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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路学会组织陕西铜川玉皇阁二号桥建造技术交流和考察活动 

8 月 22-23 日，由省公路学会桥梁与隧道专业

委员会（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组织的陕西铜川玉皇阁二号桥建造技术交流和考察

活动在陕西省西安市顺利举行。湖北交投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陕西省公路学会、铜川市交通运输局、

襄阳市公路学会、宜都市交通运输局等单位的领导

和技术人员 88人参加了观摩学习交流活动。 

陕西铜川玉皇阁二号桥及引线工程是陕西省重

点工程，项目全长 5.911 公里，采用一级公路标准

建设，双向 6车道。玉皇阁二号桥全长 1817.5米，

主桥长 860 米，宽 41.6 米，跨径布置为 90+4×

170+90m，为 4拱 6跨“先梁后拱”的预应力混凝土

梁拱组合体系桥梁，主桥最深桩基 102 米，最高墩

身 128米，是该类型桥梁联数最多的桥梁工程之一。

该桥梁的建成，不仅承载着铜川市的交通发展，还

将成为这座城市新的标志性建筑。 

考察组一行人到正在建设的玉皇阁二号桥工地

现场参观，听取了大桥的钢结构安装施工、项目建

设质量安全管控等情况的介绍，并就三维点云技术、

虚拟预拼装技术、人工智能监控技术等智慧建造的

实施进行了交流讨论。 

学术交流会由中交二公院桥梁院书记黄古剑主

持。湖北省公路学会理事长白山云、陕西省公路学

会理事长杨育生、陕西建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时炜、二公院副总经理高云峰，以及二公院首

席专家彭元诚、玉皇阁二号桥项目总工王仁民等领

导出席了会议。 

白山云、杨育生在致辞中高度肯定了该桥设计

单位中交二公院在梁拱组合体系桥梁创新方面所取

得的突出成绩。高云峰在致辞中感谢湖北省公路学

会、陕西省公路学会、铜川市交通运输局、陕西建

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各参会代表对本次学术交

流会的大力支持，回顾了中交二公院将现代工程技

术与历史文化融合的创作理念，强调了科技创新是

推动桥梁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 

交流会上，中交二公院首席专家彭元诚、玉皇

阁二号桥项目总工王仁民、陕西交规院工程咨询事

业部副总经理张通、长安大学教授李加武、二公院

学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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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院科技部副主任许健先后围绕“梁拱组合连续

刚构桥方案设计与创新”、“玉皇阁二号特大桥主桥

合龙施工技术”、“桥梁全过程智慧建管养体系——

基于点云数据的钢箱拱尺寸智检与虚拟装配方法”、

“世界首座预制装配钢桁——混凝土组合拱桥：乌

蒙山大桥工程创新”等专题作了精彩的报告。 

此次交流考察活动得到了陕西省公路学会、铜

川市交通运输局的大力支持，给参会的代表们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大家纷纷表示收获满满。（湖北省公

路学会） 

 

省公路学会组织参加 2024年湖北省全国科普日启动式暨主场活动 

9 月 14 日上午，湖北省科协等 19 家单位在湖

北省科技馆联合举办了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共

同助力科技强国建设”为主题的湖北省全国科普日

启动式暨主场活动。省政协副主席王兴於，党组书

记、副主席周德文，副主席邬堂春，中国工程院院

士郑晓静、周又和等领导专家出席会议。省科协直

属事业单位，部分省级学会，省科普教育基地，高

科技前沿企业等近 40家单位参加了活动，湖北省公

路学会作为部分学会之一组织参加了活动并进行了

公路交通科技成果展演。 

按照省科协关于科普日活动的统一部署安排，

省公路学会根据交通行业特点选择了活动第二部

分：组织高阶前沿科普，聚焦公路交通前沿创新成

果、重点科技专项和生态环保等方面组织开展活动。

湖北交投京港澳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中铁大桥局集团、湖北聚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会员单位

参加了活动。 

活动期间，我会展示了由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的“正交异性钢桥面板 U 肋

内焊接关键技术与智能装备”、“水平定向钻探查技

术与设备”、“钻孔地质雷达探测技术与设备”3 项

公路智能建造技术的展示板，由湖北交投京港澳高

速公路改扩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三维激光

桥面铺装智能化施工装备”、“塔吊远程智能控制系

统”2 个汇集了红外、激光、远程操控技术的施工

设备模型和展示牌，由湖北聚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的、自主研发的环保材料及开发利用技术的展

板，主要利用磷石膏、矿渣等固废制成的道路基层

结构材料。其中“三维激光桥面铺装智能化施工装

备”模型还可模拟施工场景进行操作动态演示，还

安排了专业科技人员进行现场技术讲解，从科普角

度解读前沿科技成果，发放了三维激光智能桥面摊

铺机的三折页科普宣传资料等。为公众提供了形式

多样的科普资源。 

省政协副主席王兴於、省科协党组书记周德文

等领导带队巡视观展时，驻足省公路学会展位，专

门观看了“三维激光桥面铺装智能化施工装备”模

型的演示，饶有兴致地查看和询问了磷石膏等固废

制品的制作和使用情况，对我会的展品、展板和科

普资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赏。 

省公路学会秘书长杨运娥、京港澳改扩建项目

管理公司党委书记沈典栋、省公路学会桥隧专委会

秘书长刘谦、湖北聚海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胡波博士

等学会领导、技术专家、志愿者参加了活动。（湖北

省公路学会） 

 

 

 

 

交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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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首个高速服务区“开口子”工程通车试运营 

8月 28日，湖北首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开口子”

工程——G50沪渝高速潜江服务区增设小客车 ETC

出口专用车道工程（简称潜江服务区 ETC“开口子”

工程）正式通车试运营。 

潜江服务区 ETC“开口子”工程是湖北首个开

放式高速公路服务区试点项目。项目位于潜江市潜

江服务区北区，共设有 2条小客车 ETC出口专用车

道，道路全长 399.1m。办理 ETC的小客车可通过专

用出口直达潜江市政道路，为司乘提供便捷的出行

体验，同时进一步提升了服务区的人气和流量。 

车道采用交通轻量化的“窄岛、少亭、窄棚”

设计，配备楚天高速研制的 ETC交易系统，ETC车

辆交易时间缩短至 200毫秒，通行速度最高可达

40km/h，同时配备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智能收费机器

人，实现无人值守、非现金交易、车辆“秒”过收

费站。 

潜江服务区 ETC“开口子”工程是推动高速公

路服务区提档升级，促进交旅融合发展，实施乡村

振兴，推动湖北“交通强国示范区”建设的重要尝

试。今年我省还计划在安陆、荆州东、白羊塘、杨

店等服务区推进实施开口子工程。 (摘自省公路事

业发展中心网站) 

  

鄂皖赣三省毗邻市建立交通运输执法协作机制 

近日，鄂皖赣三省边界安庆、九江、黄冈毗邻

三市共同签订交通运输执法协作协议，加强交通运

输执法联合监管，保障区域交通运输安全，标志着

三市在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的合作迈上新台阶。 

根据协议，三市交通部门将在“两客一危”、非

法营运、货车超限治理、毗邻边界水上交通运输安

全等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安全的

重点领域，3 市 12县（市）交通执法机构每年组织

不少于 2次的联合执法行动；围绕春运、法定节假

日、重要会议活动等时间节点，部署开展交通运输

联合保障行动；结合安全生产月、路政宣传月等主

题活动联合开展各类法律法规政策宣传活动。 

三市交通部门将建立应急联动机制，提升应急

指挥水平，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最短时间联合响应

毗邻区域交通突发事件应急行动，最大程度地控制、

减轻和消除突发事件引起的严重社会危害，维护行

业安全稳定；强化搜救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定期

开展应急演练，共享应急救助队伍的通信联络方式。 

此外，三市交通部门将进行资源共享，及时准

确地提供必要的信息资源。依托现有的信息化设备，

探索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推进执法信息互联互通；

根据实际需要，在跨区域执法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提

供必要的检查布控、调查取证、文书送达、案件催

办、协助执行等方面的辅助性工作，推动执法力量

互补、执法资源互享。对在日常执法监督检查中的

发现需移送的执法案件线索，及时准确将线索、证

据材料等移送至有管辖权的执法机构。（摘自中国水

运报网站） 

 

武汉市域国家公路网规划里程新增 113.4公里 

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国家公路网规划线位

方案》，武汉市 20条、里程约 1312.6公里公路纳入

方案，其中国家高速公路 13 条、里程约 760.1公里，

国家普通公路 7条、里程约 552.5公里。在具体线

位方面，武汉市 2条国家普通公路线位得到延伸，

里程新增约 113.4公里，分别为 G230由新洲区延伸

至江夏区，里程新增约 65.6 公里（不含与 G347共

线 6.7公里），G348由东西湖区延伸至黄陂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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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新增约 47.8公里。 

G230为我国北南纵线，起于吉林通化，止于湖

北武汉，简称“通武线”，沿线途经辽宁、河北、天

津、北京、河南等省级行政区，在湖北境内控制点

主要有七里坪镇（豫鄂界）、红安、新洲、武汉（江

夏）。G230现状终点止于长江新区阳逻街，此次调

整延伸至江夏区郑店街，将有效衔接长江两岸，为

未来新增过江通道预留了空间，对加强武鄂黄黄区

域联系提供交通支撑。 

G348为我国东西横线，起于湖北武汉，止于云

南大理，简称“武大线”，沿线途经重庆、四川、云

南等省级行政区，在湖北境内控制点主要有武汉（黄

陂）、汉川、天门、沙洋、荆门（掇刀）、当阳、宜

昌、秭归、郭家坝镇、巴东、沿渡河镇（鄂渝界）。

G348现状起点起于东西湖区辛安渡街，此次调整延

伸至黄陂区前川街，有助于提升天河国际机场、沪

渝蓉高铁武汉天河站等综合交通枢纽集疏运能力，

对加强武汉西向辐射能力和支撑区域横向经济联系

有重要意义。 

下一步，将认真落实《国家公路网规划线位方

案》，加强国家公路与国土空间等相关规划衔接，有

效控制好线位资源，大力推动国家公路网建设，积

极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车购税等政策资金支

持，加快推动武汉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国内国际双

循环枢纽链接优势。 （摘自武汉市交通运输局网站）  

 

荆门多措并举破解磷石膏综合利用难题 

今年以来，荆门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积极推动

磷石膏制路基材料在公路建设中的应用，截至 7 月

底，全市交通公路部门在国省道、农村公路建设项

目中应用磷石膏里程达 8.5 公里，共消耗磷石膏约

8000吨，为全市磷化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公路贡

献。 

一是提高工作站位，破解“不敢用”的难题。

组织各县（市、区）交通公路部门学习《湖北省磷

石膏污染防治条例》和省市关于磷石膏综合利用的

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参加在荆召开的全省磷石膏综

合治理交流现场会，强化磷石膏用于公路建设的主

体责任，打消部分建设单位顾虑。组织钟祥、东宝

公路部门技术人员赴湖北省路桥集团、大悟县黄麦

玲磷化工公司学习磷石膏制路基材料经验，改进提

升荆门公路磷石膏综合利用工作。 

二是做好技术指导，破解“不会用”的难题。

组织全市交通公路部门、磷化工企业、相关工程参

建单位召开磷石膏应用工作对接会，宣传解读《湖

北省公路磷石膏复合稳定碎石基层技术指南（试

行）》，交流探讨磷石膏应用施工工艺、配方比例、

试验效果等，提升施工单位施工能力和管理水平。

积极配合参与荆门市磷石膏应用公路地方标准制定

工作，助力地方标准尽快制定出台。 

三是加强监督保障，破解“不愿用”的难题。

结合全市公路建养项目预安排计划，督促各县（市、

区）交通公路部门制定磷石膏利用计划，将磷石膏

综合利用纳入项目建设计划。建立全市国省道、农

村公路磷石膏应用项目台账，定期现场督办磷石膏

基层施工进度。加强审核把关，从工程施工图设计

到竣（交）工验收，均严格进行审查，提高公路工

程磷石膏制品综合利用率。（摘自荆门市交通运输局

网站） 

 

 
行业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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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全国轨道交通客运量同比增加近亿人次 

8 月，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共有 54个城市开通运营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311条，

运营里程 10363.5公里，实际开行列车 349万列次，

完成客运量 28.1亿人次，进站量 16.8亿人次。 

8月，客运量环比减少 0.65亿人次，降低 2.3％，

同比增加 0.96 亿人次，增长 3.5％。8 月全国轨道

交通总运营里程的平均客运强度为 0.894 万人次每

公里日，环比降低 2.5％，同比降低 2.2％。 

其中，地铁、轻轨、市域快速轨道等大运量线

路共 271 条，运营里程 9666.1 公里，完成客运量

27.6 亿人次，进站量 16.4 亿人次；单轨、磁浮等

中运量线路共 7 条，运营里程 202.5 公里，完成客

运量 3402万人次，进站量 2447万人次；有轨电车、

自动导向轨道等低运量线路共 33 条，运营里程

494.9公里，完成客运量 1077万人次，进站量 1021

万人次。 

8月新增运营里程 24公里，新增运营区段 1个，

为佛山地铁 3号线在建段。(摘自中国交通新闻网网

站) 

 

  

 

湖北高速公路首条综合能源示范线建成 

8月 23日，湖北高速首条综合能源示范线——

福银高速武汉至十堰段建成，具有“全品类、高质

量、示范性”三大特点，打造了高速路网新能源基

础设施建设的湖北样板。 

一是“全品类”补能。汉十高速全长 434公里，

沿线 10对服务区（停车区），设有 146根充电桩、4

座加氢加气站、5座换电站、16座加油站、7座液

冷超充站，初步形成“油气电氢全品类、光储充换

全链条”综合能源产业走廊，有效缓解司机高速行

驶的“里程焦虑”。 

二是“高科技”投入。超充站均采用光伏＋华

为超充解决方案，服务区单站配置 2根 600kW的液

冷超充桩、10根 250kW快充桩，最快实现“1秒 1

公里”极速充电，并拥有十年以上的超长寿命以及

功率池化技术。乘用车在换电站换 1次电仅需 5分

钟，极大了提升用户补能体验。 

三是“示范性”引导。汉十高速综合能源示范

线既是湖北首条高速公路综合能源示范线，也是首

条电动重卡充电走廊、首条高速液冷架构超充示范

线。示范线的建成将有力推动湖北高速“交通＋能

源”产业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并助推“汉孝随襄

十”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万亿元级汽车产业走廊迈

进。(摘自省公路事业发展中心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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