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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不间断施工，历时 9 个
多月的掘进，1月 18 日，随着盾构
机顺利到达位于杨浦的浦西工作井
周家嘴路越江隧道顺利实现贯通。
周家嘴路越江隧道新建工程，

西起杨浦周家嘴路内江路交叉口，在
此与北横通道东面端点相衔接，沿周
家嘴路向东，在浦东莱阳路东西两侧
先后与地面道路对接，终于张杨北路
交叉口，线路全长约4450米。
作为上海北部区域越江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周家嘴路越江隧道
是连接浦江两岸的区域性越江通
道，具有优化越江通道布局、均衡北
部区域过江压力的重要功能。工程
通车后，将极大缓解北侧翔殷路越
江隧道的交通拥堵状况。同时，与
在建的北横通道相接，使浦东居民
能快捷地抵达虹桥枢纽。
施工现场，在长宽均为 18 米，

深度 25 米的工作井内，一台直径
为 14.93 米的泥水气压平衡盾构机
已从泥土中露出了“真容”。施工单
位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周
家嘴路隧道工程项目经理龚金弟
说：“这台盾构机是杨浦区目前使

用的最大直径的盾构机，2018 年 1
月 10 日开始下井。为保证工程整
体施工进度，项目部用时 81 天完
成盾构机安装，4月 13 日其由浦东
北路东靖路正式始发，这台 2600
吨的地下庞然大物就开启了周家嘴
路隧道江中段 2572 米的征程，穿
越黄浦江后在周家嘴路军工路路口
西侧到达浦西接收井。”
“盾构机完成工作，意味着整

个工程中风险最大的环节已经被攻
克。”龚金弟介绍，在盾构掘进过程
中，除了要进行最小仅为 8.6 米的
浅覆土施工，穿过淤泥质、粉质粘土
的软弱土层外，该隧道的最大覆土
埋深也达到了 43.5 米，是上海目前
最深的越江隧道。此外，隧道沿线也
穿越了众多建筑物和管线，穿过了
很多老旧民房、黄浦江两岸及定海
港两岸共四道防汛墙、复兴岛、中环
路高架、上海理工大学等。
为实现超大直径盾构机，在中

心城区复杂环境中穿行。施工单位
运用智能化风险管控系统和盾构施
工远程监控系统等互联网手段，顺
利地完成了隧道掘进并将对周边环

境的影响控制在最小。
项目总工程师杨子松介绍，周

家嘴路越江隧道工程是上海市市政
工程中的首个 BIM （建筑信息模
型）试点工程。“BIM技术的应用使
我们做到了施工可视化和模拟性。
可以直观掌握管线、建筑物的位置
以及工程施工情况，据此不断优化、
调整施工方案，让我们对工程量做
到心中有数，让施工更科学。”同时，
工作井、隧道内布置的摄像头和感
应设备所组成的远程监控系统，让
施工人员能够随时查看现场视频，
掌握施工推进过程中的各项参数。
在高科技手段的助力下，盾构

施工全程控制良好。据统计，在穿越
老旧居民区时，将房屋沉降控制
在± 8 毫米以内；在超深覆土近距
离穿越码头桩基时，将码头沉降控
制在± 6 毫米以内；在穿越上海理
工大学旧行政楼时，将建筑物沉降
控制在± 7 毫米以内，“对地面、建
筑物、管线基本上没产生影响。”
而在工作井的另一侧，分为上

下两层的行车道，龚金弟说：“周家
嘴路越江隧道采用的正是单管双层

4车道，从浦西到浦东的车辆走下
层车道，入口在周家嘴路近内江路；
从浦东到浦西的车辆则走上层车
道，出口在周家嘴路近爱国路。上下
车道均为单向两车道，隧道及接线
设计车速为 60千米 /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隧道及内部结

构还将采用预制构件现场装配式施
工，整体装配率高达 90%。“除隧道
衬砌外，隧道立柱、车道板、防装侧
石等都会采用这种施工方式，与以
往施工方式相较，预制构件结构的

质量更有保证；有助于提高工效；对
现场的文明施工、工人的身体健康
也有好处。”龚金弟解释道。
接下来，施工单位还将用时 3

个月对盾构机进行拆分、吊运。与此
同时，隧道上下层车道结构及附属
设施施工，工作井内隧道与车道连
接施工，工作井回填施工，防火板、
装饰板、机电设备的安装等都将同
步推进，工程预计将在今年 11 月
建成通车。

（上海杨浦）

周家嘴路越江隧道主线工程贯通
预计今年 1111月建成通车

“姐妹两从出生到现在还
不足 10 天，就要动这么大的手
术，历经如此磨难，加起来 5 斤
都不到的她们要怎么受得了。”
来自浙江绍兴的李先生正焦

急的等在新华医院手术室外。里
面是他一对来之不易的双胞胎女
儿，早产又都为极低体重儿，更可
怕的是，孩子们都患病，尤其是小
女儿不仅患有食道闭锁，同时还
伴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样的噩耗
让陈先生一家人连日来都笼罩在
了一片阴霾之中。

历经艰辛喜获双胞胎
却又惊闻噩耗

生儿育女是很多家庭的美
好愿望，但对李先生夫妇来说，
他们的生育故事却充满了波折。
结婚 4年都未能怀孕的他们，去
年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成
功怀孕，而且一下子就怀了双胞
胎，夫妇俩万分激动。然而，好景
不长，准妈妈在怀孕 5个月时产
检发现羊水过多，在当地医院的
建议下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
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去年 12月，
经医院多学科会诊后，建议这位
准妈妈继续妊娠。但在今年 1月
的超声检查时发现一胎腹部
“双泡征”，考虑消化道畸形，而
另一胎仅羊水过多。
1月 21日凌晨，怀孕逾 29

周的孕妇出现胎膜早破，医院产
科予以积极保胎治疗 1天，但产
妇出现阵发性腹痛，急诊行剖腹
产，家属满怀希望地在产房外等
待着两个小生命的降临……
两个宝宝出生后，双胎中

的大女儿被立即转入医院的急
危重医学科，体重只有 1165
克，为极低体重儿，腹部立位平
片有“双泡症”，考虑十二指肠

梗阻，即十二指肠不通，需要通
过手术来治疗，如若不做手术，
就不能正常的经口喂养。同时
经检查还发现大女儿心脏有畸
形，这也为即将进行的手术增
加了难度。
夫妇俩在担心大女儿的同

时，庆幸小女儿是“正常儿”，但
随后的检查结果却给了这个家
庭更为沉重的一击。小女儿出生
时体重也只有 1190 克，出生后
被转入了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
室观察。当天，护士发现小孩口
吐唾液，同时插胃管困难，便对
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查，发现这
是比大女儿更为严重的消化道
畸形———食道闭锁，同时还伴有
先天性心脏病。

密切关注病情
力争达到平稳状态

下午 2 点，在上海交通大
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女
儿已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室
外的李先生双眼充满了血丝，
显得十分疲倦。他焦急的等待
着，坐立不安，时而低头看着手
机里两个女儿的照片，时而抬
头紧盯着手术室外显示屏上显
示的女儿手术进行状态，又时
而起身，在家属休息区内来来
回回的踱步。“初为人父，我现
在的心情真是没法用语言来表
达。孩子们从出生到现在，我们
夫妇两都没看到几眼。这一周
来，我每天都来医院守着，早上
7 点准时到，一直到晚上才离
开。”李先生说：“上午大女儿
已经进行了手术，手术完成的
很顺利，但由于小女儿的病情
较为严重，我这心里总是感觉
被一块大石头给压着了。几天
来，我不断的祈祷，只愿女儿们

手术能顺顺利利的。”
“李先生，您小女儿的手术

也完成的很顺利。”下午 3 点
半，在小女儿被推进手术室的 1
小时 40 分钟后，护士向李先生
传来了这一好消息。随即，他火
速前往了 3楼的重症监护室，在
重症监护室门口，远远的看着小
女儿，直监护室大门紧闭后，视
线也未曾离开。“我要立刻把这
喜讯告诉妻子，好让她安心。”
说完，便流下了眼泪。
头部不及成人的拳头大，手

臂只有拇指粗细……在重症监
护室内这对比普通新生儿整整
小一号的“袖珍双胞胎”姐妹。
一名护士将手掌与圆珠笔分别
放在姐妹两的身旁进行对比，姐
姐身体的长度与护士手的长度
差不多，是名副其实的“掌中
宝”，妹妹身体的长度则是和圆
珠笔的长度一样。“今天做的 2
台手术，双胞胎妹妹的这一台难
度更大一些。食道闭锁在足月
的、体重 2500 克以上的婴儿身
上来说，以现在新华医院的治疗
水平，治愈率接近 100%。而双
胞胎妹妹的体重只有 1190 克，
是个极低的体重，同时她还伴有
3 个心脏的问题，这样的手术在
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治愈率仅仅
只有 30%左右。”上海交通大学
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外科
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
师王俊说，“两姐妹的身体耐受
力比一般足月的婴儿差了很多，
术后，医护人员仍会密切关注双
胞胎姐妹的病情，尽量在春节前
让她们的状况平稳下来。此外，
在一切正常的情况下，姐妹两还
需在医院再待一个月左右，等到
体重达到 2000 克后方可出
院。”

（杨浦时报）

牵动人心
祝袖珍双胞胎姐妹早日康复

上海街头跑的数十辆出租车，竟
然能实时获取所经路段的 PM2.5 数
据。原来，在这些出租车顶的灯箱内，
安装有 PM2.5 监测仪。这是由同济
大学绿色建筑及新能源研究中心常
务副主任谭洪卫教授团队自主研究
构建的“无人机载、车载、固定点”三
位一体城市空气环境空间监测网络
的试点成果之一。
为何要在出租车上搭载“空气质

量监测仪”？“PM2.5 监测数据一般
来自于政府设立的环境质量监测站，
这些监测站有着固定的位置，且数量
较少。”谭洪卫说，全天候在城市中流
动的出租车，能将探测仪带进大街小
巷、带到市民身边能覆盖城市的街区
和社区，能实时检测到所经路段、区
域的 PM2.5 数据。
近年来，长期致力于绿色建筑及

新能源研究与实践的谭洪卫开始关
注城市微气候、雾霾天气对室内空气
质量的影响以及对策研究。基于对这
一重要议题的自主创新思考和深入
探究，2015 年，他提出“要构建‘无
人机载、车载、固定点’三位一体的城
市空气环境空间监测网络”，得到了
山东大学专门从事激光传感器研究
的副教授司书春团队的响应与支持。
这款自主研发的车载的空气质

量探测仪，装载于出租车顶的灯箱
内，一是为了避免日晒雨淋，确保了
仪器的可靠性；二是如此监测的高度
与行人呼吸范围相近，与设于建筑屋
顶或空旷场所的国控站点监测点相
比，更接近人活动区域，数据更具实

用价值。目前已在济南、上海等城市
的部分出租车上投入运行。
道路的空气质量能代表区域的

环境质量吗？机动车的尾气是污染源
之一，把监测测仪装在“污染源”上，
可行吗？针对这一疑问，谭洪卫解释，
随着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的提升，尾
气直接产生的 PM2.5 的量并不多，更
多的则是 PM2.5 的“催化剂”和“原
材料”，即氮氧化物气体和挥发性有
机气体。PM2.5 是这些排放废气在扩
散过程中的二次生成物，所以载有探
测装置的出租车并不会对采样当时
产生较大影响，却能深入街区社区较
好地发现和反映污染情况，监测环境
更接近市民生活环境。
“利用出租车这一移动监测站，

可以每天积累大量的城市地面空气
环境数据，为城市进行精细化管理提
供技术支撑。”谭洪卫举例说，比如在
建筑工地附近、工厂区、餐饮街区等，
容易及时监测到反映污染程度的
PM2.5 值，以此为依据，环保部门就
可及时加强对这个工地的空气环境
质量的监管或采取相应对策。“而这
些细节，是固定监测点难以实现的。”
除利用出租车对室外空气质量

进行监测外，谭洪卫课题组还致力于
室内空气质量的研究。团队研究发
现，临街、建筑形态、楼层、朝向、遮
挡、通风方式等，均会影响室内污染
物的沉积和扩散。而室内开关窗习
惯、生活习惯、建筑门窗性能等均与
室内空气品质相关。

（同济大学）

出租车化身“PM2.5移动监测站”
实时空气质量一目了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