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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隧道施工中“三护”澳门“生命通道”

“一丝一毫”见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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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蓝晶灵融合教育
支持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52440400341547143N,
本中心自 2024年 8月 1日起
停止开展活动，请债权人自声
明之日起 60日内申报债权，
逾期不报视为放弃权利，清算
结束后本中心将向登记管理
机关依法申请办理注销登
记。电话：13168699777

清算公告

“‘奋进号’盾构机穿过了
对澳供水管道风险影响区，供
水管道下沉值最大仅6毫米，
比允许下沉的极限值低48毫
米，且暂未发现漏水现象。”8
月2日20时36分，看着项目现
场监测组传来的信息，中铁隧
道局珠海隧道项目部经理左龙
与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郭保和
不禁激动地击掌庆贺这来之不
易的成果。

这一“滴水不漏”的消息通
过信息共享微信群传开后，在
澳门也收获了无数称赞。

澳门特区政府海事及水务
局水资源管理厅厅长林纯表
示，珠海挂锭角段的两条对澳
供水管道是澳门的“生命通
道”，为了保障对澳供水管道正
常运作，在珠海隧道的盾构施
工过程中，项目团队先后采取
了停机等待、大投入拔桩、保障
盾构机工作稳定等守护举措，
取得对澳供水管道“毫米级”下
沉以及“滴水不漏”的成果，这
是珠海用心用情服务澳门的具
体实践，也是“一国两制”优越
性在澳门的生动体现。

▋停机延工期
全力保证澳门春节正常用水

2024年春节前夕，在毗邻
澳门的珠海，多项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正如火如荼地推进。横
穿磨刀门水道入海口、被称为
可在台风期间顺畅通行的全天
候“生命通道”的珠海隧道工
程，两台直径为15.01米的超
大型盾构机兵分“南北”两线，
正在深度约30米的海床下由
西向东掘进。

珠 海 隧 道 工 程 全 长约
5000米，其中海底盾构施工的
隧道长 2930 米。今年 2月 3
日，北线隧道盾构机“开拓号”
率先抵达2700米处，再往东
50米，就开始下穿挂锭角段深
埋的两条南北平行走向的对澳
供水管道。

珠澳两座城，共饮一江
水。在中央的支持下，自1959
年开始，珠海对澳供水至今65
年，实现了对澳双线路供水，目
前日供水量占整个澳门用水量
的98%，保障了澳门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其中，挂锭角段的两条对
澳供水管道直径都是2米，设
计日供水能力70万立方米，自
2006年开始，承担着对澳供水
的主要任务，可以说是澳门的

‘生命通道’。”珠海市水务局供
水科科长吴戍元告诉记者。

在当时的施工讨论会上，中
铁隧道局珠海隧道项目工程部
部长张少康说：“按照当前的掘
进速度，北线盾构机只需10天时
间就能抵达供水管道风险影响
区。为了确保对澳供水不间断，
盾构机在下穿供水管道时，两条
管道需实施‘轮流供水’方案。”

“如果继续掘进，下穿供水
管道的时间恰逢春节，届时要

实施‘轮流供水’，对澳供水量
将减少一半。如果春节期间暂
停掘进，暂停时间至少是 15
天，虽然保证了澳门的正常用
水，但会耽误合同工期，参建各
方都会有不小损失。”

“服务港澳、促进澳门经济
适度多元发展，是中央、省委赋
予珠海的使命任务，我们任何时
候不能有一丝大意。目前是原
水枯水期，澳门的定位是世界旅
游休闲中心，春节又是用水高峰
期，我们就算停机延长工期，也
得保证澳门的正常用水。”面对
如此两难的现实情况，在确定盾
构机所在的位置属于安全地带
后，珠海市水务局、项目建设单
位以及监理、施工单位达成“暂
停掘进”的最终意见。

次日，“开拓号”盾构机的
工作被按下了“暂停键”，并以
24小时带电保护的状态，躺在
海床下静静地等待重启的指
令；两条对澳供水管道如同往
日一样，为旅游旺季的澳门送
去了源源不断的生命之水。

▋拔桩防沉降
“保障对澳供水管道安全，

是我们项目的施工底线”

春节过后，项目部着手重
启“开拓号”盾构施工。为了确
保对澳供水管道的安全，给掘
进过程提供管道下沉的实时数
据，监测公司入场为供水管道
设置监测点。

施工人员在布置自动监测
点时发现，草林深处泥潭里有
一座废弃的高压电塔桩基平台
（简称“塔基”），而且靠近东侧
供水管道。

经初步检测，塔基上方为
钢筋混凝土平台，平台下有多
根直径大于1.2米的混凝土桩
基，其中在隧道线路范围内的

桩基就有4根，而且有一根桩基
距离对澳供水管道仅3米多。

“这是我们之前没发现的
障碍物，它的出现迫使我们暂
缓重启掘进的计划，必须制定
新的拔桩施工方案，而且要确
保供水管道在拔桩过程中的安
全。”谈及这座塔基，郭保和也
有些无奈。

“最让人紧张的是那根距
离供水管道3米多的桩基。”负
责拔桩专项任务的中铁隧道局
珠海隧道项目工程部副部长墨
飞标称，桩基深27米，相当于
9层楼的高度，如果将桩基硬
拔出来，就会出现一个9层楼
高的空洞，势必引起周围泥土
坍塌，也将致使管道沉降，由此
带来爆管风险。

很快，项目部制订了两个
拔桩方案。一是利用大功率装
备整体拔桩，优点是时间短、投
资少，缺点是容易引起供水管
道的大幅度下沉；二是利用专
业设备实施分段拔桩，优点是
对供水管道的影响甚微，缺点
是时间长、投资大。

“保障对澳供水管道安全，
是我们项目的施工底线，就算
付出一些代价也都值得。”“我
们施工单位也愿意承担停机等
待过程中的损失。”讨论中，珠
海隧道项目建设方、监理方、施
工方态度一致，耗时1个月、投
资约200万元的分步拔桩方案
最终敲定。

“拔那根距离供水管最近
的桩基时，因为担心中途换班
的人不清楚前面的情况，我在
现场守了一天一夜。”墨飞标坦
言，这是他参加工作6年来最
紧张的一次施工。

经过一个月的施工，障碍
桩基彻底清除，桩基洞也被及
时封堵。4月24日，监测结果

显示，桩基旁边两条对澳供水
管道下沉值最大的只有12毫
米，比下沉允许极限值54毫米
低42毫米，而且供水正常。

▋下穿保稳定
供水管道沉降控制在“毫米级”

在排除障碍物并确认供水
管道安全后，停工了83天的北
线“开拓号”盾构机重启，与南
线“奋进号”盾构机一起向对澳
供水管道方向掘进。

按照隧道线路设计，盾构
机下穿对澳供水管道时，盾构
机顶部距离供水管道的底部只
有7.08米，而且管道周围是缺
乏支撑力的泥土结构。

“根据以往经验，直径15
米的盾构机下穿供水管道时，
上下需要15米的空间距离才
能确保管道安全。这样的苛刻
条件，盾构机下穿施工，供水管
道显然存在沉降的风险。现在
要想确保供水管道安全，就要
确保下穿中途不停机换刀。”张
少康指着施工图介绍。

“如何保证盾构机平稳运
行成为项目部的施工重点。”左
龙道出了第三次守护澳门“生
命通道”的缘由。

为此，项目部确定了“四
重”防护的新举措，包括选择精
准掘进参数和刀具、多部门联
合应急演练、建立多部门联络
协调机制、实施“一环一研判、
一环一交底”的施工管控制度。

在此过程中，掘进参数和
检测系统是重点。项目部依托
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数据平台，
选择合适的掘进参数和刀具磨
损等检测系统，确保盾构主驱
动及刀具在掘进过程中的安全
稳定。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下穿前，项目部在每条供水管周

围划出一定范围设为管道风险
影响区，相当于10环隧道内衬
（隧道内衬以环为单位，是隧道
内壁固定件，防止成型的隧硐变
形或坍塌）的长度；在下穿期间，
施工单位每日牵头召开掘进工
况分析会，对风险影响区的20
环隧道内衬做到“一环一研判、
一环一交底”，并力争修复供水
管道之前的沉降值。

在多重防护措施的加持
下，7月17日北线隧道顺利贯
通，7月18日南线“奋进号”盾
构机抵达供水管道风险影响区
边界。项目部组织研判时发
现，南线基岩比北线更复杂，刀
片磨损的速度更快。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研
判结果引起了左龙的重视，在

“奋进号”盾构机下穿每一条供
水管道前，项目部都会将部分
轻度磨损的刀片换成全新的刀
片，其中每换一把刀的直接损
失约3万元。

8月2日南线“奋进号”盾
构机平稳离开供水管道风险影
响区。监测数据显示，两条对
澳供水管下沉最大值竟然从之
前的12毫米修复到6毫米，而
且“滴水不漏”。

“这个结果正是我们期待
的，感谢珠海对澳门的支持，期
待珠海隧道早日建成通车。”8
月2日晚，林纯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工作人员在下穿管道前停机换盾构刀片。

项目部用专业设备分段拔起障碍桩基。
（中铁隧道局珠海隧道项目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