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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资讯
五角场··

12月 5 日，“创新杨浦号”矩形顶管机
机头抵达西线接收井，标志着淞沪路三门路
下立交工程矩形顶管工程东西线全线贯通，
为下立交全面完工和实现通车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后续，工程还将进行机电设备安装、
内部装饰装修、监控、照明、绿化以及地面辅
道等一系列施工建设，预计将于明年 7月 1
日前实现竣工通车。
淞沪路三门路下立交工程是杨浦区

“双十”工程之一，同时也是杨浦近年来自
主立项、自主管理、自主投资额最大的重大
市政工程项目，由隧道股份上海路桥负责施
工。
工程位于杨浦区淞沪路与闸殷路交叉

口，南起政学路，北至闸殷路民府路，采用
“Y”型双层结构。考虑到该路段交通流量

较大，“Y”型结构将从空间上分离“到发”
和“过境”两类交通，能有效降低交通干扰。
其中沿淞沪路闸殷路方向布置下立交主线，
全长约 860米，沿淞沪路北淞沪路南方向布
置下立交匝道，全长约 770米。地下主线采
用双向四车道形式，地下立交设计车速为每
小时 40公里。
淞沪路三门路下立交工程作为杨浦区

江湾五角场城市副中心对外交通联系的快
速通道、城市副中心内部交通的立体枢纽，
对引导新江湾地区中心合理有序的开发，发
挥五角场商业中心核心商圈效应，以及完善
区域路网结构、改善现状交通条件，更好地
服务大创智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都将起到
明显的促进作用。

（上海交通）

淞沪路三门路下立交
明年上半年通车

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全面铺开

22002244年通水投产 惠及 330000万市民
日前， 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第一阶段施工已全面铺开。 遵循文物保

全、运营保障、水质保证和环境保护的“四保”建设思想，建设方坚持“文保堆里搞
工程、螺蛳壳里做道场”，克服施工风险高、要求高、场地小、周期长、难度大等难
点，稳步推进工程分阶段建设，预计 2024 年通水投产。 据悉，项目建成投产后，全
市约 300 万市民将喝上口感更好、品质更优的饮用水。

工程将分“四步走”

杨树浦水厂原水取自长江青草沙水源地，
目前水厂主要负担杨浦、虹口、静安、普陀、宝
山等 5个区 300 万人口的工业和生活用水。
杨树浦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项目采用臭氧
+生物活性炭深度处理工艺，设计规模120万
立方米 /日，包括新建 84万立方米 /日的深
度处理系统、排泥水处理系统，以及全厂常规
处理系统改造。
该工程属原址改造建设，水厂文物众多，

且施工期间还要确保每日不少于 100万立方
米的供水量，以保证水厂正常运行。为做好这
种不停役、不征地的就地改造，建设方采用
“边拆边建”的施工方式，将工程划分为四个
施工阶段。
上海市政总院二院副总工程师兼项目经

理徐辉向记者展示了一幅工程平面布置图，图
中用颜色标注出了每个阶段的施工范围。徐辉
表示，做好每个阶段的无缝切换是工程施工难
点之一，“比如说我们一阶段具备向市政管网
供水的条件了，我们需要把现在关着的阀门打
开，同时，对即将施工的二阶段的运营单体，我
们要把它的所有阀门关掉、单体停役。水厂有
上百年历史，很多阀门可能已经好几十年都没
有动过了，切换的过程中要做到阀门有关有

开，且不影响供水和水质，需要我们做到更为
精细化的施工组织和工程管理。”
行走在工地现场，也处处可见水厂“边

运营，边改建”的工程特点：施工围挡将厂区
分成了施工和生产区域；在正常运转的沉淀
池边进行施工前期准备工作的工人；厂区主
要工程车辆通行道路上都铺上了钢板，以保
护地下管网；施工区域架设了 3座天桥，作为
水厂的巡检通道保证水厂运行…

尊重善待老建筑

杨树浦水厂的建筑是典型的英国中世纪
哥特式古堡建筑，2013 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七
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厂区分布着国家
级文物保护建筑 9处 12幢、上海市文物保护
建筑 7处、国家级古树保护名木 6棵，杨树浦
水厂深度处理改造工程可谓是在“文保堆里
搞工程”，为保护好这些珍贵“国宝”，工程
实行一个施工单体一个策划方案，一颗古树
一个保护方案。
目前正在紧张施工当中的 7号综合池就

是工程尊重善待老建筑的典型范例。7号综合
池周边包围着的一圈高达 5米的“围墙”，是
被称为 7 号沉淀池池壁的上海市文保建筑，
“我们整个 7号综合池的施工都在这个封闭

的池壁里面，7号沉淀池池壁挡住了我们人员
和机械设备的进出，后来通过与市、区相关部
门沟通，获得行政许可后，我们在池壁上开了
3个长 10米的缺口，开缺完成后，我们也顺利
通过了专家组的文保中间验收。”切下来的文
保构筑物的构件，建设方进行了妥善保管存
放，待工程施工完成后再予以复原。
而在 7号综合池施工过程中，建设方也

创新采用了软土地基咬合桩施工技术，实现
了微振动、低噪音的咬合桩施工，以保护临近

的7号沉淀池池壁。此外，在后期对文保建筑
内部进行改造时，建设方也在考虑引入对建
筑主体结构影响较小的水割刀技术，进行建
构筑物的拆除。
与此同时，工程也正在有序开展对古树

的保护工作，召开了专家评审会，并邀请第三
方专业机构，对每棵古树的生长状态，根系分
布、埋深等进行了评估。接下来，工程将根据
评估报告制定相应保护措施。

（上海杨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