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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 /
! ! ! !昨天!全球第一条全预制拼接隧道诸光路隧道打通了" 这条隧道预计于 !"#$年建

成!届时!上海的青浦区与闵行区之间将新增一条区区对接的主干道!国家会展中心因

而会变得通畅无阻# 负责这个工程的!是今年被评为上海市十大劳模年度人物的李章林

和他的团队$李章林劳模创新工作室%& 上中路隧道'军工路隧道'虹梅南路隧道'外滩通

道((#%年'&项工程'超大隧道里程达 '(公里!同事说李章林很厉害!行业内能拿的奖都

拿到了& 更重要的是!李章林的成长轨迹!无意间与我国软土大隧道的发展不谋而合&

!这是我爸爸造的"

人的选择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当初考大学时李章林想填复旦数学系，
因为一些其他原因改成了同济，才有了
现在的人生，不过“数学好”在李章林的
工作中也体现得非常完美。
李章林喜欢看历史书，崇拜古代的

名将英雄，比如白起，他特别欣赏坚韧不
拔的执着精神，他说：“我喜欢荷花池。一
池荷花不是一天就开满的，有可能到了
第 !"天才开满。人就需要具有那种定
力，贵在坚持。坚持的人，迟早会取得成
功的。”
李章林每天都要到工地转转，检查

情况。他告诉笔者：“我毕业的时候，上海
只有 #号线，$号还在造，有了延安路隧
道。我毕业后参与过大连路隧道的建设。
这十几年来，上海的地下空间发展呈几
倍、几十倍的增长，地铁四通八达，好多
线自己也没坐过。我感到很幸运，能够参
与隧道建设。每次看到市民在自己造好
的隧道上出行，心里充满了自豪感与成
就感。”
有时候，就算绕点路，李章林也要把

车开到自己造过的隧道看一下，而他女
儿则会自豪地告诉别人：“这条隧道是我
爸爸负责造的。”这时的李章林笑了。
隧道，缩短了时空的距离，也延伸着

城市的梦想，和很多城市人的梦想。

! !人人都是我的眼"

李章林告诉笔者：“我是从虹梅南路
隧道工程上解决了管理问题。”

作为一名老党员，李章林一直严格
要求自己，总比别人多思考一点，多研究
一点，多行动一点。$%&'年，李章林劳模
创新工作室应运而生，他和团队建立数
字化风险防控实验室，通过开展超深埋
盾构隧道受荷机理研究，优化能源智能
管控系统，率先打造低碳绿色工程，创新
研发隧道全纵向疏散救援模式；通过开
展预埋管件数值分析，先后成功研发接
驳业主监理设计施工四合一的项目 ()

平台、$*小时全覆盖的动态管控中心，研
发盾构推进远程监控 +,,，通过互联网-

概念的引入，用大数据让施工管理尽在
掌控之中……

在集团领导倡导加强工程全生命周
期信息研究后，李章林率先开展，通过在
盾构管片内植入 ./01芯片，给每一块管
片编制了一张身份证，通过大数据的运
用，各类施工信息不断写入，为隧道运营
养护提供基础资料，更为今后隧道工程

信息化建设进行了探索提供了借鉴。
隧道工程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

安全！经多方联络，李章林带领科研团队
与华东师范大学联合研发了“啄木鸟安
全移动管理平台”+,,，让施工现场人人
皆为安全员。他向笔者展示了手机上的
啄木鸟 +,,，笑着说：“现在每个人都是我
的眼睛。施工者无论在哪里看到问题，都
可以拍照直接上传，这样就大大降低了
工程上的隐患。我们不做低含量无技术
的劳动。”

这种开创性的安全管理模式与前瞻
性的风险预判功能，被全国人大副委员
长吉炳轩推荐于全国施工行业内应用。
李章林说：“现在整个隧道股份都在推广
这款‘啄木鸟安全移动管理平台’+,,。”

为了让项目管理从粗放走向精细，
李章林推出了“施工标准化，生产集约
化，管控信息化，管理精细化，人文和谐
化”五化举措，这不仅让虹梅南路隧道工
程作为上海市首个施工标准化示范试点
项目通过了验收，诸多举措更是在行业
内得以广泛推广和应用，充分展现出了
隧道股份在行业上的标杆引领作用。

像!乐高"一样拼装隧道
李章林现在最得意的事是什么？诸光路

隧道。“这是全球第一个全预制拼装的隧道
工程，预制拼装率达到 2%3！”他这样介绍。
诸光路隧道作为连通国家会展中心的

快速通道，采用国内最大直径的土压平衡
盾构进行施工。工程以建设“全预制拼装
型、全数字智能型、全环境友好型”三型隧
道的宗旨，在施工工艺、施工技术及施工管
理各个环节中不断推陈出新。从预制临时
施工便道、到预制施工围挡，再到隧道内部
结构的预制化，李章林尝试将环保、高效的
“乐高式”拼装工艺运用于密闭的地下空
间，致力于将诸光路隧道建造成全国第一
条全预制拼装隧道。说的通俗一点，就是隧
道打通 $米，就把一块预制板嵌入，一块块
类似拼积木。往空中造房子有大吊车控制，
但在地下打洞建通道可是头一回。这种方
式极大提高了施工效率，人手精简，施工现
场不再飞扬着灰土，作业的工人有了比以
前好得多的环境。
在诸光路隧道打通前两三周，笔者跟

随工作人员，从人工搭成的简易楼梯往下
走了几层，步入这个地下施工现场探查。诸
光路地道分为上下两层，现在正好进行最
关键的盾构法施工。因为搭好了预制墙面，
已经初具规模，就像毛坯房，样子都有了，
只差最后一道装修。下来的地方头顶上方
打开了很大一片，空气新鲜，越往里走，空
气开始变得又闷又热，感觉进入雾霾环
境———走了 &4!公里，终于看到了在钻洞的
超大型盾构，观察室里几名工作人员正在全
神贯注地观察数据，一旁的传送带不停地将
打下的泥土输送出去。一路上打着赤膊的工
人看到我赶紧套上了衣服。我也热得汗流不
断，机器运转的噪音和闷热的空气令我头晕
胸闷，看了一会儿就决定往回走出来。
虽然里面有桶装水、有567/6让工人休

息时玩手机，虽然李章林的预制拼装已经使
施工变得比之前更环保，但是毕竟是工地，
毕竟比一般环境辛苦很多。回来的路上，
心里对这些隧道工人充满了敬意！

当泥水喷到小腿
数据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挑战。
$%#!年 $月末的一个晚上，李章

林接到项目总工何国军电话：虹梅南
路隧道盾构在掘进 ##'$环时，盾尾出
现泥水渗漏现象，在压注盾尾油脂和
同步注浆后，渗漏毫无收敛，反而出现
喷涌险情，处理不好就可能面临隧道
瘫痪的局面。工作了三十多年的蔡德
昌说：“我经历过形形色色的抢救任
务，这么严峻还是第一次碰到，当时泥
水喷涌进来已经快到小腿位置了，处
理不好就可能面临隧道瘫痪的局面
啊。”
李章林虽然惊出一身冷汗，但他

竭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一边驱车赶往
现场，一边通过手机了解各项参数，下
达一道道指令：装沙包拦截泥水防止
后溢，调集大功率水泵抽水；紧急调运
水玻璃、聚氨酯等快速凝固材料至工
作面；调整泥水指标，调整注浆参数；
加大拌浆量，情况没有改善前不停拌
浆以供使用；检查壳体注浆孔排查渗
漏点；对压力压浆量加强监测……
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大家露出绝

望的神情。李章林坚定的声音压过盾
构机的轰鸣：“大家振作起来，注浆量
再加大，情况一定会好转。”当时，隧道
人众志成城、坚守不退，'个小时后，
转机出现了———凌晨 #时许，盾构各
类参数均恢复到正常阈值，险情控制
住了！大家的欢欣盖过了满身的疲惫。
较真是李章林的一贯风格。抢险

虽然告一段落了，李章林却没有歇着，
他成立了专案小组，协同相关专家仔
细排查情况，终于探明盾尾泄漏原因
是遭遇到了透晶体这种特殊地质。由
于前期物探的信息有误，这段极其特
殊的地质没有出现在地质资料上。问
题原因找到了，他提出建议：以后要让
业主对敏感区域加强勘探，摸清地质
资料，规避施工风险。更重要的，是要
从技术上加强防范，未雨绸缪。
较真的结果是，一个金点子出现

在他的脑海：建立隧道建设实时动态
追踪系统（8889:。他说：“在互联网-的
时代，我们要充分运用信息化的手段
让施工管理尽在掌控！”没有几天，项
经部管理班子的手机上都多了一个软
件，不仅连接着项经部 $*小时全覆盖
动态管控中心，还可以随时随地查看
盾构推进数据，从此项目管理分分秒
秒在线。

每一条都有传奇
先来科普一下，什么是超大直径隧道？就是

直径必须超过 #*米的隧道，而我们通常所坐的
地铁直径大约在 ;4*米左右。地铁世界各地无以
数计，而超大直径隧道全球目前共计 !*条，其中
中国占有 #2条！隧道直径越大难度越高，到了
超大直径隧道，就是隧道工程中的塔尖技术了。

李章林今年 *#岁，比我想象中年轻，穿着
宝蓝色的工作服，戴着眼镜，亲切随和，一讲起
隧道工程，简直如数家珍———

上中路隧道开中国超大直径隧道的技术先

河#作为中国第一条超大隧道，它面临着国内同
类工程空白、上海软土地层超大直径盾构施工
这一难啃的技术难题。当时年仅 $;岁的李章林
挑起了盾构施工负责人的重担，他带领团队使
用从荷兰引进的直径 #*4<=米的“二手”泥水平
衡盾构，实现多个重大革新：成功克服软土地层
中超大直径盾构隧道的抗浮、超大断面隧道进
出洞风险控制（即软土地层中隧道易上浮、进出
洞易坍塌）等一系列世界难题，同时创造出适合
上海地层的泥水处理系统，应用抗剪型同步注浆
浆液，开创隧道内部结构道路同步施工技术；独
创盾构机井内原位掉头方案，有效节省工期 *个
月。用李章林自己的话说，是技术开创性的工程。

军工路隧道盾构 !次穿越黄浦江两岸防汛

墙#这条“中环咽喉工程”，就是我们开车去浦东
机场经常选择的路线，是李章林作为项目经理
肩负的第一条超大直径隧道工程，许多技术难
度的解决，为他今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不信，
先看看这些数据：盾构 *次穿越黄浦江两岸防
汛墙，*次穿越定海港防汛墙，且深达 !%米的
工作井离防汛墙仅 #'米！闭起眼睛可以想象画
面。如何合理、有效、安全地进行盾构穿越施工，
控制其沉降变形在安全范围之内？李章林在一
系列关键技术上进行了创新性地深入研究，就
像一位魔法师，最终使超大盾构成功越过防汛
墙和居民住宅区。他带领团队把这些研究化成
文字：《超宽超深基坑开挖对周边环境影响的预
测以及控制的研究》《超大直径盾构施工地面沉
降与施工参数优化匹配综合研究》《复杂条件下
大型盾构近距离斜穿防汛墙扰动位移及岸坡稳
定性预控》，推动了中国超大直径隧道施工技术
走向成熟。

外滩的!心脏搭桥手术"# 这条被韩正誉为
“心脏搭桥手术”的隧道，也是李章林创新团队
的杰作。作为上海地标的外滩，不仅有万国建筑
博览群、有百年老桥外白渡桥，还有地铁 $号
线、*号线，要确保百年老建筑不受影响，确保地
铁正常运营，团队首创了“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
施工工法”，成功控制地面沉降在 $毫米以内！

虹梅南路隧道技术上走钢丝$"次近距离

成功穿越易燃易爆乙烯# $%#$年底，承担着缓
解上海南部地区“越江难”重任的虹梅南路隧道
遇到技术难题，李章林作为“空降兵”勇挑重担，
接过“烫手的山芋”，虹梅南路隧道成为他和团
队承建的第四条超大直径越江隧道。虹梅南路
是黄浦江底最深最长最险的隧道，李章
林带领团队驾驭相当于五层楼高的盾
构机，先后 ;次近距离成功穿越易燃、
易爆的乙烯管。“在虹梅南路华师大
闵行校区门口，隧道正上方有平行
$公里的乙烯管，距离最近的 $%

米不到，当时我们十分紧张，成立
了博士后工作站，建立 #：#%盾构
机模拟穿越管收集数据，建立三
维模型，现场 $*小时跟踪测量数
据，做到实时监测反馈。然后，
从上万个数据中分析，最后
来回 ;次穿越，刷新了超大
直径盾构穿越地下危险
管道的世界纪录。”好
几年前的事情，李章
林回忆起来依然
能将数据脱口而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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