

南公司，今年48岁的单宏伟是该项目的

技术总工程师，此前从未接手 400 多米

高度的大楼项目。2014 年项目开建之

前，他和他的技术团队研究完设计图纸

后，变得少有的沉默。

“本项目建筑面积大，定位高，尤其

是商业裙楼超大跨度异形多曲面空间钢

网格结构、T2塔楼超高层结构更是施工

的难点。”单宏伟说，没有科技助力，光靠

传统的建筑模式，是不可能完成的。为

此，技术攻关工作成为首要工作。

国贸中心项目 T2 塔楼是东莞在建

第一高楼，结构形式复杂，施工难度大，

项目部创新运用“造楼机”之称的智能顶

升钢平台系统，不断刷新了建设速度。

2018年6月实现超高层结构施工新突破

T2塔楼建设高度超200米，核心筒单层

施工速度最快达67小时，连续5层单层

施工速度达 3 天/层，平均速度 4 天/层。

此外，智能顶升钢平台结合物联网技术，

实现工地实时监控，打造“智慧工地”。

如何让项目施工更加精细，也有助

于提升建设速度。施工员洪海坚在现场

总是琢磨：混凝土浇筑、布料机的移动、

塔吊钢梁安装和顶升等这些看似独立的

分项工作，能不能像汽车零件一样，将它

们细致有序地组装起来，让每一项工作

提升效率，从而创造新的工法和新的发

明。正是将这些细节做到极致，才实现

了3天/层楼的速度。

地基关系高楼的安全，施工安全是

重中之重。单宏伟和他的技术团队邀请

了国内著名的混凝土专家王铁梦先生亲

临施工现场指导，最后确定采用全结构

跳仓法组织地下室结构施工，这就好比

下跳棋，一方面简化了施工工艺，更有利

于渗漏质量通病的防治；另一方面更有

利于后续各专业工序提前插入施工，促

进了施工进度。

这里有一间“极客创新工作室”

东莞国贸中心项目团队约50人，大

多是80后、90后。他们的工作时间从每

天早上 7 点开始，赶工期时常常加班到

晚上12点以后。浇筑混凝土期间，团队

要连续20个小时在现场。

在东莞国贸中心项目部，有一间

“极客创新工作室”，里面的几张桌子

摆满了造型各异的建筑模型，旁边还

有几台新设备。在工作室，技术经理

贾东正拿着模型为了几名年轻职工讲

解。

贾东是吉林长春人，2014年从吉林

大学毕业后入职中建五局华南公司，正

赶上国贸中心建设的攻坚期，成为超高

层建筑施工的一名技术员。“除了跟着师

傅在现场学习外，我还积极参加工作室

的技术攻关课题，增加动手解决难题的

能力。”贾东说。

施工期间，贾东发现超大超厚钢板

剪力墙采用传统施工工艺，工人操作难

度大、效率低、作业周期长，质量难以保

证。他将课题提交到工作室后，大家首

先针对复杂的钢板墙施工节点绘制BIM

模型，不断优化设计，深化方案设计。项

目部将方案做成动画和模型，通过 VR

体验进行三维可视化的交底，让工人体

验到现场的真实感，有利于现场顺利施

工。最后，项目团队解决了超大超厚钢

板剪力墙的施工难题，为项目高质、高效

的施工创造了条件。

如今，“极客创新工作室”累计发表

论文13篇，获得发明型专利5项、软件著

作权 3 项，获得全国科学技术创新奖 1

项，国家级 QC 奖项 2 项，省部级 QC 奖

项8项。

责任编辑：白灵 组版编辑：余永春 校对：张苑

2019年8月7日 星期三工事08

职工故事

东莞第一高楼逐梦人：

■全媒体记者 王艳

江门市南洋船舶工程有限公司铁舾车间焊工朱伟

时刻观察现场的“有心人”

三天一层楼！他们刷新了建设速度

■团队成员现场解决难题 王艳/摄

■全媒体记者 彭新启

■朱伟正在进行船舶钢结构焊接作业

郗建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