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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4号线首通段（帝封江至凤凰池19个站）昨起空载试运行
为省内首条全自动运行线路，综合调试需6~7个月，预计10月载客运营，市区环线可实现全线网换乘

N海都记者 唐明亮 马俊杰 文/图

地铁 4 号线金牛山站至洪塘站盾构区间（下简称
“金洪区间”）下穿洪山桥闽江段处于桐口—洪山桥断
裂带（f22）与大梦山—登云水库断裂带(f13)交汇处，经
过3座“大山”涉及27种地层、21种隧道面形成66种地
质组合，属世界级工程难题。福州地铁集团克服重重
困难，金洪区间左线（上游）盾构隧道于2023年1月11
日贯通（跨江440米用时15个月），从而实现全线电通、
信号通，创造了分段开通条件。为早日实现广大市民
的期盼，福州地铁集团多次组织专家研究，制定了4号
线“全线调试、分段开通”方案。

3月27日上午9时，福州地铁4号线首通段（帝封江
至凤凰池19个站）开始空载试运行，全自动空载试运行
调试时间较传统运行模式多3~4个月，需6~7个月，预
计10月可载客运营。

全自动运行系统是应用现代计算机、通信、控制和系统集成等先
进技术实现列车运行控制的新一代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福州地铁4号
线全自动运行系统是按照无人值守的运行标准建设，属于列车运行控
制的最高等级，也是省内首条全自动运行线路。

●将列车司机执行的工作，完全交由自动化的、高度集中控制的
列车运行系统完成。4号线开通运营后，平峰期列车司机室的操作台
将加盖盖板，将车头位置开放给乘客，实现全程无人驾驶。

●系统具备列车自动唤醒启动和入库休眠、自动检车、自动出入
车场、自动清洗、自动驾驶、自动开关车门和站台屏蔽门、自动折返、故
障自动诊断和修复等功能。

●具备一键智能开关车站功能，可远程自动控制车站内卷帘门、
站台门、电扶梯、照明、空调、乘客信息显示系统、进出站闸机等设备。

目前，福州地铁集团重点项目包括地铁 5号线后通段、4
号线、滨海F1快线、2号线东延线一期、6号线东调段共 5条在
建线路，以及南门兜便民补短板、智慧产业园等项目。

据悉，福州地铁集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力
实施“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推动“党建领航、经济
领跑、民生领先”行动，以“拼”的姿态、“抢”的状态、“闯”的劲
头，紧盯任务目标，切实把工作做在前、把进度往前赶，做到
开好局、起好头。春节长假一过，各项目迅速投入到紧张忙
碌的复工复产中，合理分配、抢抓工期，对跨地、跨省的“人材
机”采用点对点包车、长距离绕道保运、驻厂保供等方式保障
施工生产要素，于 1月 31日（正月初十）实现 50个项目 100%
复工（春节不停工 31个），到岗人员 7500余人；于 2月 5日（正
月十五）到岗人员超 10000人，施工达产满产。据统计，一季
度已完成投资 38.68 亿元，超序时进度 17%，超额完成“开门
红、开门稳”任务。

金洪区间左线（上游）由于距离断
裂带相对远，经过努力已于 2023 年 1
月 11日贯通；右线盾构（下游）正穿桐
口—洪山桥断裂带（f22）与大梦山—登
云水库断裂带（f13）交汇处，须通过三
座最难啃的、坚硬如钢又支离破碎的

“大山”，地质情况极为恶劣，困难无处
不在，每天进展以“厘米”计。

自 2021年 10月，右线盾构机进入
江底断裂带第2座“大山”，18个月仅推
进61米。施工中大量碎（块）石掉落在
盾构机的刀盘和仓内，工人需顶着相
当于正常大气压的 3.6倍、犹如深潜水
下 36米的压力，在仓内密闭、高温、高
湿的环境下作业。每班次带压进仓仅
容3人，作业靠手动破碎、打捞、搬运石
块，更换被掉落块石砸坏的刀具。在仓外，还需准备一位医师、安排
应急队伍待命，持续向仓内输送新鲜空气，随时以防不测。每班次
时长 5小时，扣除作业前升压 1.5小时、出仓前降压 2.5小时，有效作
业时间仅1小时，仅能挖出0.1~0.2立方米石块。采用“蚂蚁搬家”式
的4班倒连续作业，已累计1900多班次，清出约210立方米石块。工
程施工之艰辛，卢耀如院士说属“世界最难盾构穿江”。

今年2月，右线盾构掘进至567环时再次出现滞排现象，停机连
日清理却未见石块、泥沙减少，过程中再次出现江面冒泡（第 4次），
初步研判认为是大量土体损失形成渗水通道，进一步可能造成盾构
机掌子面失稳危险。为保障施工安全，福州地铁集团邀请国内复合
地层盾构施工技术体系创始人、知名盾构专家竺维彬等人“问诊把
脉”，决定采用填仓和江面应急注浆的方案对地层进行加固，之后再
开仓清理积土，以实现盾构机安全复推。

目前，填仓已完成，正开展江面注浆作业。由于此次加固范围
较大，后续处置预计还需两个月，方可恢复盾构掘进。

4号线是福州地铁首条按照全自动运行设计的线
路，可实现自动检车、自动驾驶、故障自动恢复等功能，
大大降低了人力成本，全面提升了运营的安全性、可靠
性、可维护性。

全自动运行线路载客运营前评估的专业包含车
辆、信号、通信、综合监控、站台门、供电、通风、给排水
等，功能核验项目多达 65项，较传统模式的 34项增加
了 31项，综合调试的工作量增加了 1倍，时间增加 3~4
个月，达6~7个月。调试结束后，还需组织国内行业专
家开展载客运营评审，预计 10月完成专家提出的问题
整改，可开始载客运营。

4号线是福州市轨道交通线网中的加密线路，全长
28.4公里，均采用地下方式穿越鼓楼、晋安、台江、仓山
等中心城区，共设23座车站，于2018年6月全线动建。

其中首通段起于帝封江站，终于凤凰池站，线路全
长约 24公里，共 19个站，全程 41分钟，连接了东街商
圈、东二环泰禾广场综合体、鳌峰金融中心、东部办公
区、海峡国际会展中心等重要节点；6座换乘站，可与
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城门站）、2号线（前屿站）、滨海
F1快线（东门站，在建）、5号线（帝封江站）、6号线（林
浦站）实现环线换乘，极大地方便了市民出行，对拉开
城市框架，支持城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迈入“环线换乘”时代
极大方便市民出行
——4号线首通段可与已运营1、2、5、6号线及在
建滨海F1快线共6座车站换乘，41分钟连通鼓
楼、晋安、台江、仓山核心区

省内首条全自动运行线路
预计10月载客运营
——可实现自动检车、自动驾驶等多项功能，综合调
试时间较传统驾驶模式线路多3~4个月，需6~7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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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装扮“福桔黄”吉利意味浓

“福桔黄”为4号线线路色，选色灵感来自
福州的市果——福桔，果皮鲜活明艳，色彩亮眼
令人心情愉快、精神舒畅。“桔”在福州话里有吉
利的意头，这条极具活力的新线开通后，可实现
单线换乘全线网，让有福之州更加宜居。

二新：因站制宜 展现榕城美

4号线全方面展示福州历史风貌特色，
根据周边环境特点选取古厝、生态、科技等
丰富元素装点车站。此次试运行参观的会
展中心站，站厅、站台以暖白色基调为主，重
点区域点缀福桔黄。线路其余站点也采用
简约的装修风格，充分描绘福州历史风貌，
带给乘客温馨如家的视觉感受。

三新：车辆再升级 运营更安全

4号线列车设计速度为80km/h，采用6
节车厢编组，最大载客量2062人。为适应全
自动运行需要，列车增加了不少安全措施。
如，传统列车的窗户不可打开，遇到紧急情况
只能用安全锤砸碎，4号线列车创新配备可
灵活打开的透气窗，遭遇突发紧急情况迫停
时，乘客可打开透气窗，保证车厢与外界空气
流通。

四新：信息一屏尽有 乘车抬头知

在站台等车会发现，在其他线路看到的
“小电视”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站台门上
方的超宽LCD显示屏，界面更大、显示效果
更佳，同时方便乘客读取列车预到站、车厢
拥挤度、列车温度、站台门状态等多样信息。

福州地铁集团第一季度实现
“开门红、开门稳”
——完成投资38.68亿元，超序时进度17%，为全年
完成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金洪区间下穿洪山桥闽江段右线
盾构（下游）仍在艰难推进中
——闽江段440米，左线盾构（上游）穿江苦干15个月，于
2023年1月11日贯通；右线盾构（下游）穿江已用时18个月
仅掘进61米（月均仅3.4米），累计在闽江水下36米、达3.6
个大气压恶劣环境下带压开仓艰辛作业1900多次

“福桔黄”为4号线线路色

站台门上方换成超宽LCD显示
屏，界面更大、显示效果更佳

站厅、站台以暖白色基调为主，
重点区域点缀福桔黄

2023年1月11日金洪区间左线（上游）贯
通，为分段开通创造了条件

4号线首通段线路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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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小贴士

专业队伍带压进仓作
业，徒手搬运大石块

配备可灵活打开的透气窗

4号线开通后，可实现单线换乘全线网

福州地铁4号线金洪区间长1.2公里，穿江段440米地处2条地质断
裂带交汇处，涉及27种地层、21种隧道面形成66种地质组合，犹如地质博
物馆，岩体极为破碎（一触即垮塌），且裂隙中存在江水渗漏通道，是业内
盾构施工极为“畏惧”的工况，卢耀如院士说属“世界最难盾构穿江”。

施工中大量盾构机前端碎（块）石掉落在盾构机的刀盘和仓内，时
常造成盾构机刀具异常损坏、滞排等被迫停机，都需按照上述篇幅中
叙述的规范操作要求（定人、定时、带压）派专业人员进仓清理石块或
更换刀具，工效极低、风险极大，按现有数据统计，该工点（含左、右线）
已共开仓2700余次、更换盾构刀具近400把、清除石块350余立方米，
用时13500多小时。另外，过程中还出现4次因土体损失形成渗水通
道，造成江面冒泡，不得不在盾构机内填仓并在江面注浆加固，总历时
约200天。以上特殊地质原因引起的种种困难，都造成了盾构穿江施
工工效急剧下降，导致工期不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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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号线金洪区间过江有那么难吗？为什么修了这么久？

如此频繁带压进仓作业，如何保障工人安全？

一是选择有资质和经验的专业队伍，作业人员体检合格后方可进仓。
二是制定并严格落实施工作业方案，指定专人督导开仓安全条件

核查、规范作业。
三是严格控制进仓人数和时长，每班次3人，作业前1.5小时升压、

1小时工作、2.5小时降压后出仓，分批轮换。
四是严密监测仓内空气压力指标及含氧量，确保仓内压力稳定及

空气质量符合要求。
五是在仓外安排处于待命状态的一位医师及应急队伍，随时做好

应急准备。

3 盾构过江曾4次江面冒泡，福州地铁集团是如何安全处置的？

盾构施工过程发生江面冒泡，说明江水已与盾构机仓内连通，进
一步发展可能致仓内失压造成盾构机前端岩体坍塌、江水倒灌的严重
后果。福州地铁集团通过组织多轮专家论证，形成处置流程：在盾构
机内使用同步注浆泵向仓内注入缓慢凝固砂浆，将仓内填满→使用常
备江面应急船只，在江面对盾构机壳体四周地层注入水泥浆填充加固
→盾构隧道洞内管片背后注入水泥浆，避免已成型隧道止水环被水压
击穿→加固完成后，带压开仓清理泥水仓→盾构机复推。前3次江面
冒泡后，最少耗时50天、最多耗时90天完成处置。

4 过江段这么难，为什么要从江底走而不架设桥梁？

金洪区间是4号线串联鼓楼与仓山的最佳捷径，途经闽江是必经
之路，线位江面下游有旧洪山桥桥墩，上游有新洪山桥，且闽江洪山桥
段两端道路两侧建筑物密集，如将盾构穿江改为架设桥梁，拆迁量大、
占用现有路面，至少需从距闽江两岸1公里处露出地面，最少导致洪塘
站、金牛山站无法设置，陆庄站、凤凰池站、建新站需做重大调整，且无
法与既有的5号线及规划的8号线实现换乘，故不宜架设桥梁。

5 4号线全线什么时候能通车？

由于金洪右线（下游）区间地质情况较左线（上游）更为复杂，440米的
过江段用时18个月仅完成61米，平均约3.4米/月，后续穿江施工地质情况
更为复杂多变，种种不可预见困难需要克服，贯通时间无法预计。按照最
紧凑的工序安排，全线通车最少需在金洪区间右线盾构贯通后的15个月。

7 4号线换乘有什么方便之处？

4号线首通段有6个换乘站（滨海F1快线东门站在建）可实现与
全线网线路的便捷换乘，换乘时间均在2分钟左右。

8 开通地铁新线，年票可以照常使用吗？

5号线后通段、4号线首通段开通后，将新增29.3公里运营里程，福
州地铁线网运营总里程增至140公里。目前在售的地铁年票和其他优
惠票卡售价维持不变，日常通勤购买地铁年票将更加超值。

6 全自动运行线路较传统线路优势在哪里？

五新：弱电集成再创新 人机更和谐

据4号线弱电系统总集成商——北京
城建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本线弱电系统方面创新搭建了线网统一门
禁授权系统，集成福州地铁已运营线路、在
建线路及区域控制中心楼宇门禁系统，进
行统一管理、统一运维。远期还具备共接
入23条线的扩展能力和容量，实现门禁系
统全线网统一、可持续发展。同时，4号线
的车控室将功能设施进行整体打包、统一
布局，通过模块化设计、菜单化选择、定位
化布置，巧妙地使整体环境与传统车控室
相比有质的提升，做到空间高效利用、整体
时尚新颖、使用简单便捷，达到人机一体的
和谐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