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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17日 星期三 广告
责编/钱元平 朱忠诚

美编/严勇杰 照排/余佳维
城事 A11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姚震 励静静） 记者昨天从市城管
部门了解到，经省建设厅核准，我市又有50个居民小区成功创建成为
省级节水型居民小区。截至目前，全市共有省级节水型居民小区212
个，覆盖率达17.44%。

据悉，我市自2013年着手开展创建省级节水型居民小区活动以
来，全市居民小区节水管理水平稳步提升，小区水资源利用率逐渐提
高，随着节水器具走进千家万户，越来越多的居民养成了良好的节水习
惯，为我市深化国家节水型城市建设打下扎实基础。

本报讯（记者 王元卓 通讯员 徐昭 潘慧敏）
1月15日下午4：30，隆隆的盾构机掘进声中，首条采
用盾构法施工的轨道交通地下联络通道，在宁波轨道
交通3号线鄞州区政府站至南部商务区站区间贯
通。联络通道直径3.15米、长17米。据了解，这是世
界上首次采用盾构法进行施工的地下联络通道。

联络通道是隧道中间的逃生通道，一般用于消防
人员与乘客在紧急时刻的撤离。在轨道交通建设中，

要求每600米隧道设置一处联络通道。国内较好的
方法是用冰冻法人工开挖，而国际上较流行的方法是
用机械顶管法。人工开挖效率低，顶管法的掘进距离
受限，所以，这一直是国内外联络通道施工的一大技
术痛点。宁波轨道交通集团利用自主研发的第三代
类矩形盾构机，采用盾构法完成联络通道的掘进，掘
进距离长，容易进行设备姿态调整，弥补了人工开挖
和机械顶管操作的不足，具有安全、优质、高效、环保
等优势。

据介绍，如果采用常规的人工开挖法，这短短的
17米隧道要花三到四个月，而采用盾构法只用了18
天。

盾构法项目从启动到成功，以宁波轨道交通为主
导的项目团队花了一年多时间。项目申报了10余项
国家发明专利，攻克了盾构区间内置式泵房技术、集

约化盾构成套装备研发、管片结构切削等近10项重
大技术难题。成功研制了联络通道盾构成套掘进装
备，并形成了符合轨道交通盾构隧道要求的施工工艺
方案。去年12月9日，盾构法项目顺利通过评审。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钧表示，这个项目的成功将在
国际上开启一条地下联络通道施工的新方法，具有非
常广阔的应用前景。

据中国轨道交通协会的有关资料显示，去年全国
待建的轨道交通地下线路里程约5000公里，其中这
样的联络通道有几千处。盾构法联络通道技术不仅
可以应用于城轨盾构隧道的联络通道，同时还可以在
市政管廊分叉竖井和检修井、深隧连接线以及地下空
间连通工程中广泛应用，具有极高的推广价值。同
时，该技术使城市地下工程向非开挖化、全机械化迈
出了重要而坚实的一步。

本报讯（记者 边城雨 通讯员 顾梦婕） 市城管局内河管理处
近日完成宁波城区内河综合水质数据评估分析。2017年对各区抽
查检测数据显示，宁波城区内河水质总体呈持续改善趋势，平均
透明度已达50厘米，黑臭水体消除率100%。

经监测，城区内河部分主要污染指标已经达到Ⅴ类水体要求，
中心城区主要景观河道的个别指标已基本达到Ⅳ类水体要求，开展
水质日常维护的河道CPI水质综合评价数值合格率达90%。

2017年，内河管理部门重点开展河道沟通、内河疏浚、景观
提升等工程，涉及河道30余条。通过近几年治理，城区内河污染
源得到有效控制，水质得到明显改善，排涝能力全面提高，一大
批河道实现华丽转身。

针对河床反复淤积、生态补充水源紧缺、河道自然生态无法
在短时间内建立等问题，市城管局内河管理处在完成河道基础性
工程整治的基础上，运用各类科技治河手段，对河道水质开展长
期维护提升的长效治理模式，目前全市中心城区已有127条河道
开展了水质日常维护，占城区河道的75%以上。自开展水质长效
维护工作以来，投诉大幅下降，工作效果非常明显。

据了解，为促进城区内河水质进一步改善，内河管理部门不
断优化水质日常维护模式，推行河道分级养护制度，并探索把水
面保洁纳入水质日常维护提升工作范畴。目前，城区51条内河第
三轮水质日常维护提升工作已全面铺开。第三轮水质维护提升工
作总体上将贯彻因河制宜修复生态的治理理念，对不同水质状况
的河道采取合适的技术手段，采用推流曝气增氧、系列生物修
复、微生物包埋技术、生物膜技术、控藻技术、人工湿地、水力
调控、微生态制剂等组合“配方”进行治理，注重流域治理，确
保河道流动开放。

原先需三四个月的工程，现在只花了18天

世界首创！宁波用盾构法挖掘地铁联络通道

城区内河水质透明度已达50厘米
黑臭水体消除率100%

我市新增50个省级节水型居民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