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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认证点“金”

省计量院助力湖北智造扬帆出海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子轶 通讯员 王欢 杨基勤

质量强，则荆楚强。

眼下，以计量、标准、检验检测与认证认可等为代表的质量基

础设施，正汇聚成为“荆楚质量”品牌的强大技术支撑。

打好质量基础桩，垒起产业摩天厦。即日起，本报联合湖北省

市场监管局开设“荆楚质量”栏目，看湖北质量基础设施如何为新

质生产力铺路架桥、为服务湖北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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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专业真实数据，促成买卖双方互信——检验检

测与认证认可，是湖北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点“金”之笔。

在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省计量院”），

一项项湖北造拿到“通行证”，迈向世界舞台。5月22日，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走进省计量院，见证该院提供覆盖产

品全生命周期的检测和认证服务，开展接轨国际的前沿

技术研究，服务以光通信器件为代表的湖北智造更快、更

优、更便捷地扬帆出海。

认证认可的本质是传递信
任。一纸认证证书，不仅能让产
品涨身价，还是产品进入国际市
场的“信用证”和“通行卡”。

“每天，我们的十米法电磁
兼容实验室都在承担企业检测
业务，几乎停不下来。”省计量院
电磁兼容所所长张灿介绍。

拿到这份检验报告，也就意
味着能够顺利取得国际知名认
证机构开具的认证证书，让产品
进入欧美海外市场——省计量
院光电子中心先后取得了德国
莱茵、英国天祥、瑞士通标、日本

VCCI等国际知名第三方机构
认可授权，以及多项欧盟指令认
证报告能力。

2014年，武汉市部分光通
信企业向省计量院反馈，由于
缺乏本地认证服务，出口产品
需要送到外地检测，十分不便。

为帮助湖北产品打破国际
市场准入瓶颈，该院在十年间
陆续构建起本地检测认证服务
平台，每年，以省计量院检测数
据作为支撑的出口检测认证证
书有百余份。

除了获得莱茵等知名机构
的信赖，该院国际检测认证业
务还在不断拓展：2023年为武
汉联特科技出具了UKCA（英
国合格凭证）认证证书。同年
10月，为了帮助我国通信产品
获得国外客户信任，该院接受
了印尼电信公司现场目击试
验，这批出口路由器产品不必
远赴重洋去印尼做检测，降低
了出口风险，目击试验过后，印
尼方认可了省计量院的检测能
力和检验数据，帮助中方企业
拿到了印尼市场准入资格。

取得多家国际知名认证机构认可授权

本地化检测认证缩短产品出口周期

湖北产品在全球“追光”的过
程中，切实享受到了检验检测本
地化带来的利好。

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经
理徐欢是省计量院构建本地化检验
认证服务平台的见证者。他介绍，
该公司核心网交换机等大型产品畅
销中东、南亚等地，以往送检之路十
分曲折：需要通过物流将两米多高

的机柜发往深圳，一名产品工程师
和一名电磁兼容专家携带一套专业
仪表乘高铁前往。“产品检验顺利的
话，也要花费4天时间，如果需要现
场调整，快则一周，慢则十天半月，
占用仪表还会影响生产研发进度。”

如今，一人一车，二十分钟就能
将产品送进省计量院实验室。最快
半天就能完成检验，大大缩短了产品

出口周期。目前，该公司的有线产品
已实现本地化检测认证服务全覆盖。

在出口产品的研发过程中，
也有湖北计量人的身影。该院携
手华工激光打造激光应用领域中
试公共服务平台，2022—2023
年，累计服务了85家企业。该院
支持华工激光自研“超快激光加
工系列装备”出口。目前，华工激
光产品已顺利出口土耳其、加拿
大、印度、泰国、意大利等地。

新技术的诞生离不开先进的测
量技术，离不开技术标准的支撑和引
领。从技术走向产品、产业，乃至走
向国际市场，最核心、最关键的支撑
要素之一，就是由计量、标准、合格评
定等共同构成的质量基础设施。

量子领域计量，是省计量院力
学所副所长陈露和同事们近期最为
关心的科研话题之一。作为中关村
检验检测认证产业技术联盟国际合

作专委会的主要成员单位，该院持
续为今年11月将在青岛召开的量
子力学国际会议做筹备，《量子测量
科学技术在湖北省精密测量领域的
科技发展现状和应用情况研究》科
研项目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

“激光飞秒手术、气象测量、
重力仪……量子测量科技一定是
大有可为的新蓝海。”陈露介绍，
追踪国际前沿计量科学，让质量

基础设施布局“跟上来”，能够为
“湖北造”乃至“中国造”走出去提
供强大的测量技术支撑。

追“光”之路也从“新”出发。
2023年，省计量院与多家知名认
证机构一起合作举办激光产品认
证和全球市场准入研讨会、电磁
兼容测试领域能力建设培训会10
余场，为激光加工、电子设备、助
航灯具等行业的80多家企业提
供最新资讯和详细指导，助力“光
芯屏端网”产品加速出海。

聚焦前沿测量科学技术助产品加速跑

荆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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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来致谢！”5月17日，金
澳科技（湖北）化工有限公司轮值总裁
肖生强为湖北特检院送来一面锦旗。

5月14日，湖北特检院宜昌分院
也收到了一封来自宜昌市猇亭区人民
政府的感谢信。

4月24日，湖北中力机械有限公司
代表赶到湖北特检院，送来锦旗……

塔吊运转，锅炉燃烧，管道蜿
蜒……遍布生产企业的特种设备，需
要定期“体检”，方能安全运行。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内，为企业提供检验检
测服务的湖北特检院连续三次被企业
和政府点赞，背后是湖北“特检兵”不
舍昼夜精心检验，全力帮助企业降低
停产损失、守护安全生产的担当。

据介绍，金澳科技年产能超300万
吨，是华中地区重要的战略能源保供基
地。2024年是金澳科技设备停产检修
年，需在一个月内完成917台压力容
器、120公里压力管道定期检验。

一场检验大会战自今年3月18日
打响，无论是30多年从业经验的“特检
老兵”，还是风华正茂的中坚力量，都
戴上“小橙帽”，做好安全防护措施，爬
上几十米高的脚手架、钻进逼仄狭窄
的容器，“揪”出特种设备的细微问题。

湖北特检院潜江分院相关负责人
张兵介绍，来自湖北特检6家分院的
60余名检验人员帮助金澳科技比原
计划提前一周进入设备调试阶段。

和金澳科技一样，位于宜昌市猇
亭区的纬景储能20GWh锌铁液流新
型储能项目对地方经济也有重要意
义。企业原计划停产10余天，但湖北
特检院宜昌分院用4天时间，就完成
了 19.44 万米高温高压蒸汽管道和
300多处膨胀节、管道弯头的壁厚测
量、金相分析、无损检测等检验任务。
据企业测算，高效的检验服务为企业
节约成本近千万元，助力项目实现6
月投产的目标。

湖北中力机械有限公司特种设备
的检验则更是一场“大考”。湖北特检
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院检验人员奔
赴河北、山西、四川、广东、湖南、江苏
等13个省50个城市和乡镇开展电动叉车检验。物流行
业具有“昼伏夜出”的特性，为配合企业，检验人员往往在
夜间10点才能开展检验服务。

湖北特检院党委书记、院长范志勇表示，下一步，该院
将总结像“金澳”这样的大型会战经验，配合企业生产节
奏，形成“湖北特检预案”，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省
计
量
院
﹃
十
米
法
电
磁
兼
容
实
验

室
﹄
内
景
。

（
省
计
量
院
供
图
）

湖
北
特
检
﹃
一
月
三
锦
旗
﹄
背
后
—
—

钻
锅
炉
爬
高
塔
﹃
做
体
检
﹄
为
企
业
节
约
成
本
近
千
万
元

湖
北
日
报
全
媒
记
者

汪
子
轶

通
讯
员

陈
玲
敏

袁
园

5 月 26 日，鄂州燕矶镇江边浪花拍
岸。“身材”粗壮的燕矶长江大桥主塔雄浑
耸立。离主塔约5公里，正是亚洲最大货
运机场——鄂州花湖机场。

走近大桥主塔，只见穿着蓝色“金钟
罩”的一体化智能筑塔机，已爬至60多层
楼高，地面两台拖泵轰鸣，将罐车里的混凝
土通过特制管道，“注射”至180多米高的
塔柱。

11时28分，经过24小时连续混凝土
浇筑，燕矶长江大桥鄂州侧主塔完成封顶，
现场一片欢呼。该项目由湖北交投集团投
资建设、中交二航局承建。

“最后混凝土浇筑量达1000余立方

米，整个主塔世界级难点多，顺利实现封顶
不容易。”中交二航局项目经理吴小斌对湖
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燕矶长江大桥是世界最大跨径的四主
缆悬索桥，主跨1860米。受航空限高的影
响，大桥主塔高度仅有184米，而主塔要承
受双层大桥的荷载，因此主塔壁的厚度是
寻常跨长江大桥的两倍，达到了惊人的4
米。

该桥鄂州侧主塔桩基“先天不足”。它
位于地质断裂带边缘，其中8根桩基穿越
断裂带，在上面打桩如同在豆腐上插筷
子。为此，建设团队使用国内最大的旋挖
钻，并针对钻具进行创新改造，研发出分级

钻进工艺，最终攻克地质“拦路虎”，为大桥
夯实底盘。

大桥使用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极易出
现裂缝。吴小斌称，该项目在全国率先引
入混凝土云工厂，实时监测混凝土的出厂
温度和性能指标参数，随时“把诊问脉”。
同时，建设者还在主塔内部铺设了总长达
42公里的冷却水管，并研发出智能温控系
统，严格控制混凝土从入模到浇筑的温度，
做到全过程防裂管控。

“这个造塔神器，像爬山虎一样往上爬，
让每一层的工人作业都如履平地。”指着已爬
至主塔最高层的蓝色筑塔机，吴小斌介绍，这
是一体化智能筑塔机，是中交二航局自主研

发的第三代产品，具有钢筋部品调位、自动布
料系统、智能养护系统、智能振捣和集中控制
等功能，就像一个空中竖向移动工厂，能实现
大桥的流水线生产。

据悉，燕矶长江大桥积极推动桥梁的
智能化建造，打造了集生产监控、远程集
控、指挥调度、综合决策功能为一体的可视
化指挥中心，实现桩基、架梁等信息一图总
览、一屏统管、一键指挥。

燕矶长江大桥投资约137亿元，是武
鄂黄黄“三横三纵”快速道路系统组成部
分，计划于2026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无缝
衔接鄂州花湖机场，带动武鄂黄黄都市圈
一体化发展。

高空作业如履平地 云端工厂防裂管控

燕矶长江大桥鄂州侧主塔封顶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戴辉 通讯员 徐梦颖 陆落义

湖北日报讯（记者时龚、通讯员伍美
菱）5月26日，为期两天的2024年皮划艇
静水世界杯波兰波兹南站收桨，在女子四
人皮艇500米角逐中，我省孙悦雯与搭档
组成的中国队以1分32秒78力克对手夺
得金牌，继12日塞格德站摘铜后再次绽

放。波兹南站后，中国队将回国进行7周
的赛前训练，7月中旬将赴法国参加巴黎奥
运会。

25 日是首个决赛日，在女子四人皮
艇500米项目中，孙悦雯与队友李冬崟、
殷梦蝶、王楠快速“飞桨”，以精湛的技艺

和默契的配合为中国队迎来波兹南站
开门红。前三名争夺非常激烈，亚军新
西兰队和季军波兰队的成绩仅比冠军中
国队慢了0.12秒和0.25秒。这是孙悦雯
在 5月第二次出战静水世界杯分站赛，
在12日落幕的塞格德站中，孙悦雯与队

友以1分 31秒 09的成绩夺得铜牌。
目前，中国队已全项获得巴黎奥运

会皮划艇静水项目 10 个小项的参赛资
格，参加两站世界杯比赛的目的是检验
冬训成果，提升比赛状态并观察分析对
手。

30岁的孙悦雯表示，两站比赛输赢都
只在一线间，回国后会认真复盘，找准核心
问题，进一步强化训练，尤其是战术上要做
到更加精细，为接下来巴黎奥运会夯实基
础。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奥运夺金，为国争
光、为省添彩，在而立之年成就最美好的自
己。

皮划艇世界杯摘铜又揽金

我省孙悦雯“艇进”巴黎奥运

5月26日，武汉市东西湖区杜公
湖国家湿地公园水面上，参赛的龙舟
队伍奋勇争先。当日，“甲辰龙腾 盛
世中华”2024年全国龙舟大联动活动
暨湖北省龙舟公开赛（武汉·东西湖
站）开幕。本次龙舟公开赛设置了多
个组别和项目，来自全省45支龙舟队
伍、近千名龙舟健儿在杜公湖国家湿
地公园水域乘风破浪、执桨竞渡。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倪娜 通讯
员 段翠凤 晏君 徐一帆 摄）

千名龙舟健儿
竞渡杜公湖

5月26日上午，武汉地铁12号线十里铺
站建设工地内，随着盾构机破土而出，标志
着12号线港十区间（港口村站—丁家咀站—
十里铺站）隧道贯通。

武汉地铁一级项目经理倪正茂介绍，2.1
公里港十区间隧道不仅穿越了武汉最硬的地
下岩层，还顺利完成了下穿既有地铁车站、下
穿墨水湖、侧穿二环线高架等多项高难度施
工，摸索总结的多项技术属于全国首创，对武
汉地铁后续建设将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武汉地铁股份有限公司业主代表刘金
波介绍，港十区间2.1公里作业区间上分布
着两段总长约350米的石英砂岩，是目前已
知武汉地下硬度最大的岩层。其硬度分别
为214兆帕和251兆帕，是普通混凝土的七
倍至八倍，与常见的钢材硬度相当。这种岩
层多出现于远郊区，施工时往往采用炸药爆
破的方式处理，但地铁12号线上的这两处硬
岩周边分布着湖泊、桥梁、政府机关和中小
学校，不宜开展爆破。

为此，武汉地铁集团联合武汉轨道交通
十二号线建设运营公司、中铁开投集团工程
指挥部和中铁七局组成专家组，反复研究后
决定采用全断面硬岩盾构掘进施工法，即让
盾构机直接去啃石头。

施工单位中铁七局项目经理文斌介绍，
港十区间选配的国产盾构机本身就马力十
足，峰值推进力量达到1.1万吨，实际作业中
又增加了电机。有了充足的马力，还要有坚
硬的“牙齿”。项目组还召集19家厂商，为盾
构机配备了47把重型滚刀——刀具采用含
钼、钒等元素的高强度合金钢加工而成，抗
压强度达到2800兆帕，“每把造价高达三四
万元，而普通刮刀只需要六七千元”。

2800兆帕是什么概念呢？1兆帕相当
于人的大拇指指甲盖上顶了10公斤的重
物，2800兆帕就相当于顶了28吨的重物。

中铁七局项目总工罗鑫介绍，做足准备
工作后，盾构机开始向最硬岩层掘进，但难
度还是超出想象。他向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出示的一段监控视频显示，在突破最硬岩层
时，盾构机的滚刀在前方坚硬的岩石上如刀刻斧凿般留下一
道道清晰可见的“环形花纹”。“刀盘旋转一周，在岩石上留下
的花纹深度仅1毫米，只有反复不断旋转，才能让石头上的

‘伤口’一点点扩大，从而一层层破碎、剥落。”罗鑫介绍，在最
艰难处，盾构机连续工作近60个小时，才往前掘进1米，相当
于平均每分钟掘进0.028厘米。“当时，盾构机司机每点一下
前进键——相当于踩一脚‘油门’，电费就花掉500元，整个项
目消费的电费较常规盾构项目增加了百万元之巨。”

在这样的情况下，业主代表、项目经理、项目总工24小时
轮流值守，严密监视盾构机掘进参数，组织人员定时进仓更
换磨损刀具，确保盾构机刀盘、刀具结构完好，最终提前30天
安全顺利通过硬岩段，创造了国内土压平衡盾构成功掘进极
硬地层的新案例。

此外，这台盾构机还“在软豆腐里打洞”，成功下穿墨水
湖湖底淤泥黏土；在左右间距1.8米的空间里“极限行走”，
几乎零沉降成功侧穿二环线高架桥桥桩；花了5天时间顺利
下穿地铁4号线十里铺站，开创了武汉地铁盾构机完整下穿
单体车站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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