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年初三，在上海轨道交通崇

明线工程108标施工现场，却是一

片繁忙景象。伴随着机器的轰鸣

声，超大盾构“申通号”正在从长兴

岛向浦东方向掘进。

探测装置
为掘进保驾护航
“‘申通号’自去年12月始发

后，在春节前已掘进52环、104米。”

隧道股份上海隧道轨道交通崇明

线工程108标项目书记苏建国介

绍，春节期间，为了确保盾构能安

全平稳掘进，“申通号”会放慢速

度，从春节前一天8环至10环，减

少到一天2环至3环（每一环为2

米）。正月十五后，掘进速度会陆

续恢复。

在距离地面十多米深的施工

现场，不到十平米的盾构驾驶室内

张贴了兔年元素的春联、窗花，透

出浓浓的节日气氛。“90后”盾构司

机任帅头戴安全帽，紧盯屏幕上实

时跳动的数据。“我们要查看盾构

的姿态、路线，还要查看泥水含沙

量、管路压力等。一旦发生偏差，

就要及时修正。”

任帅是东北人，今年是他第二

次不回家过年。“年前我已经错峰

回去过了，跟家里人也都打过招

呼，他们很支持我的工作。”任帅

说，轨道交通崇明线是他工作以来

参与的第二个重大工程项目，留下

来可以多学一些、累积经验。

春节期间，项目上共有40多名

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坚守岗位、

就地过年。工程春节“不打烊”的

背后，是为了给接下来的关键节点

做准备。目前，“申通号”距离长江

大约还有500多米。之后，就要一

次性超长距离过江。

考虑到超长距离掘进会带来

盾构机稳定性、刀盘刀具磨损、材

料长距离运输、通风环境安全等方

面挑战，又加上盾构“申通号”掘进

范围内分布砂质粉土、淤泥质黏土

等复杂土层，项目团队将通过精细

化管控施工参数来保障盾构掘进、

穿越的安全。同时，为了防止长江

水域下的不明障碍物影响掘进安

全，项目团队应用超前地质探测装

置来为“申通号”保驾护航。

两台盾构
长距离穿越长江
轨道交通崇明线工程线路全

长43.02公里，起自浦东新区金吉

路站（可换乘 9号线），经申江路

站（可换乘 12 号线）、高宝路站、

凌空北路站、长兴岛站、陈家镇

站、东滩站至裕安站，设站8座，

换乘站2座。

“从线路上来看，轨道交通崇

明线从浦东金桥出发，经过新建的

南港隧道、北港隧道，途经长兴岛，

到达崇明陈家镇。”申通地铁建设

集团崇明线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张

洪锋介绍，目前，轨道交通崇明线

浦东段、南港隧道、北港隧道及部

分车站建设已全面开工。

据悉，南港隧道长约 7.7公

里，由盾构“申通号”承担主要掘

进任务。北港隧道长约9公里，

由盾构“申崇号”承担主要掘进任

务。“申通号”由108标南井出发

向浦东方向掘进，“申崇号”由111

标北井出发向崇明岛方向掘进。

“这两台为轨道交通崇明线量身

定制的盾构将长距离穿越长江，

最终连通浦东、长兴岛及崇明

岛。”张洪锋说。

眼下，“申通号”正在从长兴岛

向浦东方向掘进。“申崇号”盾构机

刀盘已顺利完成下井安装，正在进

行调试安装工作。不久之后，“申

崇号”也将正式投入始发，开启通

向崇明岛的掘进任务。

作为上海轨道交通“十四五”

开局之年的先行线路，轨道交通

崇明线建成后将填补崇明岛轨道

交通的空白，促进浦东新区重要

功能区发展和崇明与主城区联动

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

略发展。

本报记者 裘颖琼

“申通号”盾构 从长兴岛推向浦东

宝山智慧湾：文化科技融合无界
首家集装箱咖啡店 最大3D打印桥

《

老
外
讲
故
事
·

另
眼
观
盛
会
》
百
集
融
媒
体
产
品
24

层믹닣 ·新 春 重大工程春节“不打烊”

层믹닣新 春

只争朝夕绘宏图

轨道交通崇明线：4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为关键节点作准备

“文化新地标”徐家汇书院安全运营
应对双休日1.27万人次客流总量，1300余人次瞬时最高峰值

要闻
2023年1月24日/星期二

本版编辑∶蒋 俭
视觉设计∶邵晓艳2 一版首席编辑∶钱滢

一版视觉∶邵晓艳

■ 盾构司机任帅（右）正在检查盾构管片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组织评

定并进行公示，确定了12家单位为

2022年国家旅游科技示范园区。

宝山的智慧湾作为上海市的唯一代

表，榜上有名。

智慧湾的全称是智慧湾科创园

（上海）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

地，建成至今已有5年，今年还被科

技部、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等

五部委认定为第四批国家文化和科

技融合示范基地之一。通过设计创

新和产业再造，智慧湾将老旧厂房

重新建设，打造出协同发展的文化

与科技融合综合体。这个规模大、

集聚度高的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创意

设计集聚区，已孕育了许多首创案

例。除了星巴克集装箱咖啡概念

店，还有3D打印主题博物馆、3D打

印混凝土步行桥、大型3D打印蒙娜

丽莎像素画……春节期间更是吸引

了不少特地来打卡的市民。

星巴克集装箱咖啡概念店是中

国大陆地区首家集装箱咖啡店，由

六个大小不一的集装箱巧妙结合搭

建，共有两层楼。记者到达时，二楼

集装箱就餐区已经差不多客满。连

日阴雨过去，约三两亲友坐在窗边，

晒晒太阳聊聊天，碰撞碰撞思维火

花，待个大半天也不嫌长。

占地5000平方米的中国3D打

印主题博物馆可说是园区的文化名

片，馆内近3000件展品囊括了衣食

住行、艺术、文物修复等多领域的展

品。园区还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合

作，将“人工智能+3D打印+混凝土

新材料”研究成果进行广泛应用，在

园区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那就是

号称全球最大的3D打印桥，就放置

在3D打印博物馆旁。3D打印像素

画——蒙娜丽莎则是智慧湾的又一

亮点，这背后是智慧湾开发的一整

套集图像自动转化、AI自动分形、电

脑自动建模、生产批量3D打印文件

的系统。该系统可将任意图片按照

需要的元素自动分形、优化，抽取希

望得到的元素，再自动生成编号，完

成生产和组装，令人不禁感叹文化

与科技融合的神奇效果。

本报记者 郭剑烽

本报讯（记者 袁玮）光启之

门、海上书桌、光盒空间、阳光阅读

区……2023年新年伊始，位于徐汇

区徐家汇教堂广场南侧的徐家汇书

院突然走红网络，引来一批又一批

读者前来打卡。徐家汇书院下连轨

交徐家汇站，路面上有公交站点，交

通较搬迁升级前的徐汇区图书馆更

为便捷。“设计感强、交通便捷，容易

催生大客流。在书院今年开业后，

我们就有意识地对此开展视频和实

兵巡逻，观察客流情况，不断总结规

律，不断发现解决问题。”徐家汇派

出所综合指挥室副主任王倍明说。

在书院开门首个周末的1月7

日、8日，徐汇警方会同区文旅局和

徐家汇街道，组织警力驻守通道入

口及时采取疏导拦截、波次放行、单

向循环等措施，防止人流对冲拥挤

造成危险，精准做好徐家汇书院大

客流疏导管控工作，有效应对了双

休日1.27万人次客流总量和1300

余人次瞬时最高峰值。

请春节期间有计划前往徐家汇

书院的市民注意，明天（1月25日）

起，书院恢复9:00—17:00（16:30后

停止入馆）的开放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