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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机，也被称之为“地下蛟
龙”。我们每天通行的地铁、隧道，都
离不开它的助力。盾构机看上去就
是一个圆柱体的钢组件，前方锋利的
切削刀盘宛如“龙嘴”，在地下沿着隧
洞轴线一边向前推进一边将泥沙石
块吃进“肚中”，而“龙肚子”里的各
种“消化器官”则将这些泥沙传送到
尾部。“龙体”外的“护盾”可以撑住挖
掘出却还未衬砌的隧洞段，承受起周
围土层、地下水的压力，在“蛟龙护
体”下，挖掘、排土、衬砌等作业才能
顺利进行，通衢大道也才能就此成
型。

因为有了这条“地下蛟龙”，这些
地下工程才能隐秘而安全地进行，而
不用在地面上开膛破肚，地下施工也
才能像微创手术般精细。

对于工程建设如此重要的盾构
机，在几十年前还都是从德国、日本
等国外进口，而陈柳锋所在的隧道股
份上海隧道机械制造分公司，正是国
内首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
产盾构“先行号”的研制生产者。

在海徐路上的生产基地，如今也

正有好几台正在生产或是运维的盾
构。前不久，正在助力国家会展中心
（上海）重要配套工程诸光路通道贯
通的“青崧号”才刚刚出厂。“那是我
们国内最大直径的土压平衡盾构机，
真的大。”陈柳锋向记者介绍，“青崧
号”直径达14.45米，就是这么个“大
块头”，却要在狭小的地下空间内完
成多个高难度穿越，“近距离穿越桥
桩时，最小距离只有1米。要保证灵
活度，就要靠我们的调试。”说到这，
他颇有些骄傲。

一台盾构机在投入使用前，须经
过严格的工序，转数、压力等数百项
参数指标，必须与设计要求吻合，每
天都会经过无数的测试，等验收通
过后，零件再被拆卸装车，运至施工
现场，经组装后投入使用。要让10
几米直径的盾构能够在土层中听从
指挥稳步推进，该打弯时打弯，该直
行时直行，靠的是内里的“血脉通
畅”。而一台盾构机有上千根电缆、
几百个走向、数万个节点，陈柳锋的
工作，就好像会打通这些“血脉”的

“医师”。

为“地下蛟龙”打通“血脉”

在尚未安装完成的盾构机肚子
正中，是钢筋搭起的脚手架，穿过被
炙热高温烤得滚烫的脚手架，“肚皮”
最当中最闷热的地方，有一间小小的
如同船舱般的格子间，这里，就是盾
构机的“心脏”了。陈柳锋最常呆的
地方，就是这里了。

舱室仅有两三平方米，狭窄的宽
度只够两个人面对面，转身都难。最
里边，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台，上面排
满了5个小屏幕，大大小小小十来个
按钮。“这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盾构
所有段所有区面的线路、运行画面，
都能显示在这里，我们一般就是坐在
这，指挥盾构运行，观察操作情况。”
陈柳锋熟练地坐在屏幕前，扫视起了
面前的数据。

分布在盾构机内部的电气系统，
如同一个个灵敏的传感器，把采集的
数据统一传输到中央控制室，陈柳锋
需要紧紧盯着眼前的屏幕，眼观六
路，冷静地研判参数，稍有不妥及时
纠正。“现在还算好的，以前没有这些
屏幕，面前全是线路，那才叫一个眼
花缭乱呢。”他给记者打开屏幕上的
锁柜，露出后面密密麻麻的线路，以
前的他，就要面对这成百条线路，来
控制自己所在的这条盾构“大龙”。

闷热的格子间里，呆十几分钟就
觉得呼吸不畅、热汗难挡，而陈柳锋
在这里一呆往往就是五六个小时，长
时间守在闷热的“龙肚子”里，不能
动，眼睛一眨不眨，头脑也要时刻保
持的高度清醒。“有时候一个上午高

速运转，人一下子松下来，就觉得脑
子快爆的感觉。”尤其是大热天，人容
易心烦气躁，而他的这项工作最需要
的就是冷静和心细如发，这就需要极
强的意志力。尽管格子间的工作条
件也在逐步改善，之前装了个小风
扇，现在还装上了空调，但在紧张的
时候，豆大的汗还是会不断冒出来。
浅蓝色的工作服不一会儿就能被汗
水洇成深蓝色。

除了在格子间里神经紧绷的时
间，有时发现问题还得出来修理。在
相当于五六层楼高、长度超过百米的
盾构机中，有着如蛛网密布的内部
结构，电气系统的零部件五花八
门，有的传感器仅有圆珠笔尖大，
而变压器之类的大构件，直径则要
超过10米，每个小机器，无论大小，
都可能决定了盾构机是否能正常
运转。像陈柳锋这样的电气师，有
时候要练“缩骨功”将自己团成一
团在狭小的舱室中工作，有时候又要
爬过七八个车架去检修变压器故
障。在高温天里，无论哪种状态都不
会让人感觉舒服。

但即使再不舒服，也没人抱怨或
是叫唤，记者看到，硕大的车间里，虽
然大家都干得热火朝天，但施工场面
却分外安静，除了偶尔会有一两声电
焊的声音传出。“因为我们做的事都
是要跟细节较劲，不静心，没办法做
好。我们的心理温度都要保持长年
恒温。”陈柳锋对此习以为常，还能开
几句玩笑。

闷热的舱室里一呆五六小时

1977年生的陈柳锋做这行已经
有23年，1995 年从技校毕业之后，
他就被分入了上海隧道机械制造
分公司工作，刚进来时是个生产一
线的电工，慢慢做到了电工班班
长，如今已经成为电气室的负责
人。从最初进入企业，到现在，20
多年他一直没有挪过窝。“当初和
我一起进厂的小青年，这些年留下
来的也就十人左右了，有的走了，
有的转岗了。”陈柳锋说，“毕竟这一
行满辛苦的。”

和基地相比，高温天里在建设现
场的日子更加难熬。陈柳锋还记得
自己进企业后遇到的第一个大工程
就是地铁2号线建设，盾构机要穿越
人民广场地铁1号线下面，难度非常
高。“我们要 24 小时派人在那边守
着，保障盾构的正常推进。”他们在那
里整整蹲了几个月。

一般盾构每天会推进七八米，最
快几十米，而盾构维护必不可少。在
隧道打通前，半封闭的工作环境往往
是最湿热的，不通风的环境加上施工
机器散发出的热量，使得隧道里的
温度最高能达到40多℃。盾构机一
运转也会产生热能，还有大量的电
缆带来的热能，通风条件差，闷热，
很容易感到气促，晕眩。“像这阵子
台风天，老是下雨，积水蒸发后形成
的水蒸气也会让隧道里的温度升
高。”陈柳锋说。

尽管辛苦，陈柳锋却从未想过辞
职不干。相反，他在这个岗位上干得
还很有滋味。在上海隧道机械制造
分公司外高桥基地的底楼大厅里，展
示着企业的发展历程和“拳头”产品，
陈柳锋如数家珍，满脸自豪。从国家

863项目、中国首台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直径6.34米土压平衡盾构“先行
号”，到国产盾构的重大突破——第
一台应用于新加坡地铁工程的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复合型铰接式
土压平衡盾构，在他看来都像孩子般
珍贵。“未来我们的盾构研制还要向
智能化方向发展，可以有自动识别等
技术，现在已经有进展了。”在车间
里，他指着一台正在研制中的庞然大
物告诉记者。

“从以前都只能用外国的，到现
在我们自己不仅能研制，还能送到国
外去用，这都离不开精益求精、不断
创新的工匠精神。”陈柳锋说，这20
多年，他觉得自己也在这样的实践中
不断进步，在企业的帮助和支持下，
从小小的电工，到现在走上管理岗
位。“最重要的是不断学习。”他说。
陈柳锋曾经是队伍里最年轻的“双
师”——取得了技师技术资格和助理
工程师技术职称，如今，他不仅是隧
道股份上海隧道机械制造分公司电
工高级技师，同时也是上海市首席技
师，并成立了陈柳锋创新工作室，练
就的一套“望闻问切”的本领也开始
传承给徒弟们。

眼下，全长 2.8 公里、双向四车
道、设计时速为每小时40公里的诸
光路通道新建工程中，陈柳锋和同事
们刚送出去的“青崧号”盾构正在发
挥着它的作用。“这份工作很能让人
有成就感。”陈柳锋说，他有时候带女
儿出去玩，坐地铁，或是经过哪条隧
道，都会告诉女儿：这里用到过爸爸
造出来的哪台机器。“说的多了，现在
我女儿都能把型号背出来了。”他笑
说，笑容很满足。

20多年来工作实践炼出匠心

他们为“地下蛟龙”打通“血脉”
无论酷暑寒冬还是暴雨台风，他们的心理温度都要保持“恒温”

在工作中，这些技师的心理温度必须保持“恒温”。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摄

位于浦东外环外的海徐路957号
隧道股份上海隧道机械制造分公司里，
连成一片的厂房车间里，裹得严严实实
的工人们正在围绕着几个“大家伙”忙
得团团转，这些“大家伙”正是推进地
铁、隧道建设不可或缺的“助手”——盾

构。无论外面是高温酷暑，还是台风暴雨，这个远离市中心的生产
基地里默默工作的气氛似乎都不受影响。“也就是汗出得多或少的
区别吧。”隧道股份上海隧道机械制造分公司电气高级技师陈柳锋
笑着说。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