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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 4号线停水作业
对城区居民的用水影响范
围广，每次停水作业，一
线人员都背负着与时间
赛跑的压力。“为了减少
对市民的影响，我们尽量
选在夜间施工。”工程公
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夜间
施工通常需多班组轮换、
长时间作业，从停水前的
准备工作到完成迁改，往
往要连续作业超过 24 个
小时，作业强度大。

为了确保顺利施工，

施工前各节点基坑开挖
及 支 护 、施 工 辅 材 、设
备、施工作业班组全部
提前到位。随着“关阀”
指挥一声令下，所有点位
的管道迁改施工同步启
动，工作人员争分夺秒。
经过彻夜鏖战，福州水司
与工程公司通力协作，提
早恢复了东街口站、省立
医院站、陆庄站等站点
区域内的供水，也书写
了为民服务的“水务速
度”。

管线“搬家”！

福州水务助力地铁4号线建设

东门站给水管道一处接驳点
位于机动车道上，需要在地铁围
挡外占道施工。为了减少对市民
出行和用水的影响，管道接驳只
能在晚上9时开始施工，并于上午
7时之前恢复道路通车，时间紧任
务重，施工分秒必争。

2020年7月3日晚，35个施工
人员使用 DN200 抽水动力站 2
台、DN100动力站4台、照明设备
2台、挖机3台、吊车1台，在临时
围挡内连续作业10个小时，施工
现场机声隆隆，一派热火朝天。
次日清晨7点前，施工人员将沙土
回填，用钢板临时遮盖作业坑，清

理路面，恢复道
路交通。

地铁建设是福州市重大
民生项目之一，素有“换乘之王”
称号的4号线更是承载了市民
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地
铁4号线首通段正式运营后，
水务建设者们也颇有感触。

令东门站施工员周澍人
印象最深的，是去年年底疫情
肆虐时，几个站点的施工员为

了保障工期，个个都坚守到最
后一刻，新冠康复后还第一时
间奔赴现场熬夜接水，争分夺
秒抢抓作业窗口期。“近期得
知地铁4号线提前开通运营，
觉得所有努力都值得了。”周
澍人欣慰地说。

三角池站施工员叶驰
则回忆道：“配合地铁建设

的迁改需要跨越主体结构
的顶板，对管道接驳的角度
和准度要求都更高，整个过
程是十分艰辛的。但现在
看到地铁 4号线正式运营，
内心也是十分激动的！”

地铁 4号线首通段开通
既是过去的结束，也是新的开
始。水务人将继续以“风雨不

动安如山”的意志、“当骑骏马
踏平川”的决心、“宝剑锋从磨
砺出”的耐力，来应对攻坚工
期紧、任务重、协调难度大等
难题，全面推动地铁4号线后
通段的迁改工程进度，为有
福之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
城市、拓展更加美好的幸福
空间而竭力奋战。

8月27日，福州地铁4号线首通段正式载客运营，许多
市民的出行走上了快车道。而在市民便捷出行的生活需求
得到满足的背后，还有福州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一片匠心。

据了解，在地铁4号线的建设工作中，为建设各大站
点的出入口与风亭，迁改自来水管线是必不可少的一
步。自2018年3月接到地铁4号线地下自来水管线迁改
任务起，福州水务集团以人民群众满意为目标，聚焦榕城
发展建设为使命，大力支持地铁4号线建设，共计配合地
铁4号线19个站点完成自来水管道迁改施工任务45项，
合计迁改各类口径管道约12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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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造成管线破坏
和确保安全，在前期勘测
阶段，福州水务集团下属
福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和
福州市水务工程有限责任
公司在地铁建设单位牵头
下，与雨污水、电力、燃气、
通讯等其余地下管线权属
单位相互交底，合理安排
施工顺序及管位分配，尽
量做到“少交叉、不冲突”，

最大限度保障管位设置安
全合理。

同时，每个站点的管
线迁改都可能会涉及福州
城市发展过程中埋下的不
同时期的管道材质，如球
墨铸铁管、铸铁管、钢管、
PE 管、混凝土管、预应力
钢筒混凝土管等。为此，
每个施工方案都要做好因
地制宜、因材施工。

地铁 4号线途经主城
区，自来水管线迁改位置
车流、人流十分密集，还面
临超硬地层、场地狭小、周
边建筑物密集、地层复杂
等诸多难题，其迁改难度
与影响范围无疑是制约项
目整体进度的一大难题。

为最大限度保障民
生，在每个站点迁改施工
前，工程公司都多次召开
专项工作会议，细化闸门
关停、泄压抽水、旧管拆

除、管道焊接等施工环节，
做到有准备、有预案，确保
在规定时间完成任务。负
责供水的福州水司也多次
召开施工优化保障会议，
从生产调度到阀门启闭顺
序、施工设施设备进场，再
到区域停水计划以及水质
保障，均一一制定了详细
方案。在满足接驳施工与
供水生产需求的同时，把
对周边居民造成的影响降
到最低。

仔细勘测 复杂中保安全

优化方案 让路供水保民生

夜间施工 与时间赛跑

水务人眼中的站点之最
5年里，无论是酷暑高温、大雨滂沱还是寒风凛冽、霜冻雨雪，水务

人都坚守在施工现场，确保接水施工任务圆满完成，为地铁 4号线建设
做好保障。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盘一盘水务人眼里的4号线站点。

光明港站先后两次完成
DN1400、DN500给水管道永久
性迁改任务，均实现将现状管
道接驳腾挪至地铁顶板上方的
施工目标，以解决其对地铁附
属构筑物建设的阻碍。由于新
管和旧管处高差较大，需精细
测算新旧管道连接部分的配件
预制尺寸，对钢管焊接加工精
度要求高；同时，因为DN1400
旧管为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施工过程中要确保在破除水泥
层的同时不损坏内部钢管影响
后期焊接质量，费时较久。

两大挑战使得光明港站成
为地铁4号线自来水管线迁改
中“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是当之
无愧的最困难站点。但通过水
务工人的不懈努力，停水关阀—
泄水泄压—开孔排水—断管焊
接—开阀送水等一系列工作，两
次接驳合计用
时62个小时，比
计划施工总时
长83小时提前
了21小时完工
通水。

11 个接水点位，DN1200 管道 328 米、
DN300管道413米、DN800管道过街迁改40米
并加装阀门，这些眼花缭乱的数据来自三角池站。

因管线散布在十字路口的各个方向，
主副管线纵横交错，三角池站的接水点多
达11个，工程公司工程部的施工员们集体
出动，每个人承担起1至2个站点的指挥任
务，在统一调度下有序作业。其次，迁改过
程中该站点基坑的地下水水位较高，迁改
过程中抽水也花了极长时间。

同时，为保障区域用户的用水需求，接
水任务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批完成 7 个点
位，其余点位再择机接驳。然而，接水准备
期间暴雨不断，为施工作业带来重重阻碍，
施工班组迎难而上，支护遮雨帐篷、排查用
电设施、增加抽水设备，在保障施工安全与

质量的前提下，夜
以继日完成施工。

助力地铁4号线建设

最困难的站点：

光明港站
最复杂的站点：

三角池站
最紧迫的站点：

东门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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