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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黑马成长的基因密码

在盾结构行业里，4岁的中建
五局盾构业务板块犹如婴孩，身上
却蕴藏着无穷的能量，它能迅速走
红并成为行业的新星， 在业内看
来，与中建五局本身的基因不无关
系，“伟大的公司往往就赢在严谨
的管理制度和强大的执行力上”，
而人才又是企业发展的永动力。

到目前为止，中建五局盾构分
公司先后引进了37名成熟的技术
管理人才，聚集的专业技术人才达
到280人。 在中建五局所有管理规
定中，盾构公司区别与传统房建公
司的最大一点， 就是薪酬体系。以
盾构操作手为例，他们是盾构机的
灵魂，但劳动强度极大：每天12小
时在42℃高温环境下工作，还需精
神高度集中，时刻关注盾构参数变
化，通过出土量、出渣情况对掘进
地质进行研判，调度材料运输与工
人进行管片安装……按照传统薪
酬体系划分，盾构操作手不仅不能
作为自有员工，待遇甚至比不上塔
吊司机。2015年4月16日，中建五局
董事长周勇到南宁地铁2号线亲自
体验了盾构艰苦的施工环境后，当
即要求：薪酬体系应该更倾向于一
线员工，将他们的待遇提上来。

除了工资、福利激励外，中建五
局还建立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工
作环境。“只要有能力，做出了成绩，
在公司就能得到提升与重用。”中建
五局隧道公司总经理黄毅翔如是说
道，也正因为依托五局集团的优势，
盾构公司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发
展前景越来越广阔， 逐渐成长为盾
构领域里的一支生力军。

首战成名：最难区间最先洞通

2011年，中建五局捕捉到了城市
轨道交通线路的巨大市场， 开始发展
轨道施工业务。 深圳地铁 9号线
9104-2标是中建五局盾构业务的首
秀， 却也让五局在盾构施工领域一战
成名。

项目由深圳人民南车站、 鹿丹村
车站以及两段区间隧道组成， 业内公
认是“深圳地铁第一难”，极端地质段，
盾构推进一环（1.5米），会遇到3种不
同的地质。

尽管前期准备充分， 突发的状况
还是让项目部措手不及：2014年7月
的一天， 盾构机刚推进20米左右，参
数突然显示异常、推进速度减缓、出土
明显减少……项目组分析后立马得出
结论，“盾构掘进遇到了硬岩， 刀具磨
损严重， 可行方案只有一个： 带压换
刀”，但它的危险性让业内共怵，气压
过大过小都会给换刀者带来生命危
险。项目组仔细分析了现场条件后，盾
构工区材料设备部部长李正书主动请
缨带队前往， 在高压高热的难耐环境
中工作了2个半小时后， 最后成功换
刀，对此，项目组自豪不已。

除了带压换刀， 推进施工的过程
中，各种考验、挑战、压力接踵而至：盾
构长距离下穿3栋上世纪80年代民居
楼， 隧顶最近处离房子桩基仅34厘
米；下穿广深铁路，地面要求零沉降；
三次穿越“深圳最繁忙主干道”春风高
架桥，须切削穿越桥梁桩基；近距离下
穿正在营运的地铁1号线， 两者间距
垂直距离仅有1.8米， 沉降不能超过
1cm； 两条隧道上下重叠部分278米，
两者相距仅2m，且上覆地层为自稳性
极差的流沙层……每一道难题都考验
着五局盾构人的智慧与能力， 一切最
终迎刃而解。2015年3月30日凌晨3
时，中建五局盾构施工区间顺利贯通。
“在最难线路的最难区间，我们却实现
了率先安全贯通。” 想起那天的情景，
夏一夫至今仍难抑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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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五局盾构团队，
一炮走红的背后其实是扎
实的步伐所迸发出来的蓬
勃生命力，而科研创新无疑
是其核心竞争力的最直接
体现。

从深圳到南宁，五局盾
构项目管理人员在积累施
工经验的同时，掌握了包括
气压进仓作业、 重叠隧道、
“钢套筒”接收、盾构切桩、
富水圆砾地层中施工等关
键技术。 申报的《“先隧后
站” 的盾构过站施工工法》
获批湖南省工法，并且还申
报了多项科研课题， 其中
《穿越复杂地质条件下盾构
法施工技术研究》经湖南省
科技成果评价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另外，还形成了“城

市中心区地下工程爆破技
术创新研究”、“山地城市中
心地区轨道交通地下工程
安全建设关键技术”等10多
项关键技术，获得专利23项
（其中发明专利9项）、21部
省部级工法、2项国家级工
法、7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业精于细而成于管”，
夏一夫深谙企业发展之道，
公司项目现场精细入微的
管理，也成为同行竞相模仿
的标杆。“我们的现场必须
要求精细到极致的管理，生
产、进度、安全、质量、成本等
都有相应的量化指标”，分公
司成立之初，夏一夫便举全
公司各线条管理、技术人才
之力，历时6个月，编制了一
套5万字左右的《盾构分公

司项目施工管理手册》，对盾
构施工涉及的组织框架、材
料设备管理、薪酬体系、激励
与晋升机制、 技术与施工管
理等都进行了细致规定。在
深圳地铁9号推行、验证，再
经过反复修订后， 最终在南
宁地铁2号线的施工中得以
宣贯落实，“短期内， 虽然付
出的成本更高， 但减少了安
全隐患，工程进度加快，从长
远看，反而降低了成本。”

与其他公司负责人不
同， 夏一夫每天要做的事就
是跑现场， 而完全不需要担
心市场、 也不用跑市场，“品
质工程都是细节锻造出来
的，现场会说话，自然而然就
会带来市场。” 夏一夫笑着
说。

看中建五局如何炼成盾构行业黑马
■记者 杨田风通讯员帅兵靳晴

再过十多天， 一台印着中建
五局标志的盾构机将在长沙地铁
4号线东二环段始发，接下来的两
年， 中建五局还将陆续投入17台
盾构机用于长沙地铁3、4、5号线
的“掘洞”工作。这是五局盾构业
务在深圳、南宁、徐州等外省地铁
项目披荆斩棘、一路成名后，第一
次回到“家门口” 干活，“主场作
战，有压力，更有动力，心中满满
都是建设家乡的荣誉感。”中建五
局盾构分公司总经理夏一夫笑着
说道。

从2013年购买第一台盾构，
到2014年深圳地铁9号线率先洞
通一战成名；在南宁地铁2号线一
月三个盾构区间洞通，创造“南宁
速度”；再到长沙3条地铁线的“盾
构先锋”……短短四年，中建五局
盾构分公司用行动力书写着行业
黑马的神话， 并为中建五局的结
构转型、 可持续发展立下了赫赫
战功。

首战告捷， 新市场接踵
而来。2015年12月22日，中
建五局盾构机进入南宁地铁
西津工区出入段线的始发
井， 短短600米长的区间却
集中了盾构施工三大难题：
超浅埋， 覆土最浅处仅1.9
米；小半径转弯，盾构转弯半
径只有350米， 远远低于正
常转弯的450米；大纵坡，盾
构 机 出 洞 爬 坡 坡 度 达
35.5‰， 大大高于正常设计
最大坡度的28‰；7间两层
高的浅基础民房正好位于盾
构机上方6米左右。 评审组
长、 中铁八局高级工程师张
建林坦言： 这种情况非常少
见， 要顺利通过下穿房屋段

几乎不可能。
经过反复讨论， 项目决

定使用反压力法， 将沙袋堆
放在房屋内外的地面上，减
少盾构掘进震动对地面的影
响。

5天后，盾构机正式进入
下穿房屋段。项目班子24小
时坚守施工一线， 在房屋周
围加密布设沉降监测点,对
洞内、地面巡视监测；每天对
盾构机设备和电瓶车进行巡
检；时刻掌握施工数据变化，
并总结分析；组织应急演练，
模拟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和
情况……一切都在有条不紊
进行中。2016年1月4日，盾
构机安全通过下穿房屋段，

房屋最大沉降量仅8毫米，地
面、 商铺均没有产生任何裂
缝。

2016年3月15日上午11
点18分，伴随着盾构刀盘缓
缓破土而出， 由中建五局隧
道公司承建的南宁地铁2号
线西津站至安吉综合基地出
入段线区间右线实现顺利贯
通。至此，出入段提前2个月
双线安全贯通。

再一次堪称完美的表
现， 为中建五局盾构业务赢
得了业界名声和口碑， 越来
越多的业主单位主动抛出了
橄榄枝， 盾构分公司也逐步
成长为中建五局基础设施业
务的强大“后盾”。

再创奇迹：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厚积薄发：创新、管理“四两拨千斤”

5月10日，长沙地铁4号线溁湾镇站项目现场，中建五局盾构分公司总经理正在指导工作。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