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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报道：
3 月 12 日，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亚
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海基二号”在珠
海深水装备制造基地建造完工，在结
构高度、重量、作业水深、建造速度
等方面一举刷新多项亚洲纪录。这标
志着我国深水超大型导管架平台自
主 设 计 建 造 能 力 达 到 世 界 一 流 水
平 ， 对 推 动 我 国 深 水 油 气 能 源 开
发、加快能源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具
有重要意义。

“海上巨无霸”瘦身5000吨

据了解，固定式导管架平台是世
界范围内应用最广泛的海洋油气开发
装备，主要由导管架、桩腿和上部模
块三部分组成。导管架就相当于“地
基”，用于支撑海上油气平台的庞大身
躯与巨大吨位。

本次在珠海建造完工的“海基二
号”作业海域平均水深约 324 米，导
管架总高为 338.5 米，总重达 3.7 万吨。
如此大体量的装备建设，面临着地基
沉降、大型吊装、重量尺寸控制、装
船运输、安装等一系列技术挑战。

为 最 大 限 度 对 导 管 架 进 行 “ 瘦
身”，项目团队与国内钢铁企业合作，
共同研发适用于海洋工程的新型 420
兆帕级超高强钢厚板。“海基二号”应
用的高强钢超 2 万吨，这一创新材料
的应用，不仅攻克了超大型海洋平台
轻量化设计的关键技术，使“海基二

号”导管架成功减重 5000 吨，节省了
上亿元的材料及船舶改造费用，还为
国产高强钢在海洋工程中大规模应用
开辟了新道路。

关键尺寸精度控制在5毫米内

由于“海基二号”所处的海域台
风多发，风浪及内波流巨大，导管架
按照百年一遇恶劣海况进行设计，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世界级”海洋工程
难题。项目通过技术攻关全面掌握超
300 米水深导管架的自主设计建造成套
技术，仅用 26 个多月就完成导管架建
造 ， 关 键 尺 寸 精 度 控 制 在 5 毫 米 之
内，创造了亚洲超大型深水导管架建
造速度和精度新纪录。

随着海洋油气资源的不断开发，
200 米以上的深水区域成为我国海洋油
气开发的重要战场。随着“海基二
号”等深水导管架平台的陆续建成，
导管架平台开发模式在我国深海油气
资源开发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海基二号”在国内首次成功将导管架
平台应用水深提升至 300 米以上，可
大幅降低开发投资、工程建设和生产
成本，使大量潜在的深水边际油田开
发成为可能。

据悉，“海基二号”计划于近期进
行海上安装，建成后将服役于珠江口
盆地的我国第一个深水油田流花 11-
1/4-1 油田二次开发项目，推动亿吨
级深水老油田焕发新生机。

作业海域平均水深约324米，导管架总高为338.5米，总重达3.7万吨

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海基二号”完工

亚洲第一深水导管架“海基二号”（图源：中国海油微信公众号）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报道：
高速运行的城际列车，为两棵百年古
樟树“让路”，这是深圳保护古树的真实
举措。日前，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发布了 《深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铁
路白泥坑站古树原址保护方案 （报批
稿）》，为了保护两株受到三级保护的

百年古樟树，铁路决定“让道”修建。
据了解，深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

铁路 （以下简称深大城际铁路） 于
2021 年 6 月 12 日启动先开段 （即机场
东站-黄麻布站） 施工，预计于 2026
年建成。深大城际铁路深圳段位于深
圳市北部，东起深圳市宝安国际机
场，途经深圳市宝安、龙华、龙岗和
坪山四区，西至聚龙站，是一条横跨
深圳东西的城际铁路。其中，两棵国
家三级保护古樟树正位于白坭坑站—
这一远期作为三线换乘枢纽站的核心
区域。

早在 2022 年 2 月，深圳市白坭坑
股份合作公司便提出古树“迁移保
护”的方案，并得到了街道办的推
荐。同年 4 月至 8 月，建设单位 3 次组
织多部门、专家论证“古树迁移具备

必要性和不可避让性”。同年 11 月，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函复中指
出，白坭坑站设计不符合古树迁移不
可避让唯一性要求，强调应优化线路
和施工作业方案，实行原址保护古
树。同年 12 月，深圳市政府办公会议
决定白坭坑站两株古樟树原址保护、
不迁移，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减
少对古树的影响。

2023 年 1 月至 9 月，建设单位 3 次
组织专家论证，形成多项意见，包括

“保留站厅层、局部降低顶板”“增加
土壤、水分等多项监测”。

2024 年 3 月，深圳向公众展示了
这一最新的保护方案。按照最新的保
护方案，当施工全部完成后，这两株
古老的樟树将得以在原地保留，并形
成一座小型“古树公园”。

《深圳机场至大亚湾城际铁路白泥坑站古树原址保护方案》公布

深大城际铁路为百年古樟树“让道”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报道：
3 月 13 日，随着盾构机的刀盘缓缓驶
出隧道，深圳地铁 13 号线高新中站
（科兴站） ——高新北站 （松坪站） 区
间左线盾构顺利贯通。至此，深圳地
铁 13 号线正线区间盾构全线贯通，离
项目通车更进一步。

此次贯通的盾构区间位于城市中
心区域，作业面狭小、周边环境复
杂，项目施工面临下穿上软下硬地
层、隧道覆土厚砂层、全断面硬岩
（岩石强度高达 140Mpa） 等重大风险
源，还需克服左右线小净距 （最小净

距 2.58 米，小净距段长度 50 米） 施
工，施工期间历经13次开仓换刀。

项目施工团队聚焦项目盾构施工
难题，不定期到现场指导施工。此
外，在下穿油气管线施工期间，参建
单位实行 24 小时联合值班制度，对现
场安全、质量、进度、风险等进行 24
小时实时关注，不断细化盾构掘进参
数，严控盾构掘进姿态，及时掌握地
表及管线沉降变化参数，保证了区间
隧道顺利贯通。

据悉，深圳地铁 13 号线起自南山
区深圳湾口岸站，止于宝安区上屋

站，线路全长约 22.45 公里。线路设置
车站 16 座，均为地下车站，其中换乘
站 12 座；区间 16 条，均为地下区间；
停车场 1 座；主变电站 2 座。控制中心
设置于深圳市轨道交通网络运营控制
中心 （NOCC） 内，内湖停车场设置
备用中心。

深圳地铁 13 号线建成后，将成为
深圳南北走向的重要通道，串联起南
山、宝安、光明三个行政区，将有效改善
深圳湾口岸和科技园片区的交通现状，
更好支撑深圳西部发展轴带建设，助推
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交通圈”建设。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报
道：3 月 12 日，湛江市霞山区举行
科技创新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
暨 2024 年第一季度重点项目开工仪
式，12 个重点项目正式集中开工，
吹响项目建设“冲锋号”。

据介绍，霞山区当日动工的 12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额超 31 亿元，
涵盖海洋生物医药、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
领域，将为该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
级注入强劲动能。

其中，湛江港集团码头更新技
改项目，全年共安排码头更新技改
项 目 280 项 ， 累 计 投 资 达 3.68 亿
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增加吞吐量
约 300 万吨。工业异辛烷装置原料
预处理系统技改项目，通过引进先
进的醚化工艺技术和碳四分离技
术，将碳四原料进行深度预处理和
精细分离，得到高附加值的产品，
助力霞山绿色石化的高质量发展，
实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技
术理念。

“我们将聚焦新兴产业、未来
产业，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早投
小投科技’，畅通从科技创新到产
业创新的高效循环，共同培育发展
专精特新企业，支持各类企业通过
技术改造带动产业转型升级。”霞
山区委书记聂兵在开工仪式现场表
示，霞山将高位打造“软环境”，
优化各类企业的发展生态，培育壮
大“产业链”，夯实实体经济的发
展根基，加快构建“创新链”，激
活科技创新的动力活力。

12个重点项目总投资逾31亿元

湛江霞山第一季度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深圳地铁13号线正线区间盾构全线贯通

古树航拍图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