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江日报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陈祺民

日前，2台经过改造的“智能网联”公交车
在东湖高新区正式运行，串联起光谷七路公交
场站与左岭城铁站公交场站。“智能网联”公交
车到底聪明在哪儿？近日，长江日报记者专门
前往乘坐体验。

司机可提前知晓交通信号
减少红灯等待

5月23日上午9时5分，一台编号2164号
的753路公交驶出光谷七路公交场站，从外观
看，这台公交与普通公交无异，但如果仔细看，
会发现车内安装了多台智能设备。

“这台车的智能网联终端，我们安装在驾
驶室上方屏幕后面，相当于车的‘大脑’。”中国
汽车工程研究院技术负责人熊明强指着驾驶
室左前方的一台小型智能设备和抬头显示屏
幕说，通过语音、图像可把路侧和车端信息传
达给司机，帮助司机判断决策。

对司机来说，“智能网联”公交可借助高科
技与红绿灯联动，即前方路口是什么灯，司机
能提前知晓。“例如，前方出现大货车，如果遮
挡住公交司机视线，司机就通过眼前的投影小
屏幕，快速得知前方路段红绿灯通行情况。”熊
明强举例说。

提前得知前方红绿灯信息后，司机可通过
调整车速，提高绿灯通行效率，有效缩短公交
出行时间。据预测，“智能网联”公交车在红绿
灯路口的通过率将提升约30%。

由于本身就是“大块头”，“智能网联”公交车
下一步还将升级车尾屏幕。今后，车尾屏幕将同

步显示前方红绿灯信息，给后面车辆以提示。

有行人突然冲出马路
车辆能超视距预警

在安全方面，智能网联＋主动安全预警系
统可对路面信息、驾驶员行为和车辆状态进行
监控。有了“千里眼”和“顺风耳”的公交车可
以在行驶过程中，接收到超视距预警、前碰撞
预警等，最大程度地避免人为因素或突发事件
带来的安全隐患。

753 路司机严国浩驾驶智能网联公交车
就遇到过一件这样的事。“当时有一名行人突
然冲出来横穿马路，车辆在距离行人还有十几
米的位置提前预警，我提前降速，成功避免了
一起安全事故。”他说，以前如果发生类似事
件，司机只能看到行人再急刹，存在安全隐患。

“有时驾车偏移路线，例如有三股车道，车
辆不小心压线，系统也会提醒。”严国浩说，驾
驶智能网联公交，感觉安全系数更高。

除了车外突发情况，智能网联＋主动安全
预警系统还能通过识别司机面部，实现分心驾
驶报警、疲劳驾驶报警等功能。

车头有个“大眼睛”
边开边收集道路信息

跟车过程中，记者注意到驾驶室正前方有
一台黑色设备，其前方有一个“大眼睛”，面向
路面。

“这是道路巡检设备，它可以帮助市政、城
管等部门收集城市道路基础设施信息，例如道
路、标志标牌等出现损坏或安全隐患等，它可

以快速准确上报。”熊明强介绍了智能网联终
端的又一项功能。

乘客范先生听到介绍，不禁点赞说：“如果
以后每台公交都安装智能网联设备，全市哪条
路需要维修，相关部门可以快速知道，提高工
作效率。”

记者通过熊明强的智能网联手机软件，看
到2台正在行驶的智能网联公交车当日刷卡
次数、上车下车人数、行驶速度等信息。熊明
强说，基于这些数据可完善城市交通大模型，
开展城市公交出行交通调查，辅助公交公司优
化调度管理方案，支撑主管部门优化城市路网
交通调度，形成交通新质生产力。

市公交集团五公司相关负责人对智能网
联公交应用前景充满信心，称未来将持续探索
智能网联技术在公交上的创新运用，预计年内
将有百台公交车实现智能网联。

东湖高新区建设管理和交通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东湖高新区将加快推进智能网
联车路协同道路建设，预计今年年底前完成约
100公里高标准车路协同道路改造。除了“聪
明的车”与“智慧的路”，东湖高新区智能网联
监控指挥中心也将为智能网联公交监管运营、
信息服务以及与第三方平台进行数据共享和
联动提供全面的支撑，完善东湖高新区“车路
云”一体化应用。

可与红绿灯通信，还能超视距预警

“智能网联”公交车在汉上路

驾驶员驾驶“智能网联”公交车在马路上行驶。 李永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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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汪甦

“如果是被毁坏了的东西，我们不建议重
建。因为重建不是真实的，我们的建议是尽
量保真。”市政协委员、市规划研究院国际合
作交流所所长董菲说。

在她的办公室，静静躺着一块饱经风霜的
斑驳红砖，刻有“阜成”二字，它是由半块残砖修
复而成，裂纹处黏合着颜色深浅不一的碎砖痕
迹。这块老砖曾见证了城市百年的沧桑变迁。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董菲作为土
生土长的武汉人，她倾注了对这座城市的热
爱，从细致入微处探寻历史文化印迹，不遗余
力地守护城市历史遗存。

看到刻有“阜成”字样的那一刻，
仿佛穿越回了百年前

“历史建筑的修复，也是见证城市历史文
明。”董菲的研究方向是历史城市及建筑修
复，深知在城市价值体系挖掘、历史建筑修
缮、历史景观重塑过程中，“真实性”与“完整
性”原则的重要性。

4月29日，重返位于汉口合作路口的英
美烟草公司大楼旧址现场，董菲仰望着这栋
亲自参与设计修缮后的“作品”，抚摸着独特
的红色建筑外墙，回忆起当初发现那块“阜
成”老砖的过程。

2018年的盛夏，董菲带领团队踏入这栋
大楼旧址，这座老建筑亟待一次修缮重生。

“它建于1911年，展示了20世纪初的建筑
风格与技术。”改造之初，董菲查阅大量文图资
料，了解到这是一座承载着丰富历史记忆的建
筑。“很可能受到了欧洲文艺复兴风格的影响，
展现出一定的古典美学，如外廊的布局、精致的
装饰细节。而红色外墙尤为引人注目，这在过
去可能是为了彰显公司的实力与品牌形象。”

身为城市规划领域的专业人士，董菲对
历史文化空间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尤为关
注，力求在每一处细节中体现对历史的尊重
与传承。

她频繁深入现场，反复踏勘，不惜扒开墙
砖、揭开面层，只为探查原始材料与施工工
艺，确保不遗漏任何一处历史遗迹。

“我们在判断历史建筑的时候，不轻易写
它的结构形式。因为不拆开，是很难判断
的。只有修缮建筑时才能拆开，我才知道它
里面是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在判断历史建筑
的“身份”时，董菲保持比较审慎的态度，不论
是文物保护还是优秀历史建筑，判断不清楚
的不写，但是能判断清楚的一定会写上，“像

有历史年头的建筑，我都建议应保能保的，不
管它有没有‘身份’，先要把它保留下来。”

面对曾经辉煌的外廊，董菲心里“咯噔”
了一下，对比历史照片资料，她发现建筑原本
的外廊已被施工方封闭起来做成了室内空
间，外墙面也被刷上白色面层。

“但当我剥开那层白色面层，露出底下红
色砖面，再往深处剥开，看到刻有‘阜成’字样
的那一刻，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工业繁荣的年
代。”董菲激动地说。

通过对砖型材质、风化程度以及砖缝的
砌筑手法的细致观察与专业判断，董菲断定
这是产自汉阳黄金口一带的砖厂，约产于上
世纪20年代。“不同于外国人引进的机器红
砖，这是我们本土红砖，‘阜成’是砖厂的标
号，它的泥土质量好，黏性很高，面层细腻光
滑，一定是外墙砖而非仅结构砖。”

阜成砖瓦厂建于上世纪初，生产的砖瓦
是当时的名品。

历史资料加以砖头佐证，董菲更坚定恢
复建筑原有风貌的决心，坚持呼吁对建筑外
廊予以恢复保留。她向负责实施运营的江岸
区国资公司反映，最终说服建筑使用方和施
工方恢复红砖外廊的真实原貌，不仅保存了
历史信息，还提升了街景的艺术魅力。

在细致入微的修复下，百年建筑
获评中国工业遗产

“我们开始像考古学家一样，小心翼翼地
敲开每一层覆盖，每一次新的发现都是一次
与历史的亲密接触。”站在英美烟草公司大楼
旧址修旧如旧的外廊下，李锋想起在这里的

修缮时光时说道。作为承建方武汉岸房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他坦言，起初对于要
恢复原有的外廊设计，确实有所顾虑，“毕竟
这意味着额外的工作量”。

当时，董菲轻轻拍了拍手中的历史照片，
向他耐心解释：“看这里，外廊原本的设计与
这些红砖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可以制定一套
科学的修复方案。”

随后从炎炎夏日到数九寒冬的半年里，只
要现场施工方发现了新的情况，董菲随叫随
到，进行跟踪式指导维护，不断更新修缮方
案。李锋回忆当时各方讨论的现场，她会提出
细致入微的修复计划，包括如何使用砖片和砖
粉针对不同程度破损的墙面进行修复，并强调
修缮标准的重要性：“考虑历史建筑沉积性，修
复到哪个时期的风貌，是至关重要的决策。我
们要基于历史，作出最合适的判断。”

具体考究到什么地步呢？比如，红砖面
的历史痕迹不同，有的损坏超过三分之二砖
面的，要补一块红砖进去；损面不到一半或小
于一半的，就要补一些同质材料进行混合。
董菲团队还和一些大学合作研究，分析砖原
来的材料构成，再重新做材料，填充破损面，
并在外层做防水，这样可以呈现砖块原来的
质感。包括砖的砌法，英式法式砌法、传统空
心砖砌法，他们都要按照原材料、原工艺来
做，以恢复它的历史感。

李锋说，在董菲的指导下，整个过程是边
施工边探索，每一次敲击都带着对历史的敬
畏。“我们每修复一处，都要记录下来，确保每
一步都有据可循。”

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人们逐渐习惯了这
种精细化的作业方式，以一种近乎虔诚的态

度对待每一块砖、每一寸墙面。
当外廊重现，红砖在阳光下闪耀着历史

的光泽，李锋感慨万千：“我们知道，我们不仅
仅修复了一座建筑，更是守护了一段历史，传
承了一种文化。”在如此细致入微的修复下，
这栋百年建筑最终获评中国工业遗产。

我主张保留这些痕迹，这是讲述
历史的最好证据

董菲的足迹不断出现在汉阳显正街、沿
江大道二曜路口的德国美最时电厂旧址大
楼、京汉大道黄石里、大智门火车站旧址、大
连路日式民宅等地，用脚步丈量着这些历史
遗址的每一寸土地。

5月13日，阳光洒在黄石路口京汉大道
的人行道上，董菲轻抚着一段长十余米锈迹
斑斑的铁栏杆说：“你注意到没，这人行道比
周围路面高出 50 厘米，这可不是修缮的疏
忽，而是历史的印记。”

董菲介绍，这高出路面的人行道曾是上
世纪京汉铁路的站台，那锈迹斑斑的栏杆就
是当年站台铁轨旁的护栏。汉口城市内尤其
是大智门车站到循礼门车站这段连续的货运
站台曾是城市充分利用铁路发展产业的体
现。“我主张保留这些痕迹，这是讲述历史的
最好证据。虽然它现在残破不堪，但是刷新
了之后大家就不知道它的历史价值了。”

“政协委员的使命不仅在于发现问题、提
供建议，更要积极参与到城市历史文化保护的
实际工作中。”董菲说，“我们要运用专业视角，
扎实调研，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使城市发展
既能留住历史的温度，又能展现时代的活力。”

用心让历史文化印记存真

董菲：剥开墙皮“挖出”百年工业遗产

董菲在合作路
查看英美烟草公司
大楼外墙上的“阜
成”红砖。

李永刚 摄

■长江日报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曾斯 袁永华 郑忠祥

2.1 公里长的区间隧道，盾构机
连续闯关：穿越比钢板还硬的石头、
下穿地铁车站、下穿墨水湖、侧穿二
环线高架。

5月26日，长江日报记者来到正
在建设的全国在建最长地铁环线12
号线，丁家咀站至十里铺站区间左线
区间刚刚贯通，盾构机刀盘已经破洞
而出。这台盾构机从港口村站出发，
连续完成港丁、丁十区间掘进任务。

港口村站—丁家咀站—十里铺
站区间隧道长2.1公里，武汉地铁一
级项目经理倪正茂介绍，这段隧道在
建设过程中摸索总结的多项技术全
国首创，含金量十足，对武汉地铁后
续建设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盾构机武装到“牙齿”，啃
硬岩“削铁如泥”

26 日，记者走进 20 米深的地下
隧道，只见破洞而出的盾构机刀盘原
本锋利的“牙齿”滚刀，有的已经磨损
1/3，因为它在掘进过程中，遇上了和
钢板一样硬的岩石。

“我们在穿越港丁、丁十区间时，遇
到了两段硬岩，强度是常用混凝土的七
至八倍，可以说是武汉地铁建设以来遇
到最坚硬的地层。”武汉地铁股份公司
业主代表刘金波介绍，遇到这种地层，
以前的常规做法是采用炸药爆破后人
工开挖隧道，但硬岩位于墨水湖畔、芳
草路桥底、学校旁，爆破产生的振动、
噪声对湖泊生态、学校教育和居民生
活影响较大，因此放弃了这种做法。

为此，武汉地铁集团、武汉轨道
交通十二号线建设运营公司、中铁开投集团工程指挥部、
中铁七局调派精兵强将组成专家组，决定采用全断面硬
岩盾构掘进施工法，也就是让盾构机直接啃硬岩。

“我们将盾构机武装到牙齿，进行强化改造，配备全
盘滚刀，刀刃抗压强度达到 2800 兆帕，做到了‘削铁如
泥’。”施工单位中铁七局项目经理文斌介绍，面对整块硬
岩，增加电机，给盾构机匹配更强大动力。

成功下穿车站，智能机器人护航

十里铺站是12号线与4号线的换乘站，两条线路十
字交叉，12号线区间从4号线车站底板下2.1米处穿过。

原设计采用人工暗挖隧道，但是考虑到长距离暗挖软
土隧道风险较高，由武汉地铁集团牵头，组织了国内地质、
盾构设备、施工与隧道应急等方面知名专家，经过反复咨
询、论证，决定采用盾构直接下穿地铁4号线既有车站方案。

项目总工罗鑫说，下穿前，根据地层参数计算推力和
土仓压力两项关键参数，与咨询专家意见基本一致，在人
工监测的基础上，在4号线十里铺站轨道行驶区采用智
能机器人，进行智能化监测。

为避免盾构下穿振动干扰4号线运营，盾构机在凌
晨0:00—4:30天窗时间点掘进，掘进期间智能机器人全
程扫描，每半小时提报一份监测结果，盾构机根据监测结
果调整掘进参数，5天顺利穿过4号线，车站结构无任何
异常，开创了武汉地铁盾构机完整下穿单体车站的先例，
为后续线路施工提供了一套更安全高效的参考方法。

350吨盾构机先后成功穿湖、穿桥

这台盾构机自重350多吨，穿越墨水湖时，由于地层
多为较软的黏土层，武汉地铁二级项目经理王斌称，盾构
行业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为“在软豆腐里打洞”。

为了降低风险，下穿墨水湖前，中铁七局根据地质条
件将区间线路下压了1.5米，增大隧道顶部隔水层厚度。
盾构机进入湖底前停机，对螺机闸门、盾尾刷进行专项检
查，确保盾构密封完整，保障穿湖掘进连续匀速。全程监
控，安全穿湖。

当盾构机侧穿二环线高架桥时，距离桥桩最小水平
距离仅1.8米，350吨重的盾构机掘进就像走钢丝，稍有
不慎就会偏离轨道。

罗鑫说，掘进期间，组织人工反复对隧道中线测量，
复核盾构掘进线形及姿态，在桥台、桥墩、地表、土体埋设
了各类型监测点，工程师跟机作业，根据监测情况修正盾
构姿态及掘进参数，通过30天连续掘进，近乎零沉降完
成侧穿桥梁施工。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让志愿服务成为城市风尚
建设“志愿者之城”

志愿精神

设计/刘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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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12号线丁家咀站至十里铺站区间右线穿越硬
岩段隧道内部。 李永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