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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深中通道：2016年12月28日动工兴

建，历时七年半，于2024年6月30日通车

试运营，是连接深圳、中山以及广州三市

的跨海通道，也是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综合

交通运输体系的核心交通枢纽工程。

黄茅海跨海通道：2020年6月正式开

工建设。作为港珠澳大桥西拓的重要通

道，建成后，将与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南

沙大桥、虎门大桥共同组成粤港澳大湾区

跨海跨江通道群，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早日

形成世界级交通枢纽。日前，省交通集团

发布消息称，今年年底将具备通车条件。

一桥连三地 天堑变通途

“既高兴又忐忑。”中交四航院科技研发

中心主任陈良志回忆起进入港珠澳大桥项

目部的心情。2009年11月，陈良志刚从巴

基斯坦项目部回国便接到任务，公司安排他

参与港珠澳大桥桂山沉管预制厂设计。

大桥设计施工中，超过7公里的岛隧

工程是整个项目的控制性工程，需要预制

33节沉管。为了确保沉管预制质量可靠，

项目打算采用工厂化预制的方法。在当

时，“工厂法”预制仅有厄勒海峡一例。两

相比较，港珠澳大桥的沉管规模更大、设

计更复杂，每节重约8万吨，排水量甚至超

过了“辽宁舰”。

彼时，陈良志和团队能借鉴的只有一

本介绍性英文参考文献《The Tunnel》，书

中关于预制工厂的介绍不到30页，他们夜

以继日，一点一点解析。“那时项目营地还

没建成，我们住在珠海中大商务酒店，办

公室设在楼下，住宿在楼上，有时灵感来

了，半夜起身下楼去办公室绘图。”

实践中，陈良志和设计团队发现，在厄

勒海峡工厂、浅坞、深坞一线布置的成功范

例，无法直接复制在牛头岛。东西方向上，

现有岛域纵深无法满足要求，南北向岛域

纵深理论上满足要求，可北侧是一座100多

米高的山丘，莫非要做当代“愚公”去移山？

“何不将深浅坞并列布置，将纵向推

动改为横向拉移……”时任港珠澳大桥岛

隧工程项目总经理、总工程师林鸣院士的

一句话拨开迷雾。陈良志和设计团队茅

塞顿开，很快，浅坞与深坞横向并列的工

厂总平面布置设计方案在他们手中诞生。

牛头岛地处外伶仃洋，台风天气频

繁，如何安全寄放预制好的沉管呢？常规

的做法是在外海建设环抱式防波堤，以形

成避风港湾，可厚达20多米的软土地基让

防波堤的建设代价成为天文数字，且牛头

岛地处白海豚核心保护区，大规模的海工

建设必然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经过权衡，陈良志提出在岛内石场已

形成的规模巨大的采石坑基础上进一步

扩大深坞，使其具备同时寄放4个管节能

力。“管节在岛内寄放，必要时还可以关闭

深坞门，这样，即便外海风高浪急，坞内水

域亦可波澜不兴，管节安全万无一失。”

然而，桂山沉管预制厂长 59m、宽

25m、高29m的深坞门结构设计及其止水

系统设计，犹如一座大山横亘在陈良志和

团队面前。“我们要建造的是当时全世界

范围体量最大且使用频繁的沉箱式坞

门。”陈良志坦言，“压力不小。”

经反复论证，陈良志决定采用三维设

计手段模拟。在坞门底部基础和坞门止

水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陈良志和团队经过

五六个方案比选和十多次技术方案研讨

会，终于将坞门基础确定为钢筋混凝土井

字梁+导向槽+橡胶垫块的方案。就坞门

止水方案，他们组织召开近十次技术方案

研讨会，以确认止水方案的可行性。

2012 年 5 月 25 日，深坞门经过起浮、

绞缆拖引，准确顺利地安放在预定位置

上，两侧止水钢闸门安装完毕后，成功验

证 15m 水位差下的止水系统密闭性。这

意味着航母般巨大的沉管可以自如地出

坞，也为“工厂法”预制在国内实施奠定了

坚实基础。

“激动得一晚上没睡，次日凌晨4点多，

绕着两公里多的现场跑了两圈。”陈良志兴

奋不已，“那天无风，蓄水池如明镜般将明媚

的天空揽入怀中，好美！和我的心情一样！”

2013年5月7日，被媒体称为“深海初

吻”的首节沉管在水下成功对接人工岛。

此时，距离陈良志进入项目部已过去三年

多。时至今日，陈良志仍记得当初刚到珠

海现场设计时，他问时任港珠澳大桥岛隧

工程项目设计总工程师卢永昌：“这个项

目需要现场设计多长时间？”卢永昌给他

比划出三根手指。

“我以为是三个月。”陈良志说，“不得不

说，从27岁到而立之年，在港珠澳大桥的那

一段峥嵘岁月，值得一位工程师一生铭记。”

“一桥连三地，天堑变通

途。”大家好！我是港珠澳大桥，

全长55公里，是世界最长的跨海

大桥。2018年 10月 23日是我

的生日。数万名建设者披荆斩

棘，历经6年筹备、9年施工，创

造出我。我像一条巨龙飞腾在

湛蓝的大海之上，连接香港、珠

海、澳门，推动三地人员交流和

经贸往来，对于全面推进内地、

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和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的出

生举世瞩目，体现了一个国家逢

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精神，

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自主创新

能力，也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

民族志气。

“您好！大桥路政信号测试……”10

月 14 日上午 10 时许，港珠澳大桥往香港

方向，路政大队路政班长于跃正在测试应

急电话，检查桥面、隧道、人工岛的路产设

施运行情况。及时发现并处理路面安全

隐患是路政员的日常工作，大桥主桥全长

约30公里，交通应急、消防机电、标识标牌

等路产设施的种类数量繁多，而这些都需

要路政员每日抽查巡检，保障安全运行。

大学毕业后，于跃成为了一名高速公

路路政员。按耐不住对超级工程的向往，

2019年，他加入港珠澳大桥。从此，在伶

仃洋上晨迎旭日巡检全桥，夜伴星辰保通

保畅，便成为了他与同事真实的工作写

照。6年来，路政队员们用心守护大桥，路

面巡查超过15000次。海上的紫外线格外

强，于跃的皮肤被晒得黝黑。

大桥上，无数的视频监控如一双双守

护的“眼睛”，数据传回监控中心，这里，有

一双眼睛特别为于跃而停留。监控员熊

嘉男是于跃的女朋友，两人缘起于入职培

训，经过多年交往，于今年9月订婚。熊嘉

男常常向于跃打趣：“你生活在我的‘监控’

之下！”于跃很享受这种“监控”，作业时偶

遇恶劣天气，他也能笃定前行，因为他知

道有爱人一路相随。

港珠澳大桥见证了于跃、熊嘉男的爱

情，他们也见证了大桥一步步成为粤港澳

三地融合的超级“连接器”。自2023年以

来，大桥迎来“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经

珠港飞”“经贸新通道”以及大桥开放旅游

等利好政策的实施，通行大桥的人流、车

流持续增长，大桥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重

要的人员和车辆往来通道。

“交通好方便，国庆又免收高速费，趁

假期带家人‘北上’感受下氛围。”香港居

民陈志豪 10 月 5 日一早便驾驶单牌私家

车经港珠澳大桥入境，去珠海游玩。

开通6年来，经大桥珠海口岸进出口

货物总值超过9500亿元，大桥日益成为湾

区“大动脉”。“此前，我们一直通过深圳文

锦渡口岸向香港供应鲜活海产品，一趟下

来要耗费六七个小时。水产品长途运输

不但影响鲜活度，也容易带来高损耗。”珠

海市海淼水产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翁

锡鹏说，“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后，把产品

运输到香港仅需一个小时左右，海产品存

活率大幅提升，运输费用节省近一半。”

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的

客流总量超过 2000 万人次，同比增长达

86%，超过去年全年总量。这也是港珠澳

大桥正式开通以来，年客流量首次突破

2000万人次大关。

▲陈良志在项目现场。

▼港珠澳大桥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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