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降水回灌” 拯救地下水资源

刘魁刚创新工作室成立于
2015年5月。 自创建开始 ， 就树
立践行新发展理念、 促进首都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 以解决首
都轨道交通建设实际问题为出发
点， 牢牢扎根工程一线。 工作室
先后完成了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降
水回灌、 轨道交通钢筋集中加工
厂设计、 中心城区封闭围挡施工
综合技术研发、 轻型曲面种植屋
面关键技术等课题的研究， 产生
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
效益， 为首都轨道交通建设又好
又快发展做出了贡献。

北京位于世界上缺水最严重
地区之一的华北平原上， 全市人
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仅为373立方
米，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0%，
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1000立方米
的缺水线。

在过去， 北京地铁经常使用
明挖方式， 丰水期时每天的抽排
量平均约为9万m3/d， 枯水期时

每天抽排量平均为 6.3万m3/d，
抽水工期按两年考虑， 总排量为
5910万m3， 接近25个颐和园昆明
湖的蓄水量和2个月南水北调工
程入京水量 （105万m3/d）， 这对
地下水资源本来就十分匮乏的北
京 城 来 说 ， 是 一 种 巨 大 的 资
源损失。

为了节约十分宝贵的北京地
下水资源， 刘魁刚带领创新工作
室的成员，埋头研究“降水回灌”
技术。刘魁刚介绍，该技术主要通
过研究地下水运动规律， 将工程
影响区内的地下水连续抽排 ，
通过输水管道运送至远端回灌
井， 并通过回灌井将抽取的地下
水回灌至大地之中。

记者了解到，“降水回灌”在
北京地铁施工中尚属首例， 该技
术先后申请了4项技术专利，为后
续地铁建设起到了指导和示范作
用。刘魁刚举例道，在轨道交通房
山线工程， 明挖车站平均总抽水
量约为5910万方， 每方的水资源
费按4元计算， 总费用达到了2.3
亿元，这项新技术的运用，不但大

大节省了地铁建设的投资， 而且
大大节约了地下水资源， 其生态
价值更是难以估量。

焊接变拼接改善作业环境

地铁工程土建施工方法主要
有：明挖法、盖挖法、暗挖法及盾
构法，此外还有高架型式、地面建
筑等。因此，地铁工程是集房建、
深基坑、隧道、高架桥、市政道路、
管线等为一体的综合工程。

近年来， 轨道交通建设发展
迅速， 但工程质量参差不齐， 质
量和安全事故隐患随时存在， 受
人为因素影响较大的传统施工方
式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

刘魁刚告诉记者 ， 在此之
前， 地铁站的挖土施工工作完全
依赖于 “一锹一铲 ” 的人工暗
挖， 人工暗挖不仅要面临安全风
险高、 施工环境恶劣等困难， 在
如今用工难的大背景下， 人工暗
挖还面临着用工成本的压力。

“在传统浅埋暗挖法钢格栅
混凝土施工过程中，使用电焊机、

喷锚材料会产生粉尘烟雾， 同时
存在开挖面封闭慢， 工序循环多
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创新工
作室着手研发拼装式波纹钢板支
护技术， 在保障效率和安全的前
提下， 由原来的焊接工艺变成拼
接工艺。”刘魁刚说。

该技术已成功应用于昌平线
南延学院桥站， 极大改善了作业
环境，可实现开挖面快速封闭，有
效减少工序时间、提高工效，满足
隧道初支强度和变形要求， 对环
境影响小、回收性强，在轨道交通
工程中有极大的推广价值。

除了改变挖掘工艺， 解决作
业环境差 的问题 ， 创新工作室
还 在 绿 色 施 工 方 面 提 供 了 解
决方案。

在北京这座地质条件复杂、
人口众多、 高楼林立的特大型城
市里建设地铁， 如何降低施工给
沿线居民带来的环境影响， 是地
铁建设者们需要格外注意的问
题。 刘魁刚创新工作室在注重封
闭化精细施工， 确保绿色施工不
扰民方面， 提供了新的思路。

环球度假区站是7号线东延
和八通线南延的终点站， 位于北
京城市副中心创新发展轴南端，
是未来环球度假区的入口 “序
曲”， 为园区提供最重要的交通
支撑。 车站是北京城市副中心设
立后的首批重点施工项目， 建筑
景观要求与周边环境一致， 严格
落实绿色环保理念。 由此工作室
对北京地铁7号线东延环球影城
站开展系列研究， 创新设计将大
跨度曲面钢结构与种植屋面相结
合 ， 攻克了薄板抗裂 、 宽板防
水、 轻量化种植和超长变形缝等
多项技术难题， 是国内首座采用
钢结构种植屋面的交通建筑。 建
成后车站以自然的形态消隐于环
境之中， 以山水的形态呈现在游
客眼前， 形成一座人与自然互动
共生的地景建筑。

专注创新引领行业发展

刘魁刚告诉记者， 现在， 如
何实现行业创新发展是他最操心
的事情。 他认为， 创新工作室首
先要专注于技术创新， 要紧扣企
业发展需要， 例如创新工作室在
选题的时候， 就要有选择性的围
绕节能减排、 技术改造、 技术革
新、 安全生产等企业发展最关键
的任务， 去解决地铁建设过程中
遇到的实际难题。

其后是要重视人才培养，工
作室从2015年开始就建立了导师
带徒的制度，将善于发现、敢于创
新的年轻人吸纳培养， 目前已有
多位徒弟既在职称上有了进步，
还担任了一些岗位的领导工作。

当然文化建设也必不可少。
“企业文化建设决定着企业前途，
把工作勤奋、 无私奉献、 岗位业
绩突出的同志吸纳到创新工作
室， 发挥创新工作室标兵的引领
示范作用。 另外我们借助定期开
展的技术论坛， 邀请行业专家对
技术问题开展探讨交流， 有利于
形成热衷技术创新的团队氛围，
继而影响带动公司整体企业文
化。” 刘魁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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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所属轨道公司刘魁刚创新工作室
□本报记者 白莹/文 于佳/摄

大大城城市市轨轨道道交交通通建建设设的的““领领航航人人””

工作室简介：

刘魁刚创新工作室创办于
2015年5月， 团队共有成员28人，
其中教授级高级工程师4名，教授
兼博导1名， 高级工程师16名，工
程师6名，助理工程师1名。 工作
室成员所学专业涵盖结构 、 隧
道、 地质 、 岩土、 通信、 轨道、
环境等多个相关专业， 先后从事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领域的科研、
设计、施工、监测等各方面工作，
是一个具备轨道交通建设专业化
技术及科研攻关能力的团队。

城市轨道交通建
设是重大民生工程、
环境工程， 也是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和从根
本上缓解交通拥堵的
重点工程。 近年来，
北京地铁建设明显提
速， 市民出行条件有
效改善。 然而， 作为
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北京地上地下的历史
文化遗产丰富。 怎样
在地铁建设中做到提
速与质量并重， 成为
北京地铁建设过程中
面临的重要课题。 带
着问题， 近日， 记者
采访了京投集团所属
轨道公司刘魁刚创新
工作室负责人、 北京
市劳动模范刘魁刚，
看看这个工作室是如
何围绕降低成本、 节
能减排、 技术改造、
技术革新、 安全生产
等课题， 高标准地解
决了轨道交通施工中
的众多技术瓶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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