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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造楼机”

整体安装好似搭积木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工程

总承包公司泰康金融中心项目经

理陈攀介绍，新一代“空中造楼机”

主要由支撑动力系统、 钢平台系

统、 挂架及防护系统等组合而成，

项目部在总结前几代“空中造楼

机”实施应用经验的基础上，结合

项目自身特点，对“空中造楼机”进

行迭代升级。

新一代“空中造楼机”内部形

成了工厂化流水线，可逐层完成钢

柱吊装、钢筋绑扎、模板支设、混凝

土浇筑、混凝土养护等工作。“其具

有装配化、轻量化、智能化的特点，

简单来说就是更快、 更轻、 更智

能。 ”中建三局第三建设工程有限

责 任 公 司 科 创 公 司 总 经 理 李 劲

介绍。

平台自重 500 吨，相比最早的

“空中造楼机”重量减少 70%以上。

早期“空中造楼机”，连接部位大部

分采用焊接工艺，新一代则采用型

钢组合件的装配式连接，无须大量

焊接，降低安装成本、轻松拆卸，后

续周转更便捷。

如此庞然大物采用大量类似

“乐高”的标准化模块设计，整体安

装好似搭积木， 仅用 20 天即可完

成，安装时间较上一代减少 30%。

已应用于多栋

超高层建筑施工过程

“‘空中造楼机’作业面积大，

盖完一层后，整个平台像‘乘电梯’

一样直接往上升高一层，再继续施

工。 仅设备材料吊装转运一项，就

可节约 50%的工作量。 ”陈攀说，普

通高层施工爬模系统，最佳效率约

为 7 天一层楼，“空中造楼机”只需

4 天左右。

新一代“空中造楼机”实现了

工序与施工机械的高度集成，节约

现场劳动力，犹如一个“空中智造

工厂”。

从空中俯瞰，新一代“空中造

楼机”是一个融合了安防、堆场、雨

篷、 养护系统的全封闭式操作空

间，自动喷淋降尘降温系统可应对

高温、雾霾等天气 ，提升施工人员

作业舒适度。

在安全保障方面，新一代“空

中造楼机”可针对不同结构体系灵

活选择支点位置和布设平台，对不

同形状的平面适应性更好，顶升时

可通过位移传感器将实时数据反

馈到控制中心， 实现系统自动纠

偏，更能杜绝传统爬架“冒顶”的安

全隐患。

不同于以往方方正正的平台，

上述“空中造楼机”根据泰康金融

中心项目半月形平面布局量身定

制，适应平面弧形设计，可实现平

台布局灵活调整，在墙体两侧预留

充足空间，解决了复杂钢结构吊装

的问题。

此外，该“空中造楼机”可在电

脑上实现一键顶升功能。 采用新型

电液直驱液压油缸，动力泵站与液

压油缸一体化，占用空间小 ，响应

动作灵敏，免除了油路敷设等工作

程序。 顶升过程采用传感器，模拟

人手的触感神经感知支撑点动作，

实现了支撑点每一步动作与电脑

的数据交换，大幅提升了系统智能

化程度 。 相比以往的“空中造楼

机”，新一代“空中造楼机”顶升巡

视看守人员减少 50%，顶升时间节

省 20%以上。

目前，新一代“空中造楼机”已

应用于福州世茂国际中心、苏州国

际金融中心、 重庆陆海国际中心、

海南中心等全国 20 多栋超高层建

筑施工过程。

（吴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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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空中造楼机”

4 天盖好一层楼

“可以顶升！ ”随着控制室技术人员下达口令，新一代超高层建筑轻量化施工

装备集成平台在正在建设的武汉泰康金融中心项目中顺利顶升。有了它，泰康金融

中心项目几乎是 4 天一层楼。 这个帮助泰康金融中心项目“快速成长”的超高层建

筑轻量化施工装备集成平台，有个更为霸气的名字———新一代“空中造楼机”。新一

代“空中造楼机”核心设备间位于平台中心，每完成一层楼的施工，即可“一键操

作”向上顶升，耗时仅 2 小时，无须人工拆卸爬模挂架，使施工效能提升 30%。

成果展示

首个以电代油自备应急电源

完成示范演练

近日，据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消息，国内首个

以电代油自备应急电源示范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

院现场完成演练，该项目由国网上海能源互联网研

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网上海能研院）实施。

据介绍，我国首个重要用户绿色智能高可靠

自备应急电源系统，采用移动应急储能车 + 多端

口电力电子电能变换装置方案。 其中，国网上海

能研院研发了就地和广域监控平台、应急充放电

接口装置、应急电源无缝切换开关、微光启动并

网一体机、移动式应急储能电源车、强磁脉冲防

护装置等一系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

和产品，替换常规柴油应急发电系统，规避了柴

发系统持续性短、转换效率低、隐蔽性差、电能质

量差、数字化水平低、资源怠耗大等问题。

据了解，该工程历时两年时间，创新采用移

动式应急储能电源车作为主备电源替换柴油发

电机，平时地面停放，应急时拉入地下，解决了安

全隐患问题，更让原来不具备商业模式的柴发系

统变成具备共享能力、商业模式和电网互动能力

的电化学储能系统，大幅提高了重要用户自备应

急电源系统的清洁性、灵活性和可靠性，对于挖

掘海量备用资源的调控支撑、对助力实现碳达峰

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 （华凌）

国内首台

氢能源地铁作业车下线

7 月 21 日，据中铁武汉电气化局消息，国内

首台氢能源地铁施工作业车在湖北襄阳下线。 与

传统燃油作业车相比，该车全生命周期可累计减

少碳排放 225 吨。

这台氢能作业车采用氢燃料电池与锂电池混

合动力系统提供牵引动力，设计时速 80 公里。一次

加氢 30 分钟，即可让该车连续运行 32 小时。同时，

该车运行时不用架设取电网， 没有废气和噪声，可

被广泛应用在地铁、隧道、矿山等作业领域。

“氢能具有零排放、 无污染、 能量密度大等

优势，被广泛认为是最具应用前景的清洁能源之

一。”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副会长丁树奎认为。

当前，全国地铁运营里程已达 1 万公里，在建里

程 6000 多公里。 地铁施工、运维车辆正在加速推

广普及新能源车，市场前景巨大。

据介绍，该车由中铁武汉电气化局与西南交

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企业四川荣创新能公司联

合研制。 而襄阳作为全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聚集

区、 湖北先行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前沿阵地，拥

有湖北首条氢燃料电池示范性生产线项目、百亿

级氢能项目建设优势，可为氢能源作业车的规模

化发展提供肥沃土壤。 （张佳欣）

首个微波量子雷达

实现“量子优越性”

法国国家科学院里昂高等师范学院的科学

家最近开发出了首个基于微波的量子雷达，其性

能比现有传统雷达高 20%，实现了所谓的“量子

优越性”。 相关研究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物理

学》杂志。

最新研究负责人之一本杰明·华尔德指出，

2020 年他们发明了一种超导电路， 其能够纠缠、

存储和操纵微波量子态，并计算微波场中的光子

数量，有望应对微波量子计量领域最大的挑战之

一：在雷达传感中展示量子优越性。

此前已有科学家试图开发出性能优于传统

雷达的量子雷达，并通过光学系统实现了量子优

越性。 但在最新研究中，华尔德及其同事开发出

了首个基于微波的量子雷达，该雷达的性能明显

优于迄今已知所有经典雷达。 最新量子雷达是利

用两种微波辐射之间的关联来工作的，这种关联

超出了经典物理理论的范围。

过去的研究表明，在信号功率和目标噪声相当

的情况下， 量子关联可将雷达的检测速度提高 4

倍。 在最初的评估中，研究人员开发的新型微波量

子雷达与经典雷达相比，探测速度提高了 20%。 而

且，华尔德团队开展了一系列测试，测量了其量子

雷达在广泛参数范围内的量子优越性。 （刘霞）

山东济南：打造高科技产业化新引擎

近年来， 山东

济南新旧动能转换

起步区抓住北京疏

解非首都功能契机，

着力打造高科技产

业化新引擎，吸引科

研院所等创新资源

入驻，努力实现“研

发中心 + 转化中心

+ 产业园区”的产业

发展体系。 目前，位

于济南新旧动能转

换起步区的中科新

经济科创园已吸引

四个中科系院所入

驻。 张浩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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