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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啦，通啦！”漆黑的隧道里透出一缕亮
光。12月26日11时许，十堰市竹溪县丰溪镇
在建十巫南高速公路第一条千米级隧道——
戈边3号隧道左幅顺利贯通，数百名参建者一
同欢呼雀跃。一天前，距离戈边3号隧道80公
里，全长387米的兵营3号隧道右幅顺利贯通，
成为十巫南全线首座贯通的隧道。

十巫南高速公路项目由湖北交投集团投资
建设，2023年9月先行开工点动工，今年3月正
式开工，累计已完成投资79.6亿元，占总投资的
41%。路线起于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溢水镇，
顺接已通车的十巫高速公路鲍溢段，经竹山县、
竹溪县，在竹溪县丰溪镇界梁村以隧道方式穿
越鄂陕省界，止于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钟宝镇，
与已通车的安来高速公路相接。该项目全长约
84.9公里，其中，溢水至鄂陕界段长78.6公里，
镇坪段长6.3公里，桥隧比高达85.6%。

精准调度 催生项目推进新速度
项目伊始，建设团队便深入实地，对沿线

的地形、地质、气候等自然条件进行了全方位、
细致入微的勘察。充分考虑到山区复杂的地
势和生态环境的敏感性，大胆创新，运用先进
的设计理念和技术手段，精心规划线路走向，
巧妙布局桥梁和隧道，力求在保证工程质量和
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缩短里程、降低施
工难度和工程造价。

十巫南一标岩湾特大桥桥址区位于苦桃
河水系，同时隶属潘口水库库尾区域，为满足
桥梁下构施工需求，在项目前期总体策划时，
施工便道计划需要建设钢栈桥4座。在项目施
工前，通过与地方水利部门及潘口水电站提前
沟通协调，同时仔细查阅近5年的气象水文资
料，充分掌握了雨季、旱季的分布情况。在

2023年水位较高的情况下，制定了水中筑岛钢
板桩围堰施工工艺，在雨季来临前完成施工便
道及平台的修筑，为水中下构顺利在雨季进行
施工提供了有力保障；在2024年旱季之际，抢
抓枯水位，将原定岩湾特大桥大桩号范围内钢
栈桥调整为漫水桥，大大降低了施工安全风
险，满足现场各工作面顺利施工的同时，缩短
施工工期约3个月，节约造价约120万元。

项目团队还建立了一套科学完善的调度体
系，以项目总体进度计划为纲，将工程分解为多
个子项目和施工阶段，明确了每个阶段的关键
节点和目标任务，并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和路
线图。借助信息化管理平台，对施工现场进行
实时监控，及时掌握工程进度、人员设备配备、
物资供应等情况，一旦发现问题或偏差，能够迅
速做出反应，精准调整施工计划和资源分配。
在混凝土浇筑施工中，通过调度系统提前协调
好搅拌站、运输车辆和浇筑现场的工作，确保混

凝土能够连续、及时供应，避免了因等待材料而
造成的施工停滞，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智能引领 打造品质工程新标杆
项目穿越秦巴山脉腹地，面对桥隧比高、围

岩稳定性差、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等重重困
难，采用智能挂布台车、隧道养生台车、智能化
多臂凿岩台车等成套化先进智能设备。其中，
智能化多臂凿岩台车以其强大的钻孔能力和高
效的作业效率，成为隧道开挖的得力助手，它可
以同时操控多个钻臂进行钻孔作业，钻孔速度
比传统人工钻孔提高数倍，且钻孔精度更高，能
够有效控制隧道开挖轮廓，减少超欠挖现象，降
低施工成本，提高施工安全性；智能挂布台车能
够快速、准确地将防水布铺设在隧道壁上，与传
统人工挂布相比，不仅效率更高，且铺设更加平
整、牢固，有效防止了渗漏现象发生。

“曾经需要工人在恶劣环境中艰难操作的工
序，如今只需手持‘遥控器’就能轻松驾驭这些智

能机器完成。我们创新集成的隧道施工8件套
装备，不仅使原本危险且高强度的工作变得高效
安全，也极大地降低了建设成本，节约了建设工
期。”在全长3955米的红岩1号隧道口，中铁二
十局十巫南4标项目经理欧阳天武介绍。

此外，智能化设备还在大桥建设中大显身
手。由中交二航局承建的十巫南新洲特大桥
是世界最大跨径独塔不平衡地锚式斜拉桥，建
设过程中，项目基于BIM系列技术工具，构建
了适于大跨径独塔地锚式斜拉桥应用的数字
孪生系统。这一数字孪生系统犹如大桥的智
慧大脑，通过对海量数据进行实时采集、分析
和处理，对塔身智能液压爬模、塔机与升降机
监控、预制板生产与精准组拼、主梁和斜拉索
现场施工监控等技术内容进行全方位、精细化
的研发与管控，确保其在实际工程中顺利实
施，为大桥的安全施工和高质量建设提供了有
力保障。

“除了大桥，我们在全线最长的兴隆2号隧
道创新开发使用了‘产业工人实名制管理系
统’，在班前喊话的同时完成安全培训教育、考
勤打卡、视频录制上传等一系列流程，使项目
安全管理更加高效便捷，现在已经在项目全线
推广使用。”中交二航局十巫南2标项目总工程
师曹军龙说。

降本增效 探索可持续发展之道
自十巫南高速公路项目开工建设以来，湖

北交投郧楚建设公司始终秉持“优化方案，
‘节’尽所能，降本增效有实招”的原则，从设计
到施工，每一个环节都精打细算，力求在保证
工程质量和进度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的最
大化。

在管理阶段，该公司深入调研，充分考虑

地形地貌、生态环境、交通流量等因素，科学规
划线路走向和互通立交布局。每一个决策都
经过反复论证，确保设计方案既符合实际需
求，又具备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同时，积极采
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提高设计精度和效
率，降低建设成本和环境影响。

“由于秦岭褶皱系一级构造单元，覆盖层
主要为第四系全系统冲洪积卵石、残坡积碎
石、崩坡积碎石等，地基承载力不足，十巫南2
标在现场施工中，旋挖钻钻进到40米左右位
置时，会出现较大偏移。为保证后续钻进垂直
度，我们在该位置更换冲击钻冲进至70米左
右，剩余15米使用旋挖钻机成孔，采用‘成孔
工艺为旋挖钻+冲击钻组合成孔’，优质高效地
完成桩基施工。”湖北交投郧楚建设公司十巫
南分部主任陈华介绍。

项目各参建单位通过优化设计、施工方
案，加大资源配置，抢抓枯水位，精心组织施
工，总计节约造价1774万元。工期方面，十巫
南2标新洲特大桥桩基施工节约工期1.6个月；
十巫南3标关夫垭大桥2号墩钢平台施工过程
中，抢抓枯水位，采用“钢护筒牛腿+底模平台”
方案施工，缩短承台施工工期2个月；十巫南4
标红岩1号隧道巫溪端提前2个月顺利进洞施
工；十巫南6标戈边4号隧道十堰端提前1个
月顺利进洞施工……

降本增效的实践，不仅为十巫南高速公路
项目的建设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更在推动
交通建设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条连接湖北与陕西的重要
通道，将成为一条绿色、智能、高效的现代化高
速公路，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张鹏宇 张良辉 杨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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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巫南高速公路打造品质工程新标杆

十巫南高速龙潭河大桥架梁现场。

湖北日报讯（记者曾莉、通讯员章晟）
12月23日，80后的语文老师小魏（化名）、90
后公务员小谢（化名）、00后健身教练小徐
（化名），同一天在华中科技大学附属武汉中
心医院血液内科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3位
患者的生命。

“3位捐献者同日在同一家医院捐献造
血干细胞，在湖北省已是第二次。这折射人
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标注城市文明新高度。”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秘书长陈波说，过去，
很多人把造血干细胞捐献理解为骨髓捐献，

不少有捐献意愿的人顾虑重重。如今，随
着公众对造血干细胞捐献的认知度提高，
捐献流程不断优化，造血干细胞捐献量大
大增加。统计显示，截至2024年12月上
旬，湖北省红十字会骨髓库累计超过13.7
万名志愿者报名捐献造血干细胞，目前非
血缘关系造血干细胞捐献已达692例，捐
献数量位居全国前列。

小魏、小徐、小谢分别来自十堰、潜江，
从事不同工作，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心愿
——捐献造血干细胞，传递生命的希望。

35岁的小魏是十堰某高中的语文老师，去年
在一次无偿献血活动中加入中华骨髓库。今
年秋天接到配型成功的消息后，他很激动，家
人也非常支持。他说：“生命无常，但爱可以
延续。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我还会毫不犹
豫去捐献。”

25岁的小谢是某地市乡村振兴局员工，
去年成为中华骨髓库的志愿者。经过418天
的等待，他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混悬液，为华
东地区一名白血病患者带去“生命火种”。“直
到捐献成功，我才感觉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

了。身为党员，今后我会为红十字事业继续
奋斗。”

今年 11 月，十堰市红十字会的一个
电话，将 21岁的小徐与一名血液病患者
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12月 23日，经
过4个多小时的采集，小徐成功捐献造血
干细胞混悬液，他的决定得到父母的支持
和认可。他说：“我加入中华骨髓库才 1
年就配型成功，实现救人的愿望，是一件
很幸运的事情。今后，我会继续参加公益
事业。”

三名热血男儿同日捐献造血干细胞
湖北非血缘捐献达692例，认知度提高促捐献量增加

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
管理中心揭牌

湖北日报讯（记者许应锋、通讯员冯开春、胡雪琪）
12月26日，在武当山古建筑群建成600年暨成功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30周年座谈会上，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管理
中心正式揭牌。

武当山古建筑群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宋、元均有规模建
筑，明永乐年间进行大规模营建，嘉靖年间又增修扩建，形
成9宫、8观、36庵堂、72岩庙的古建筑群体系。1994年12
月，武当山古建筑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包含遗产点49处。2006年5月，武当山建筑群被整体
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包含古建筑及建筑遗址66
处。现存古建筑面积2.7万平方米，各类珍贵文物7149件。

1994年，武当山古建筑群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
文物保护力量逐步加强。2003年，成立武当山旅游经济
特区管理委员会，作为十堰市派出机构，全面负责武当山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和活化利用工作。

为进一步完善保护机构、强化保护力量，此次在特区
文物管理所、武当山博物馆、武当山地质博物馆的基础
上，整合相关职责，组建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管理中心，
负责武当山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及文献收集
与文化研究。

宜昌东风渠灌区
宋家嘴新渡槽通水

湖北日报讯（记者艾红霞、通讯员谢小青）12月26
日从宜昌市水利和湖泊局获悉，投资2.2亿元的宋家嘴
新渡槽已顺利通水。该工程是东风渠灌区续建配套与现
代化改造的重要节点工程，通水后能有效提升下游54万
人、83万亩农田生活生产用水保证率，还为柏临河、玛瑙
河、玉泉河等河流提供生态补水。

宋家嘴渡槽位于宜昌市夷陵区龙泉镇宋家嘴村，是
东风渠灌区41座渡槽中最长的一座，始建于1970年，因
存在安全隐患于2022年3月29日拆除原址重建。新渡
槽总长2105米，由53跨槽身及进出口连接段组成。

据悉，东风渠灌区是全国百万亩三十大灌区之一，主
要承担宜昌市夷陵区、西陵区、伍家岗区、猇亭区以及枝
江市等6个县市区200万人安全饮水、116万亩农田灌溉
和100公里河道生态补水重任。东风渠灌区续建配套与
现代化改造是国家重点推进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
一，改造完成后，年供水量预计可达2亿立方米以上，为
灌区生产生活以及农业用水供水提供有力保障。

武汉盛帆女篮
取得七连胜

湖北日报讯（记者郭晓明、通讯员徐俊、王骏飞）12
月26日，武汉盛帆黄鹤队在WCBA2024-25赛季常规
赛B组第17轮主场86比73击败排名第三的河南队，以
七连胜刷新连胜纪录、巩固小组第二的排名，也为即将赴
任U16女篮国家队主教练的李建新指导献礼。

此役主队先是依靠内线付金秋和威廉姆斯的连续冲抢
篮板取得优势，卡特又利用速度连续冲击，首节就以25比
12取得大比分领先。武汉队最终以13分优势拿下七连
胜。付金秋拿到13分14个篮板，卡特得到40分9篮板7
助攻的准三双成绩。赛后李建新表示：“付金秋加盟以来表
现不错，但把握投篮机会和控制失误等方面还需要加强。
今天防守对方外线做得很不错，但对阵对方小外援时犯规
过多。我们要好好总结，准备好后天双方的第二次交锋。”

自12月3日客场输给黑龙江队后，武汉队连胜合
肥、厦门、江西、河南等队，取得队史最长的七连胜，并打
出多次经典战役，卡特、潘虹、丁奕可等多位球员打出生
涯最高分。李建新因此被中国篮协选为即将率队征战
U16女篮亚洲杯的国家队主教练，成为俱乐部成立后首
位国字号主教练。“虽然去了国家队，但我的心还在武
汉。我会随时和教练组联系，时刻关注球员们的表现。”

撒下生态种子包铁塔脚下一月复绿
湖北日报讯（记者彭一苇、通讯员刘

超、甘依依）黄石交直流配套500千伏送出
工程塔基脚下，一个月前还是一片黄土，现
在逐渐冒出绿意。国网湖北电科院根据湖
北山地生态系统特征研发的生态种子包植
被快速恢复技术，今年已让4.5万平方米
输电工程塔基地面恢复植被。

湖北山地、丘陵和岗地多，在这些地方
建设输变电工程后，植被恢复较难。传统植
被恢复方法，是在铁塔下施撒单一速生草
籽，成活率低、恢复缓慢、覆盖度低。国网湖
北电科院双碳技术中心化学与环保技术研
究室主管石剑波介绍，针对这些问题，他们
从提升土壤肥力和选取适生草种两方面入
手，研发了生态种子包植被快速恢复技术。

生态种子包，是将植物种子与肥料按
一定比例混装，针对不同地形、土壤有不同
的种子包配置。研发人员收集了黑麦草、
百喜草、狗尾草、宽叶草等60余种植物生
长样本数据，结合不同的土壤及地形，使种
子包配置方案灵活多样。

如在红壤丘陵区，种子生态包内60%
以上是黑麦草、狗尾草、野稗、白三叶等草
种，生长速度快、对各类恶劣环境的适应性
强。土石山区种子生态包则增加狗尾草、
苦麦菜、波斯菊等种子比例，其中苦麦菜、
波斯菊能分解生土及开采石砾中的矿物

质，起到补充养分的作用。
“此前，我们选择恩施鹤峰220千伏

输变电工程进行试点，整体复绿效果迅速
良好。”石剑波表示。在成功试点的基础
上，国网湖北电科院开始规模化推广应
用，先后对重点工程黄石交直流配套500
千伏线路工程及鄂州官塘220千伏输变
电工程的30余个塔基进行复绿，2024年
两条线路植被恢复面积共达4.5万平方
米，一个月内植被萌发率平均达到
68.30%，植被覆盖率平均达到7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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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网湖北电科院现场施工人员正在
配置生态种子包，进行塔基区植被恢
复。 （湖北日报通讯员 占海歌 摄）

湖北日报讯（记者陈熹、通讯员陈凌）
12月26日，“湖北新工科研究中心”在湖北
工业大学揭牌成立。该中心为我省唯一的
新工科领域专门的研究中心，将深入开展

“新工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深入推进新
工科教育教学改革，加快推进形成具有世界
水平、中国一流、湖北特色的新工科人才培
养体系。

湖北新工科研究中心将汇聚国内外高
水平研究资源，深入开展“新工科”建设理
论与实践研究，系统推进理工结合、工工贯
通、医工融合、农工交叉、工文渗透，带动高
校组织模式、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机
制、教师评价机制等方面综合改革，将中心
建设成为全国知名的“新工科”建设研究智
库，培养推进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人才，
服务全省产业前沿、重点产业链的能力全
面提升。

该中心发布了首批新工科预立项项
目，涵盖新工科教材、新工科课程、新工科
实践教学项目、新工科实践基地四大类型，

拟立项500余项，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武汉理工大学等全省66所高校。这些项
目注重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的课程及课程资
源建设，注重以实践教学项目与基地的建设
来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及创新能力。

据悉，自2017年起，教育部正式推出“新
工科”建设计划，引导高校探索新工科的新理
念、新标准、新模式和新方法。此前，我省发
布 了《 新 工 科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方 案
（2024—2027）》，提出了优化新工科专业布
局、建设新工科专业课程、开发新工科新形态
教材、创建新工科特色学院、共建新工科实践
基地、改革新工科教学模式、提升新工科师资

队伍水平、打造新工科产教融合共同体、推
进新工科教育研究、健全新工科教育评价体
系等十大举措。

据介绍，近年来，湖北工业大学主动对
接湖北产业发展需求，谋划专业优化调整，
创新设置了智能制造工程等10个新工科专
业；并持续推进传统工科专业绿色化、数字
化、智能化升级改造，实现了90%以上专业
与我省十大重点产业紧密对接。组建了涵
盖芯片、智能制造、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数字
艺术等领域的产业学院，推动重点产业人才
培养快速提升，成功获批国家级和省级现代
产业学院各1所。

湖北新工科研究中心成立
发布首批500余项拟立项项目

打造全国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