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举重若轻 用自信创造奇迹

——访中国交建总工程师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

总工程师林鸣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自 2010 年 12 月起，担任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部总经理、总工

程师。2013 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15 年获“感动交通十大年度人物”、“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建筑业

企业优秀项目经理”。2016 年获“中央企业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17 年获国资委首届

“央企楷模”。受聘为长沙理工大学客座教授。华南理工大学、同济大学兼职教授

        “吊起来了!吊起来了!”随着现场人群的惊呼声，重达 6000 吨的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 Z 终接头被振华重工的

12000 吨浮吊船高高吊起。

        “转过来了!转过来了!”在一阵赞叹声中大家纷纷举起手机、相机、摄像机记录下这历史性时刻。



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 Z 终接头吊装



站在沉管接头上指挥吊装的林鸣

        “快看，那上面还有人!”中国交建总工程师、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目总经理部总经理、总工程师林鸣，此时此

刻正手持对讲机，带着团队站在吊起的沉管接头上，有条不紊地发出每一道指令。这是 2017 年 5 月 2 日，港珠澳大桥

沉管隧道 Z 终接头安装的历史性画面。

     一定要把“天花板”顶得更高

        “短短的 23 分钟，这个庞然大物就被稳稳地转了个方向，完成了下降的全部准备工作。整个接头安装只花了不到

一天时间，而且滴水不漏。传统的方法一般需要半年以上。”林鸣在接受《交通建设与管理》杂志记者专访时非常自

豪地说。虽然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但那天的每一个细节，他都历历在目。

        “这是中国交通建设的新高度，我们很幸运，作为成千上万个中国交通建设工程师的代表站在了上面。”



林鸣和中国交建总裁陈奋健与大家共同庆祝接头安装到位



沉管接头即将入水(珠海特区报 李建束 摄)

        很多看似偶然的事情，其实都有必然的逻辑。林鸣年轻时就与起重作业结下不解之缘。

        “我在上大学之前做过起重工。”林鸣微笑着告诉记者说，“当总工程师、项目经理后，重拾‘起重班长’的活

有三次。第一次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在珠海。需要把正在建设的珠海大桥的一个桥墩的钢护筒拔出来，当时，我

们找到了珠江口 Z 大的 500 吨位浮吊船。在岸边上千老乡的欢呼声中，我们顺利完成了任务。第二次是 2002 年前后

在润扬大桥南叉桥北塔施工，采用振华重工 1200 吨浮吊船，我第二次拿起对讲机指挥吊装，完成了国内第一次千吨钢

套箱安装。港珠澳大桥是第三次。”让记者感到有些吃惊的是，这是 12000 吨浮吊船造好以后第一次正式吊装作业。

        看着记者瞪大的双眼，林鸣也忍不住笑了起来。“也许你觉得有些冒险，但我们干的这个岛隧工程很多都是第一

次。之所以 Z后都成功了得益于中国交建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更得益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力支持，从这个角度说，

我们也是中国当代 Z 幸运的工程师。”

        “跟每节长 180米，宽 37.95米，高 11.4米，重约8万吨的沉管相比，这不算什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虽然

历经千辛万苦，但 33 节沉管+Z 终接头全部安装完成只花了 4年时间，而且滴水不漏，创造了全世界沉管隧道施工的



新纪录。这么长的岛隧工程全世界也是第一次，但 4年来，我们把相关难题都攻克了，掌握了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

复杂的工程一定要把它研究透，研究到好做，易操作，风险可控，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所以虽然表面看起来有点惊心

动魄，但实际都在可控范围内。”通过攻坚克难把“天花板”顶得更高，真正做到了“举重若轻”。

正在沉管隧道里作业的中大机械可动态变换宽度的DT2000摊铺机

（编辑：王刚）

        林鸣还以 10 月 13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的沉管隧道沥青摊铺施工“采用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可动态变换铺装

宽度的一体式铺装设备”为例说：“它可以在 15米到 20米之间动态变换摊铺宽度，提高了工程质量和施工效率，像

这种国内首创，国外没有先例可循的大型装备在港珠澳大桥建设中有很多，超级工程必须得有大国重器的支撑。”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之关键设备：

　　8 锤联动大型钢圆筒同步振沉成套设备



　　管节全断面自动液压预制模板成套设备

　　混凝土搅拌站及制冰冷水机组成套设备

　   管节预制混凝土输送及布料成套设备

　   沉管整体多点液压支撑及同步顶推成套设备

　  平台式深水碎石垫层铺设整平船

　  管节浮运安装船及测控精调系统

　  深水自动定位基槽精挖船及清淤船

　  可 动 态 变 换 铺 装 宽 度 的 一 体 式 抗 离 析 摊 铺 设 备

 

    压力就是动力，一切皆有可能

        事实上，一天时间完成通常半年以上的沉管隧道 Z 终接头安装只是港珠澳大桥无数创新案例中的其中一个。自

2010 年 12 月起，林鸣与团队奔赴珠江口伶仃洋，开始攀登世界工程技术高峰，他们立志要用中国人自己的勇气和智

慧，去攻克世界级难题，在“唯一”中创造“第一”。在林鸣看来，要建设好这项超级工程，创新是唯一的出路。

        据了解，项目部先后开展了 15 大类 100多项专题研究、工艺试验及验证试验，10余项大型专用装备研发，建立

了外海超长沉管隧道施工监控和风险管理系统，攻克了“钢圆筒快速成岛”、“工厂法沉管预制”等多项世界级技术

难题，形成专利 500多项。

        “明明是一片白纸，却取得了如此显赫的成绩，凭什么?”面对记者的疑问，林鸣的回答既简单却又底气十足：

“自信!”

        林鸣说，十九大报告提到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这是一个科学体系，层层递进。

李小鹏部长来港珠澳大桥考察时说，中国交通今天可以在领跑、并跑和跟跑三种状态中选择。这不正是强大自信的表

现吗?在记者看来，如果当初向欧洲人支付高达十几亿元的咨询费，可能就是一种跟跑的状态。事情都有两个方面，自

主攻关掌握核心技术，变压力为动力，在当今中国的条件下，一切皆有可能。



        据介绍，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主要的创新技术概括起来有五个方面。

东人工岛 Z后一榀钢圆筒安装 朱宇光 摄

        一是快速筑岛技术创新。林鸣他们提出的利用大型钢圆筒进行外海快速筑岛的设想经过反复论证 Z后被采用，每

根钢圆筒直径为 22米，截面积几乎和篮球场一样大，Z 高达 50多米，差不多是 18层楼的高度，单体重约 550 吨，与

两架A 380空中客车相当。建设团队仅用了 221 天，就在软土地基上完成了 120 个钢圆筒振沉，筑就了两个大型深水

离岸人工岛。减少泥沙开挖量 1000万立方米，节约建设工期 20 个月，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成岛”的世界工程奇

迹。今天回想起来，他感到十分欣慰：“创新就是一种压力，我和团队坚持了下来，才没留下遗憾。”据记者了解，

这个工法在深中通道(深圳到中山)人工岛建设中也已经被采用。



        二是沉管隧道基础建设。软土地基上建设隧道，沉管的沉降控制是关键。林鸣与他的团队在世界上首次创新采用

了组合基床+复合地基的基础方案，第一次将国外同类隧道一般 10~20厘米的沉降量控制在 5厘米左右，深厚软土隧

道沉降及不均匀沉降控制的世界级难题取得了突破。

         三是半刚性沉管新结构。已经有 100多年历史的世界沉管结构只有刚性和柔性两种。刚性缘于是整体结构，使接

头漏水的概率减小，但如果基底出现沉降，大体量沉管受力不均匀出问题的概率也随之增大;而柔性结构是用小管节串

成一个大管节，比刚性结构应对沉降有明显优势。现有工程记录显示，刚、柔两种结构都是浅埋隧道，沉管回填及覆

土厚度约 2米。为了预留 30万吨级航道，港珠澳大桥沉管隧道需要埋到海床以下 20多米，是世界上唯一的深埋沉管

隧道，如果采用传统的结构体系，沉管结构得不到安全保障。“从 2012 年年初，我和设计团队一直在寻找一种可替代

结构体系，希望为工程找到一条出路。”林鸣说。

        2012 年 11 月 16 日晚，彻夜未眠的林鸣脑海中突然闪出了“半刚性”这个概念。“它能够提高接头的能力，保

留甚至强化串起小管节之间的钢绞线，加强小管节之间的连接，使标准管节的变形受到更大的约束，增强深埋沉管的

防错位能力。”林鸣说。面对这个全新思路，有肯定，有质疑，但经过两年的反复验证和不懈努力，“半刚性”结构

把沉管深埋的构想变成了现实。刚柔之间是一种工程哲学的境界，中国人的智慧和自信 Z 终成就了全球第三种沉管结

构。



E30 沉管到达施工海域

        四是外海沉管浮运安装。外海沉管隧道施工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为数不多的几家外国公司手里，他们在工法和装

备技术上处于垄断地位。“我们走了自己的外海沉管安装技术路线。”林鸣说。

        尽管 Z 终的结果非常好，但过程充满了曲折。非常有意思的是，从 E1开始，安装沉管编号为 5 的倍数都经历了波

折。2013 年 5 月 2 日，E1开始首秀，但出师不利，沉放后检测结果却显示管艏与暗埋段匹配端高程误差竟然达 11厘

米，经过 96 个小时的鏖战问题终于得以解决。E5 在安装时意外地夹带三根比手指还细的绳子。E10遭遇深水深槽问题，

对接出现了 9厘米的偏差，超出了预定的 5厘米内偏差，为此，冯正霖副部长第一时间召集专家开现场会。经过 4个

月的攻关，成功研发出沉管对接窗口预报保障系统和运动姿态实时监测系统，确保了深槽内沉管的顺利安装。E15 沉

管安装在遭遇基槽异常回淤及边坡回淤物滑塌的情况下，三次浮运、两次回拖，工程的不顺利直接考验着林鸣和团队

的信心及能力，Z后找到原因并创新性地开发了回淤预警预测系统和高精度清淤设备。E20 是遭遇异常波，E25 是设备

出现故障，E32 发生了异常沉降。



        “每一次磨难都是创新的开始，我们的很多创新方案和装备研发都是这么给逼出来的。”说起这些曲折经历，林

鸣显得既轻松又自信。

         五是防灾抗灾能力超强。过去 7 年来，港珠澳大桥经历了数次台风等恶劣气象的袭击都安然无恙。“特别是

2013 年第 30号超强台风海燕袭击后，外国人都问我，你们的工程被淹了没有?被台风刮倒没有?今年还经受了强台风

天鸽的袭击，全都没有问题。”林鸣说。

庆祝 E33 沉管安装圆满成功

　

        当记者请他回忆过去七年来 Z让他感动的事，林鸣显得有些动情。他说：“Z 感动的就是我们职工坚守。毛主席

说，世界上的一切人是 Z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所以我在工程 Z困难的时候，或者很

难受的时候，只要到工地去，花一两天时间，把每一条沉管走一遍，每一个海岛走一遍，看到他们，我又充满了信心，

就没有理由不去坚持。”



        日本著名沉管隧道专家花田幸生赞叹说，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取得的建设业绩与中国工程师的高超技术和努力精

神 分 不 开 ， 更 与 林 鸣 的 细 致 工 作 和 正 确 指 导 密 不 可 分 。

 

　　打造品质工程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香港土木工程署前署长、泛美工程院外籍院士刘正光曾经评价说，这是沉管隧道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工程，

项目以创新的理念和技术成为世界同行学习的对象，也令世界改变了认为中国人不能建高水准工程的偏见。

        都说百年大计，质量第一，但港珠澳大桥 120 年的使用年限，打破了国内大桥的“百年惯例”，这与国家大力推

行的品质工程十分契合。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也重点推进“实施品牌战略。通过打造品质工程，提升中国交通和企

业品牌形象，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回答港珠澳大桥如何创建品质工程，及其重要意义的问题时，林鸣说：“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交通作为发展的先行官，不把工

程品质搞上去，行吗?”

        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早已经不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大家出行的需求也已经从“走

得了”转变为“走得好”。“从我来说，我们修路架桥打隧道，一定把交通的工程品质搞好，这个品质不是混凝土打

得很漂亮，而是要能够让人们享受到非常安全、便捷、优质的交通服务。如果一条路通车几年就开始修修补补，拥堵

严重，能有美好生活吗?”林鸣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交通运输的发展目的是建设人民满意交通。”林鸣说，“品质工程从现在看，它承载着

时代的使命，建设美好生活，就要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品质工程来实现，品质工程多了，人民的满意度，获得感才会提

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解读，品质工程才更有一般性意义。”



沉管预制工厂全景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之关键数字：

　　20 万平方米，东西人工岛面积。

　　550 吨，每个直径 22 米，高 50 多米的钢圆筒重量，与两架空客 A380 相当。

　　1000 万立方米，钢圆筒快速成岛技术减少泥沙开挖量 1000 万方，节约工期 20 个月，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

成岛”的世界工程奇迹。

　　6.7 公里，40 米，世界 Z 长，埋藏 Z 深的外海沉管隧道。

　　8 万吨，每节 180 米长沉管的重量，与一艘航空母舰的排水量相当。

　　33 节沉管，历时 4 年浇筑混凝土 100 万方，创造了“设备无一次故障”、“沉管无一条裂缝”的世界奇迹。

　 　 5 厘 米 ， 采 用 组 合 基 床 + 复 合 地 基 将 国 外 同 类 隧 道 一 般 10~20 厘 米 的 沉 降 量 控 制 在 5 厘 米 左 右 。

 



        林鸣进一步解释说，以“大型化、工厂化、标准化、装配化”为核心的建设理念在港珠澳大桥上得以全面体现。

品质工程实际上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了细节、队伍、体系、管理、文化、环境等很多方面，相互影响。做品质的时

候其实同样是在做技术，解决风险，决定工程成败，成功和品质实际上是一个协同的关系。“我们现在有句话叫‘不

安全我不干’，一个高品质的工程，一定是安全可控的，环境美好的，人心向往的，在此基础上，创新与突破也就顺

理成章了。”

    港珠澳大桥既能通车，又能通心

        有人说一座桥就是一座丰碑。港珠澳大桥是继三峡工程、青藏铁路之后,我国又一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也是我国桥梁

建筑史上技术 Z复杂、环保要求 Z 高、建设标准 Z 高的“超级工程”。它的落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宏伟蓝图提

供了有力注解和支撑。

        在回答《交通建设与管理》记者关于“在‘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港珠澳大桥在推动中国交通走出去有着怎

样的现实意义”的问题时，林鸣让我们先看了一封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发来的感谢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祖国建设

成就的自豪感。还有意大利《共和报》记者刊发的整版报道，感叹港珠澳大桥创造奇迹：美国只能在梦里造这样的设

施。

        林鸣说：“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内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港珠澳大桥

既是一座实实在在的桥梁，又是一座沟通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它既能通车，又能通心。”

        从一个时间轴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分成上下半场。上半场的开放让中国融入世界，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

人才、服务，中国用 30 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的历程，重点解决了如何富起来的问题。“一带一路”则

开启了下半场的改革开放，要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中国的标准、技术、人才、服务、资金走出国门，打造命运共同体，

重点要解决如何强起来的问题。“建党一百年，中国富起来;建国一百年，中国强起来，这不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

嘛!”林鸣十分感慨地说。

        “中国交通如何走出去?要让别人了解你，理解你，信任你，这样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机会。粤港澳是中国改革开放

的前沿，矗立在在伶仃洋上的港珠澳大桥是国外同行了解中国交通建设成就的重要窗口。”林鸣说。



港珠澳大桥将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林鸣表示，中国的超级工程、大型装备都应该成为我们和世界联通的“桥梁”。在主动走出去的时候要有自信，

要靠智慧，智慧不能复制，要让人家知道你有这个智慧和能耐，这是创新的源泉，也是“天花板”的支点。

        被世界誉为超级工程的港珠澳大桥，将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全新地标，也将成为中国工程建设新的里程碑，承担

起沟通中西文化的历史重担。


	　　打造品质工程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
	    港珠澳大桥既能通车，又能通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