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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期迎海浪抗台风是常事
如今大桥“体检”用上智能检测

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服务区旁，1980年

出生的胡在华在杭州湾大桥运营保障中心工

作，他现在的身份是中铁大桥局集团第一工

程有限公司副经理，负责大桥的运营测控。

胡在华身材壮实，黝黑的皮肤显然跟经

常野外作业有关。毕业于中南大学工程管理

专业的他，2003年一毕业就来到跨海大桥工

地，成为大桥测控中心一名技术员，从事项目

的测量和质量控制工作。他不仅全程参与了

大桥的建设，还见证了大桥及周边的发展、变

化，对大桥有着深厚的感情。

胡在华回忆说，大桥建设的第一年，

2004 年中秋节前后，他就遇到了一次险情。

“那天，海中间一个监测平台上的 GPS 参考

站系统出了故障。这个参考站主要是供海中

桥梁打桩时定位使用，如果不及时检修维护，

打桩就要全部暂停。”胡在华说。

平台在桥梁上游几百米处，离岸约15公

里。胡在华和两位同事坐着气垫船前往检

修。来到平台旁，由于潮水比较大，浪头打在

平台上，最高落差有3米左右，想登上平台很

困难。在摸透海浪的规律后，胡在华他们等

海浪将气垫船托到最高点附近时抓住机会登

上平台，前后花了10多分钟。

“虽然大家都穿了救生衣，系了安全绳，

但如果节奏掌握不好，落到海里同样会有生

命危险。”胡在华至今记忆深刻。

2006年超强台风桑美来袭时，大桥施工

被迫暂停。不过，桑美还是把海上平台的底

板打坏了。沿底板铺设的信号连接线也被折

断，卫星信号中断。胡在华的同事们等台风

过境后一天，没有太大的浪时才敢上平台检

修。像这样迎海浪、抗台风的经历，对建设工

人来说是常事。

在长期的观测中，胡在华发现一个有意

思的现象：2007年到2010年，大桥北岸引桥

每年都略有沉降；2010 年后沉降停止，下半

年开始还每年有所上抬。“到目前，北岸引桥

的水平位置基本上与建设期持平。”后来他才

了解到，大桥北岸原来开采地下水比较严重；

之后禁止开采地下水，并采取了补水措施，沉

降情况才得以改变。

如今，胡在华他们除了对大桥进行一年

一次的人工健康检测，平时已实行全天候的

智能检测，这主要得益于强大的北斗卫星系

统和 GPS 卫星系统。“2014 年我们已经成功

开发了智能监测平台。”胡在华说。像北斗系

统对大桥沉降的监测，精度可达到毫米级。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百年大计，运营 11

年来，大桥总体情况非常良好，没有发现较大

的位移和沉降。”胡在华说。

皖苏等地货源成倍增加
当地物流企业业务辐射全国

大桥的通车，为宁波北翼的余姚慈溪地

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位于慈溪市

的宁波余慈物流公司正是抓住了这一发展机

遇的“幸运儿”。

大桥通车前，公司还只有100多名员工、

四五十辆货车。如今公司员工已发展到400

多人，自有车辆 300 多辆，并搞起了“无车承

运平台”，整合了2000多辆个体车辆，今年底

前有望扩展到5000辆个体车辆。

公司董事长陈虹告诉记者，大桥通车给

公司最直接的好处是带来了钱塘江北岸的货

源，特别是江苏、安徽的货源。“大桥一通，对

客户来说路程缩短 100 多公里，时间节省两

个多小时；对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来说，油耗

节省了，车损降低了。要知道，大货车的轮胎

蛮贵的，一辆大货车，一年节省的轮胎损耗费

就至少一两万元吧。”陈虹说。

另外，依托宁波舟山港这一全球第一大

港口，大桥通车还带动了公铁水路联运，陆运

业务翻倍增长。

2011年，嗅觉敏锐的陈虹开始发展供应

链总承包业务，搞差异化竞争，并成立了浙江

定邦全球供应链公司。上海大众、吉利汽车

等知名企业入驻杭州湾新区后，就把仓储、物

流配送等供应链服务承包给了浙江定邦，对

浙江定邦来说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对

上海大众、吉利汽车来说则做到了零库存，既

节省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

慈溪本地企业方太集团也搬到了新区。

在上海大众、吉利汽车的带动下，方太集团也

把供应链承包给了浙江定邦。之后，越来越

多的企业将供应链总承包给浙江定邦。

如今，这家过去局限于慈溪、余姚当地的

物流企业，业务已辐射全国各地。“大桥通车

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提升了物流的档次，提高

了效率，降低了成本。”陈虹表示。

创造多个世界纪录
宁波融入上海“两小时交通圈”

杭州湾跨海大桥于 2003 年 11 月 14 日

开工，2008年5月1日建成通车，设计使用寿

命 100 年，总投资 134.54 亿元。截至今年 8

月底，大桥共通行各类车辆 1.27 亿辆，日均

流量已达3.99万辆。

跨海大桥通车后，宁波至上海间的陆路

距离缩短了 120 公里。大桥 36 公里的长度，

在当时在建和已建跨海大桥中位居第一。

“宁波融入上海‘两小时交通圈’内，结束

了长期以来的‘半岛’经济现象，进一步强化

了宁波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城市的地

位。”杭州湾跨海大桥管理局局长余华表示，

“大桥建设浓缩了长三角的空间格局，使长三

角城市间的‘同城效应’更加明显。”

杭州湾跨海大桥地处强潮海湾，台风多、

潮差大、潮流急、冲刷深、滩涂宽、腐蚀强，还

有浅层沼气，复杂的建设条件给大桥建设带

来了种种困难和技术难题。而在大桥建设过

程中，建设者们则创造了多项世界纪录。

如创造了“梁上架梁”纪录为 1430 吨的

“世界第一架”；第一次彻底解决了大型混凝

土箱梁早期开裂的世界性难题；成功使用直

径1.6米、长度89米的超长钢管桩；首开世界

同类地质环境建桥采用“有控制放气（沼气）”

的安全施工工艺，攻克了在强潮海湾建设跨

海大桥的技术难题。大桥先后荣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中国土木

工程詹天佑奖和国家优质投资项目奖等一系

列荣誉。

“大桥还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余华表示，宁波北翼的余姚慈溪

地区成为宁波对接上海的北部门户和“黄金

节点”；大桥催生了杭州湾新区，上汽大众汽

车、吉利汽车等纷纷在新区落户；大桥还促成

了宁波、嘉兴两港的“牵手”，促进宁波港由交

通运输港向贸易物流港转变，由世界大港向

国际强港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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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塘江上建桥有多

难？以前民间一直有“钱塘

江上架桥——办不到”之说，

因为钱潮汹涌，江底还覆盖

着几十米厚的流沙。直到上

世纪三十年代，钱塘江上才

有了第一座现代化桥梁——

钱塘江大桥。

而在钱塘江外的海湾

——杭州湾上建跨海大桥，

难度比在钱塘江上建桥有过

之而无不及。作为一项举世

瞩目的伟大工程，2008 年

建成通车的杭州湾跨海大

桥，建设过程中遇到过哪些

困难？有过哪些创举？运营

11 年来交出的“成绩单”如

何？对大桥周边经济的带动

作用如何？近日，钱江晚报

记者来到杭州湾跨海大桥及

其南岸进行了走访。

这座桥创造了多个世界纪录这座桥创造了多个世界纪录 运行运行1111年年，，交出一张漂亮成绩单交出一张漂亮成绩单

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理想杭州湾跨海大桥的理想
是让宁波和上海更加亲密是让宁波和上海更加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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