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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海芹

为大地“把脉” 筑牢城市根基
全国劳模、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周宏磊：

“我们建设大楼、 桥梁、 地
铁， 都是要建在大地上。 我们的
工作就是把大地的土壤、 岩石、
地下水搞清楚， 筑牢建筑物的根
基。” 在全国劳模、 北京市勘察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总工程师周宏磊眼里 ， 工程建
设，勘察先行。 从业20多年来，他
把岩土勘察当成学问来做， 用科
技创新手段规避地下工程风险，
被誉为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匠心勘测， 助力城市高
质量建设

岩土工程师经常在野外工
作。 同样的风景， 普通人看到的
可能只是山川秀美， 而岩土工程
师关注的 ， 则是会不会发生崩
塌、 泥石流、 山体滑坡等地质灾
害风险。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场馆如
火如荼地建设时， 周宏磊及其团
队 在 冬 奥 场 馆 及 配 套 项 目 的
第 三 方监测工作中积极探索创
新， 以智能化、 数字化技术手段
为北京冬奥会带来更智慧、 更科
学、 更安全的建设和运维保障。
从轨道交通冬奥支线、 国家速滑
馆、 首都体育馆、 首都滑冰馆、
综合训练馆， 到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 、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 奥运
村、 山地新闻中心等场馆及配套
项目， 周宏磊带领团队始终坚持
高标准、 高质量推进每一处冬奥
场馆的建设。

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造型独
特 、 结构复杂 ， 一座 “文化粮
仓 ”、 一间 “森林书苑 ”、 一艘
“运河之舟”， 点缀在绿心万亩城
市森林之中， 成为城市新地标。
但较高的地下水位是地下工程顺
利开展的重大难题。 周宏磊引领
科研设计团队， 摒弃传统的抽水

作业方式， 另辟蹊径， 创新性地
研究应用水泥土搅拌墙技术， 采
用先进环保绿色工艺改良原位土
体， 形成一道深埋于地下50余米
的、 密不透水的 “防线”， 将地
下 工 程 与 外 界 隔 开 ， 有 效 阻
止了地下水渗流。 现在， 长度近
2.5公里的防渗止水墙在地下延
绵生长， 不仅保护了周边地下水
资源 ， 也成功将工程造价降低
30%左右。

北京城下， 地铁四通八达，
为人们带来出行便利的同时， 也
为城市古建维护带来挑战。 周宏
磊率领团队紧密围绕地铁建设风
险控制难题， 针对北京地铁长距
离下穿中心城历史古建筑群的重
大建设安全问题， 开展微扰动环
境影响控制技术研究， 建立盾构
下穿微沉降控制关键技术， 提出
古旧建筑的减振隔振措施、 振动
监控与联动控制技术体系， 实现
对鼓楼、 什刹海等文保区及古都
风貌的全面保护。

在大众的认知里， 岩土勘察
仅仅就是和土打交道。 可周宏磊

并不这么想 ， “把勘察当学问
做” 是他不变的理念。 “勘察是
基础， 是托起城市安全美好生活
的力量之一。 所以作为从业者，
我们要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探索
创新。” 周宏磊说。

“望闻问切”， 战 “疫”
护航小汤山

2020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来
势汹汹， 北京小汤山医院的修缮
扩建工作启动 。 周宏磊临危受
命， 带领团队负责提供地基基础
核验、 基槽开挖等岩土工程咨询
服务。

周宏磊把岩土勘察比作为大
地 “把脉”， 而岩土工程师就像
医生一样， 既需要中医的 “望闻
问切”， 也需要像西医一样穿刺、
化验、 研判， 从而让建筑更加安
全。

一场针对小汤山医院扩建工
程地基的 “手术” 就此展开。 经
过缜密的资料分析和实地勘察，
周宏磊现场作出判断， “局部有

大坑， 回填处理不密实。” 在看
不见的地下， 有两个回填压实不
充分的大坑， 势必会影响地基的
稳定性。

此时， 小汤山扩建病房已经
在收治病人。 为了不影响病房的
使用功能， “手术” 不能 “大开
大挖”。 经过多方论证， 施工各
方最终敲定用注浆的办法进行
“手术 ”。 面对两个看不见的大
坑， 这项任务极具挑战。

“手术” 采用什么样的处理
方案， 工艺参数是多少， 处理过
程中要做哪些监控量测， 需要达
到什么样的参数？ 所有这一切，
都需要岩土技术团队现场敲定。
面对这项缺少资料、 工期紧张的
应急任务， 周宏磊临危受命， 带
领北京市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团队， 对 “手术” 全程进行保
驾护航。

在整个工程中， 周宏磊是出
了名的严谨。 他认真研究每天的
勘察情况和监测数据， 不遗漏任
何一处细节， 不放过任何一个异
常数据。 参建各方共同参与的项
目研讨会， 他一场不落， 同与会
专家讨论技术难点， 优化施工方
案， 为应急工作的实施提供了有
力的技术支撑。 连续奋战将近两
个月， “手术” 非常成功， 而且
没有对小汤山扩建工程的正常使
用造成任何影响。 其间， 北京降
下一场大雨， “手术” 后的地基
坚如磐石。

任务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参
建人员都说 ， 周宏磊简直 “神
了”， 仿佛他有一双透视眼， 能
看到地下的情况。 其实， 周宏磊
高度近视， 他对于风险或事故原
因的判断， 都是源自理论和经验
的积累。 “光有假设不行， 那叫
拍脑门儿。” 周宏磊说， 岩土勘
察是工程建设的眼睛。 构建一个

判断的模型， 要大胆做出一些假
设， 在这个过程中， 还要不断地
修正。 而且， 去一线不是蛮干、
胡干， 而是科学地干。

追求卓越， 传承北勘精神

1995年， 25岁的周宏磊硕士
研究生毕业进入北京市勘察设计
研究院 ， 便投身于岩土勘察事
业。 他最深感自豪的， 并不仅仅
是参与了国家大剧院、 “鸟巢”
“中国尊 ” 等知名建筑的建设 ，
而是继承了北勘院宝贵的精神财
富。

作为全国勘察行业的 “第一
梯队”， 半个多世纪以来， 北勘
院涌现出张国霞、 陈志德、 袁炳
麟、 张在明、 沈小克等一大批专
家大师。 这些业界前辈的率先垂
范， 对周宏磊影响深远。

“岩土勘察工作是一个群体
性非常强的工作， 我们所有工作
都是一个人无法成就的。 我们这
些专业上的领路人， 身上有许多
特别朴实的劳动精神， 这种劳动
精神和我们的工作已经紧密结合
在一起。” 周宏磊说。

2020年， 周宏磊被评为 “全
国劳动模范”。 回想起在人民大
会堂接受表彰的情景， 周宏磊依
旧历历在目 。 “除了获奖的喜
悦 ， 还有对行业以及前辈的敬
仰。 人民大会堂修建时没有先进
的机械设备， 没有精确的计算程
序， 全靠着前辈艰苦奋斗、 科学
求真， 完成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工
程。 这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发挥
劳模精神 ， 追求卓越 、 矢志不
渝。” 周宏磊说， “我们这一代
人和新一代的北勘人， 要把这种
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才能够在未
来的工作中为首都的高质量城市
建设贡献才智。”

“‘封面王’又占领封面啦！ ”
“可不，43281步，也占领我的

封面了。 ”
“他基本每天都是三四万步，

我这微信运动封面每天都是他。 ”
大家口中的 “封面王” 叫苑

山， 是北京铁路局北京建筑段张
家口高铁综合工区工长， 他所带
领的站房、 站工区主要负责京张
高铁张家口地区各站及崇礼支线
共7座高铁站台、 雨棚、 供暖制
冷设备及沿线 “四电” 房屋等房
建设备设施的巡检维修工作， 设
备责任量合计 74.7543万换算平
方米， 不仅设备量大而且点多线
长， 完成一天的巡检任务， 没个
几万步还真下不来。

春秋季的张家口， 昼夜温差
大， 时常可以看到苑山白天穿着
短 袖 衫 在 屋 顶 巡 检 ， 晚 上 裹
着 棉 大衣在太子城出天窗 ， 完
全想不到这是一名年近60岁的职
工。 从他身上焕发出的拼劲，完
全遮盖了年龄带来的风霜。 他常
说： “站好最后一班岗， 是对工
作最好的诠释。”

“太子城站位于崇礼支线，
无直达车， 我们需要从张家口坐
车到清河站倒车 ， 再返回太子
城， 行程长达3小时。 崇礼支线
24件 ‘四电’ 房屋均位于山沟，
车辆无法到达， 我们便背上干粮

带上水， 抬着近40公斤的梯子，
步行数公里前往。” 提到巡检偏
远地区的 “四电” 房屋时苑山说
道。 即便巡检如此困难， 为了确
保设备安全， 他们不但没有降低
标准， 反而在建筑段规定月检的

基础上 ， 加大检查频次到半月
检。

面对这个标准的改变， 职工
们叫苦连天， 更有甚者对苑山横
眉冷对， 苑山却说： “你们现在
怨我没关系 ， 只要你们执行好

了， 设备不出事就行。 巡检标准
降了， 设备安全性就降了， 设备
安全不会跟着你演戏， 这个标准
一定要严格执行。” 面对有些职
工的不理解， 苑山也不多解释，
只是一心想着设备安全。

2020年11月的一个晚上， 巡
检了一天的苑山正准备上床睡
觉 ， 就被一阵电话铃声叫起 。
“工长， 太子城站停电了， 原因
不明 ， 我正在排查主配电箱 ！”
电话那头太子城站值守人员急切
地说。 “你先仔细排查， 我马上
就到！” 说完， 苑山穿起衣服拿
起工具叫上值班人员直奔太子城
站 ， 经过不断排查 、 联系 、 维
修， 职工们整整奋战一夜， 终于
恢复了正常供电 。 没有过多停
留， 苑山带着身边的职工又开始
了新一天的工作。

为做好北京冬奥会服务保障
工作 ， 在 2021年供暖季到来之
前， 苑山带领职工对管内各站供
暖设备进行全面检查， 制订了一

整套覆盖全流程的整治方案。 职
工们提前更换锈蚀阀门， 修复管
道保温， 清理除污设备， 清洗各
站的集中空调系统， 特别是对新
建崇礼站提前介入， 及时消除部
分站台墙现浇结构侵限及消防管
路冻害安全隐患。

隆冬时节， 考虑到位于北京
冬奥会崇礼赛区的太子城站将经
受低温、 降雪、 大风等极寒天气
的挑战， 苑山带领职工们提前收
集分析太子城站等沿线重点处所
热源设备运行参数， 查阅历年崇
礼地区环境温度， 测试CO2热泵
机组运行情况， 提升机组精细化
管理水平。

“天气预报显示， 下周崇礼
地区将迎来一次降温， 最低气温
又将跌破零下20摄氏度， 距离冬
奥会开幕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了， 大家要对所有设备再认真检
查一遍， 确保设备稳定、 应急物
资充足。” 苑山又开始布置新一
天的工作了。

□通讯员 姬全林

临近退休的他成了微信运动“封面王”
北京铁路局北京建筑段张家口高铁综合工区工长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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