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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之滨，旭日渐曈曈，田湾跨海大桥如同一条“卧波巨龙”逶迤于海面粼光处。
2016年4月25日，这条全长超4公里的跨海大桥顺利通过交工验收，这是江苏省建成投用的第一座跨海大桥，也

是罕见的海洋环境特大型城市主干道桥梁，在我市乃至江苏交通桥梁建设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空中俯瞰，海中大桥颇有“丹蛟截水”之势，蔚为壮观。它犹如一条“金腰带”，环绕在田湾核电站外围，将海州

湾畔的港口、产业、城市等关键资源要素有机串联在一起，既彰显了山海相拥的旅游大道特色，又展现了国际化海
港中心城市的靓丽形象。

摄影 王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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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蓝色梦想”的点睛一笔

从港城最北端绣针河口至南端灌河口不过百余公里，因滩险、
弯多、路差，车辆以前要多次绕道，走上大半天。同时，因海滨交通
不畅，造成城乡分割，沿线城区之间资源碎片化，产业互动较弱。要
破解这些难题，亟需修建一条海滨大道。

2012年11月，市委、市政府提出“建海滨大道，圆蓝色梦想”的
战略，海滨大道项目随即全面开工，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建设
这项“一号工程”。

全长约125公里，总投资近百亿元，海滨大道是港城市政建设
史上规模最大的单体工程， 其工程量当时在江苏沿海也是首屈一
指。工程项目被划分为33个标段，9个责任主体，云集140家参建单
位。其中，田湾跨海大桥被誉为全线最重要的控制性节点工程，起
自高公岛，止于烧香河闸南，设计长度约4.5公里，双向六车道。

“海滨大道是连云港推动临港产业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提升
城市形象的重要基础设施工程，跨海大桥是点睛之笔，施工难度最
大、施工标准要求最高。”时任跨海大桥建设指挥部技术负责人李
家伟回忆说。当时，连云港经过积极争取，将海滨大道建设纳入省
交通运输厅年度计划，在资金、资源上争取更大的支持，确保跨海

大桥建成精品工程。
为确保工程顺利开展，在市海滨大道建设指挥部领导下，跨海

大桥成立了相应的指挥部，下设项目部。指挥部牵头负责召开工作
例会、会办会和推进会，大家研究规划方案，协调矛盾，推进各标段
建设，并由此形成了指挥、执行、考核三位一体的运行机制，有力地
保障了工程的快速推进。

“2013年9月，公司以自由资质承接了首个大型桥梁工程，也就
是连云港跨海大桥，这是一次突破，更是一次严苛的挑战。”时任中
交二航四公司项目经理毕来发仍清晰地记得， 连云港跨海大桥使
用混凝土37万方，各类钢材约11.6万吨，不仅体量大，工程量也大。
按照常规施工方案，至少需要42至48个月才能建成，可是最初给的
工期仅有22个月，时间非常紧张。

项目部进场之初， 时任中交二航四公司副总经理的秦体达带
领相关人员多次到现场实地查看，结合多年建桥经验，优化施工方
案和施工组织设计，想尽办法挤压时间，缩短工期，采取了项目管
理程序化、施工工艺标准化、现场施工机械化、积极推进智能化“四
化”建设，这是高效优质完成跨海大桥的根本保证。

在困境中磨砺出精湛技术
田湾跨海大桥位于田湾核电站外海， 项目地质条件复杂程度

堪称全线之最，这里潮差大、底层淤泥厚，且要随时避让核电材料
运输，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海湾又宽又浅，涨潮时候水面宽，落潮时候部分海床显露，施
工难度和安全风险极大。”毕来发说，“当时，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大
家不知道熬了多少个通宵。”

跨海大桥全桥224个承台， 有214个承台顶面位于海床泥面以
下，主通航孔桥承台正常施工最大水头差近11米，全桥承台正常施
工平均最大水头差也有8米多，桥址区淤泥层有十几米厚，常规的钢
板桩围堰施工极易导致海水灌入，按照常规方法施工显然行不通。

经过几天论证，技术人员找到了突破口，采用钢管桩围堰、
两道围檩、干封底工艺施工。工人自制钢管桩连接锁口，在原钢
管桩的两侧分别加焊直径133毫米的“O”形锁口和直径152毫米
的“C”形锁口，锁口连接起来，令钢管桩“亲密无间”，把汹涌的海
水“拒在门外”。

如果说承台施工的困难，仅是一块绊脚石，那么，主墩钢筋笼
整体制作、吊装的问题就是前进途中凶猛的“拦路虎”，其探索之路
被誉为“负重走钢丝”“刀尖上起舞”。

时任项目总工季英俊说：“从一开始， 我们就清楚墩身钢筋笼
制作是必然要走创新之路的。先不说在恶劣海洋环境中，大批量的
脚手架周转会带来成倍风险，加上野外施工工效低下、施工质量不
易控制等问题，单就用时这一点，也倒逼着我们不得不变。”

于是，田湾跨海大桥施工团队大胆创新，尝试大截面墩身钢筋
笼整体制作、运输、安装，这项工艺在全国尚属首次。季英俊说，整
个团队压力极大，队伍中很多是新人，工艺屡次遭到质疑，大家的
心都是胆怯的，失败的后果都不敢细想。

项目部对墩身钢筋笼整体制作、 安装标准化施工工艺进行科
研立项。墩身钢筋部分采用现场绑扎，部分在加工厂制作钢筋笼，
再把一节节钢筋笼吊运至现场拼接安装。“最大的难点在于， 分节
的钢筋笼如何实现精准对接？加工出的钢筋笼最少的也由128根钢
筋组成，很多人觉得像蜘蛛网般林立的钢筋实现精确对接，这是不
可能实现的事。”季英俊坦言，项目部为此集思广益，自行研制了生
产钢筋笼的标准模板，所有的钢筋笼都实现了标准化产出。之后，
经过技术人员反复摸索，又确定了钢筋笼的分节长度。

一个难题解决了，新的挑战又来了。工人们发现，吊装至现场
的钢筋笼经常在海风中摆动，不易定位的问题又怎么处理？项目部
边实验边实践，在每次失败中吸取点滴经验，在一点点成功中继续
想办法。最终，历时3个多月科技攻关，团队成功奏出了钢筋笼吊装
“四部曲”———量身定制小套筒，用以固定钢筋笼四角，确保钢筋笼
大体稳定；施工时，先连接里排钢筋再连接外排钢筋；在制作时重
点挑出4根定位钢筋， 涂上白漆加以区分， 先把定位钢筋对接好，
80%的钢筋都可确保成功连接；剩余钢筋对接通过微调实现。

时任项目部工程部长唐寅感慨地说：“这个工艺里， 关键技术
有4个，钢筋笼分节和吊装是其中两项。钢筋笼的分节长度仅是一
个数据，整个工艺的关键性数据、参数就有8个。”

2014年5月，当第4节钢筋笼拼装完，钢筋笼完美“长高”后，项
目部迅速对该工艺进行了大面积推广，浇筑一个9米高的墩身仅用
时6天，工效比传统工艺提高一倍。这套成熟的施工工艺，为恶劣环
境下跨海大桥墩身标准化、模块化施工提供了思路和模式。

此后， 田湾跨海大桥建设中的创新技术成果成功申报新型国
家专利并获得授权证书， 部分新技术如今已在国内大型桥梁工程
建设中推广应用。

助力港产城迈入腾飞跑道
古老的海州湾涛声依旧，回首田湾跨海大桥的建设历程，广

大建设者们凭借敢想敢干、迎难而上、团结拼搏、争创一流的精
神，啃下了一个又一个“硬骨头”，打赢了一场又一场“攻坚战”。

2015年9月9日，田湾跨海大桥辅通航孔成功浇筑最后一方混
凝土，顺利实现合龙。2015年12月2日，大桥实现全桥贯通。2016年
4月25日，大桥顺利通过交工验收，具备建成通车条件。工程总投
资约15亿元，建设工期31个月。

如今，每年都有许多游客来田湾跨海大桥游览、采风，大家用
手机、相机，留下了令人震撼的精彩瞬间。今年除夕之夜，田湾跨
海大桥的上空烟花绽放，照亮了夜空。市民们聚集在桥上，共同见
证了这场视觉盛宴。 烟花的璀璨光芒与大桥的雄伟壮观相互映
衬，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精彩的背后， 是数以万计的建设者历经930多个日夜的攻坚
克难，在黄海之滨写下了壮美的蓝色诗篇。

2020年3月， 为全面提升田湾跨海大桥形
象，进一步发掘跨海大桥的旅游休闲功能，为群

众提供更多健身休闲场所， 市交通
运输局又投资约500万

元对跨海大桥两侧共约9公里慢行系统进行升级改造。 改造秉持
“低碳出行、接触自然，从自行车回归城市开始”的设计愿景，在大
桥道路基础上划出1.5米人行道和2米自行车道， 增加彩色路面和
标线，并对原防撞隔离护栏进行局部艺术化处理。在观景平台处
增设栏杆，在桥的起始两端设自行车租赁修理点，设置休闲驿站
和自行车元素雕塑，体现“最美海湾自行车道”文化。

疾驶在大桥上，“零距离” 感受大海的脉动， 秀美的后云台
山、碧蓝的海水和港区内的林立吊机、万吨巨轮尽收眼底。作为
“一带一路”强支点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它充分展示了港口风
貌、产业特色，并由此迈开了“港产城”深度融合、跨越发展的新
步伐。

“田湾跨海大桥建成通车后，连云区与徐圩新区紧密相连，主
港区与徐圩港区物流更加顺畅。”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薛采高介
绍。不仅如此，城区资源碎片化的问题也得到解决，连云与徐圩两
地居民往来也更密切。

8年后，当我们重新审视田湾跨海大桥，不难发现，
它已不仅仅是地理上的通道， 也是人来车往的景观大
道、产业大道，更是助推港城经济腾飞的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