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亿
卫计委将推动提高烟草制品税收及价格

国家卫生计生委 10日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控烟形势

及控烟法制化建设情况。卫计委新闻宣传司副司长姚宏文说，我国

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受烟草危害最严重的国

家之一。全国吸烟人数超过 3亿，15岁以上的人群吸烟率为 28.1％，

7.4亿非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的危害，烟草消费带来了沉重的疾病负

担。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达到 136.6 万，约 10 万人死于二

手烟的“暴露”导致的相关疾病。

姚宏文介绍，自 2006 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我国生效以来，

我国大力推进控烟工作法制化进程，国务院法制办已就《公共场所控

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引起社会各界和媒体的

高度关注。此外，2008 年以来，哈尔滨、天津、青岛、长春、深圳等 15

个城市相继颁布实施或者修订地方性控烟法规。

在推进控烟法制化、开展控烟宣传和健康教育、推动创建无烟环

境等同时，姚宏文说，国家卫计委还将推动提高烟草制品的税收和价

格，达到更好的控烟效果。

28 省区
铁路再调图28省区市跨入动车时代

继今年 7月调图后，10日，中国铁路再次实行新的运行图。调图

后，旅客列车开行总数达到 2673.5 对，其中近六成为动车组。至此，

动车组开行范围扩大到 28个省区市。

据了解，相比调图前，全国铁路旅客列车开行总数比调图前增加

226.5 对，动车组列车开行数量将达到 1556.5 对。其中，甘肃、贵州、

青海、内蒙古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沪昆高铁杭州东至南昌

西段和长沙南至新晃西段、兰新高铁、成绵乐客专、青荣城际、南广

线、贵广客专、郑开城际等一批高铁新线近期陆续开通运营，此次调

图铺画了经由这些新线和跨线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同时增加了京沪、

京广、沪汉蓉、厦深、胶济等既有高铁线路的动车组列车开行数量。

作为我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四纵四横”客运专线网主骨架

的“一横”，沪昆高铁杭州至长沙段于 10 日开通运营，长沙至杭州首

次实现高铁直达。杭州东到长沙南最快 3 小时 36 分，比原来最快列

车快了 4小时 39分。

146 个
我国将补贴146个民航小机场

根据民航局发布的《关于 2015年民航小机场补贴预算方案的公

示》，以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机场统计数据为依据，拟对全国

146个小机场进行补贴。

数据显示，明年，我国民航小机场补贴数 146 个，补贴金额约

12.11亿元。明年补贴金额全国前五的省份分别为新疆、四川、云南、

内蒙古、黑龙江，分别补助金额为 13042万元、12043万元、8864万元、

7155万元、6942万元。

在明年补贴数据中，补贴最高的小机场为九寨沟黄龙机场，补贴

金额达 1603万元。明年补贴机场数由今年 135个机场增加到 146，补

贴金额也由去年的 10.78亿元增加到约 12.11亿元。

我国民用小机场亏损一直广受诟病，根据国际通行做法，为满足

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需要，实施民航基本服务计划，必须发展小机

场、支线航空、通用航空并由政府进行补贴。

0.01 毫米
新疆推广“厚地膜”消除“白色污染”

基于残破地膜引起的农田“白色污染”，新疆自今年 12月起全面

推广使用厚度为 0.01 毫米以上的高标准“厚地膜”，不仅引导规范了

农用地膜的生产应用，还为回收再利用提供了保障，有效推动了“白

色污染”防治。

新修订的《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将此前地膜“推荐性”

地方标准修改为“强制性”标准，并在地膜厚度标准上，取消了国家标

准的 0.008 毫米最小厚度，继续保持 0.01 毫米最小厚度，并增加了

0.012、0.014、0.20毫米三个厚度，同时提供了推荐使用天数。

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夏青说，本次地方标准修订以“可

回收”为目标，充分考虑当地气候特点和农业生产方式。上世纪 80

年代，新疆首先在棉花种植上大范围推广地膜覆盖技术。新疆目前

成为国内地膜覆盖种植面积最大、地膜用量最多、普及率最高的地

区。据自治区农业厅资源与环境保护站抽样调查显示，当地农田平

均每亩地膜残留量已达 16.88公斤，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4—5倍。

12月9日，江西美尔丝瓜络有限公司员工在晾晒丝瓜络。
近年来，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利用丝瓜络生产加工出布鞋、床

垫、浴具等176种产品，远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等国
家和地区，年创汇上千万元人民币。丝瓜络产业带动了当地及周边
5000余户村民种植丝瓜9000多亩，农户年均增收50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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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拍的英华大桥，年底通车应没问题。”

广西南宁的网友“泉 1111”于 11 月 22 日这天，在

某论坛发了一组照片。与他一样关注大桥进展

的网友不少，从开工起就有人时常将拍摄的照片

贴出来。

这些图片的主角是一座民族韵味与现代设

计感兼具的大桥。两座百米巨塔呈双曲面弧形，

造型取自广西出土的汉代文物羊角钮编钟。一

道主缆从双塔顶部穿越，然后被两个超级大的锚

碇结结实实地“钉”在邕江两岸。主缆上垂下 91

根共重 1600吨的悬索，将长为 500米的钢箱梁托

起。这个重达万吨的巨型结构就是大桥主跨，双

向六车道的桥面就基于此。

“ 泉 1111”的 判 断 没 错 ，不 日 他 便 可 由 此

驱车过江——南宁英华大桥通车仪式就在 12

月底举行。此后，该市柳沙片区和大沙田片

区之间的距离将极大缩短，而这座城市的发

展规划和空间布局也将相应改变。而对于公

路桥建筑领域来说，一系列的技术空白将被

填补。

桥的故事之公路桥

这座桥是怎么“碇”起来的

十余座型式各异矗立于邕江之上的桥梁，不

但连接着南宁的交通血脉，也成为这个城的立体

名片。英华大桥便是其中一座，跨度最大。

“这座桥的双曲面弧形塔式单主缆悬索桥结

构，是全国之首。”英华大桥项目部总工李定有告

诉科技日报记者，其所在的中铁四局五公司为大

桥施工单位。双曲面弧形即指索塔的羊角钮编

钟造型，这种独特设计不仅体现了八桂大地民族

特色，还可将主缆带来的纵向压力顺畅地传导下

去。但问题是，双塔给施工建设者带来了挑战。

这两座百米高塔，16 米以下是混凝土结构，

之上的 84 米全是钢结构。“这是一种桥梁专用

钢，新材料。”李定有说。

一般国内使用的都是厚度在 25毫米以下的

钢板，而这次用的是 48 毫米的超厚钢板。用这

样厚重结实的钢板“凹造型”对卷板技术来说已

属挑战，何况还要被弯成“纵向横向都有曲面，下

大上小锥形过度”的羊角钮编钟造型。为此他们

专门引进了先进的上辊多轴万能卷板机，用于双

曲面弧形的卷制。

那么双塔是如何竖在邕江岸边的？原来，每

座巨塔在厂房内是躺着被制成，然后原地解体，

然后一块块吊装起来的。观看电脑动画模拟的

吊装过程，记者感觉像是堆乐高积木那样轻易，

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最长的一节 11 米，其他平均 7 米 5，单个节

段最大吊装重量 126 吨，最大吊装高度为 100

米。”要把上百吨的钢件吊上百米高空，然后再调

整定位组装，项目部常务副经理丁得志给出的这

组数据充分显示了其难度之大。

不仅如此，施工时还要考虑到邕江航道正常

运行，质量、安全、经济等影响都不可落下，因此技

术人员确定采用 500 吨浮吊进行钢塔的吊装施

工，这是我国内河水域首次采用500吨浮吊吊装。

吊装过程对精度的要求好比用吊车去绣

花。据丁得志介绍，500 吨浮吊钢塔最大吊装重

量为 220吨，主副臂组成最大吊装高度为 105米，

“如何实现英华大桥主塔最大 100米的吊装需要

进行精确计算，特别是顶部几个节段的吊装对应

了浮吊的作业半径以及角度极限，任何一点偏差

都无法确保吊装安全。”

最终，两个主塔共吊装了 54 个节段，共计

5600 吨，而这就是两个主塔的“体重”了。“主塔

顺利吊装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丁得志表示，本

来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主塔工期提前 2个月结

束，并节约成本 700 余万元的结果让大伙很欣

慰，而这也为以后我国内河浮吊施工提供了很多

可以借鉴的经验。

先拆后拼：两个巨塔竖起来

作为一座单主缆悬索桥，通过照片我们可以

看出，钢箱梁的自重，还有行车的动荷载，所有的

受力都经由那根粗壮的主缆，集中在地面上牵引

钢索的那个点。而那个点就是重约 8 万吨的重

力式锚碇。

锚碇是指承受悬索两端全部拉力的结构，

多数由混凝土构成。据李定有描述，这两个超

级大的锚碇埋于地下深坑，直径底部 57 米，高

度是 30 米。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由 3 万立

方米混凝土筑成的巨型水泥台，这个体量，相

当于 1 栋面积为 1000 平方米的 10 层大楼埋于

地下。

全桥设计寿命 100年，这个部件就是定海神

针，是灵魂，绝对不能更换。如果渗进水去腐蚀

了主缆，将对大桥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如

此庞大的构件，对混凝土结构抗渗、抗裂要求极

高。”李定有说。

我们都知道，水泥见了水很“热情”，会发

热。而水化热导致的温度过高就是锚碇混凝土

浇筑过程中的大敌，控制不好极可能造成开裂等

恶果。为了防止其发生，除了精确控制混凝土的

配比外，锚碇混凝土还采取了“水平分块、竖向分

层”的施工模式。

这个庞大的构建被分成了五大块，分步浇筑

制作，然后再分层浇筑，即每一层大概浇筑两米，

分段施工。另外，在混凝土结构里还预设了冷却

水管，通过循环水流散热。经过实测，冷却水管

排出来的热水有七八十摄氏度。

值得一提的是，施工前，负责此项工序的技

术主管魏鑫发现，很多刚参加工作的技术人员现

场经验不足，对锚碇结构的感性认识不够。于

是，魏鑫带着三名技术员利用休息时间，一周内

制作出一个实体模型。拆解，拼装，整个锚碇的

组成结构一目了然。在锚碇混凝土浇筑施工前，

他们还将模型搬到了现场对工人进行了演示，使

每个人都做到心中有数。此后，这个小锚碇就成

了大锚碇的“代言人”，每每有检查和观摩这个实

体模型就出来亮亮相。

超级锚碇：牵引大桥的“定海神针”

在竣工以前，大桥实际上早已“建成”了，在

电脑上。

“大桥做成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对于首次

参建如此‘高、新、尖’项目的我们来说完全一头

雾水，如将英华大桥建成后的实物按比例建造一

个沙盘，项目每进行到一个工序，都能在沙盘对

应的位置来进行直观讲解。”四局五公司职业项

目经理兼英华大桥项目经理黄文国在 2012年就

提出了建造“沙盘”构思。

1 个月后，一个大桥实体沙盘模型出现在了

项目部会议室一角，此后，无论是领导检查，还是

现场对工人讲解，或者工艺讨论，都会来到沙盘

前，效果非常好。

尝到这一“甜头”后，项目部开始考虑是否能

够将工程每个环节、每道工序通过电脑三维制作

来实现全过程虚拟建造，构造一个虚拟“沙盘”，并

通过对现场各节点进度、成本等数字信息化分析，

优化项目管理。他们这一想法，正与中国铁路总

公司、中国中铁准备试点推广的 BIM应用技术不

谋而合，获得了中铁系统内的首个试点机会。

BIM，建 筑 信 息 模 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是以建筑工程项目的各项相关信息

数据作为模型的基础，进行建筑模型的建立，通

过数字信息仿真模拟建筑物所具有的真实信

息。简言之即虚拟建造，就是电脑模拟整个建筑

过程。

BIM 系统具有可视化、协调性、模拟性、优

化性和可出图性五大特点。既有利于项目管理，

也可以规避问题。

黄文国回忆说，锚碇里连接混凝土和主缆结

构的钢拉杆长 21 米，直径 8 厘米，对空间定位要

求非常精准，参数要求严格控制在 2 毫米之内。

去年 10月，技术员在对钢拉杆进行空间定位时，

发现定位难、定位慢且精度达不到要求等诸多问

题。项目技术团队最终把问题放到 BIM 中去研

究，用 BIM 实时监控检验实际操作方案，并通过

BIM 空间旋转，三维定位捕捉来解决这一现实

中难以解决的难题。

“通过 BIM 应用快速捕捉到钢拉杆上的三

维位置，再通过捕捉到的点，精准的计算出了其

三维空间坐标，同时在现实中利用捕捉到的参数

去放线，减少了大量工作的同时提高了精度。”工

程部长周海峰说，通过 BIM 仿真技术，我们 3 天

便解决了一个三个月都难以解决的难题。同时，

这些对 BIM 技术的成功应用使其开始在中铁系

统内全面获得推广。

BIM虚拟建造：数字化“沙盘”

跑步是一件非常锻炼身体放松心情的活
动，但也是非常容易造成关节损伤的活动。澳
大利亚初创公司 Run4 设计制作的这辆无座
自行车专为跑步者设计，它的脚蹬运动轨迹与
在实地上跑步时脚掌、腿部运动模式一致，与

健身房内的椭圆机完全不一样，前者牵扯到所
有相关肌肉而且减轻了脚掌冲击地面时产生
的撞击力，从而降低膝关节和踝关节受伤几
率。此外，跑步者还可通过换挡来设置阻力，
增加跑步乐趣。

为跑步而生的无座自行车
冬天虽然冷，但阳光还算充足。这件后背上

披着太阳能电池板的冬装外套可为多种电子设
备充电，配有两个 USB接口，总储电量大约为

6000毫安，足够应急，而且随时都会有能量输
入，不用担心后路。当然，如果您觉得阳光充电
太慢，也可把里面的电池直接拿出来充电。

自带太阳能电池板的冬装外套

大气污染重灾区河北省唐山市为治理雾

霾，正探索“以电代煤、以电代油”的电能替代之

路，增加清洁能源消费，减少煤炭使用量。

一煤独大，是河北省能源结构的传统模式，

煤炭约占全省能源结构的 90％，造成了严重污

染。作为钢铁重镇，唐山是河北省能源消耗最

大的城市，燃煤造成的污染比较严重。2013 年，

唐山地区环境平均达标天数 106天，达标率仅为

29％；重度污染以上天数 82 天，占 22.5％。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和一氧化碳监测值是河北省平

均值的近 2倍。

根据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到 2017 年

全省削减用煤 4000万吨，其中，唐山的煤炭削减

量占全省的 63％。为此，今年唐山启动了 26 个

电能替代示范项目。电能替代，就是“以电代

煤、以电代油”，把工业锅炉、居民取暖厨炊等用

煤改为用电，减少直接燃煤；发展电动汽车、电

气化轨道交通等，减少石油依赖。

唐山永丰轧辊公司是唐山市的大型钢铁企

业，以前用煤气炉，每年要用掉 4000 多吨煤，排

放粉尘 1200 多吨。公司总经理杨文峰说，进行

“煤改电”改造，将厂里 3个 1.5米的煤气炉改为 4

个总容量 3500 千瓦的电烘干窑，基本上达到了

零排放。

在唐山一个名为“乡居假日”的小区，记者

看到小区集中供暖采用地源热泵而不是燃煤锅

炉，社区环境干净整洁。在公交领域，唐山市积

极推广电动车，唐山市郊的南湖充电站自去年

10 月起，为一条纯电动汽车公交线路的 10 辆车

提供充电服务。

电能替代，电从哪来？“将来，为应对更多的

电能替代，唐山市将投资 3.8亿元，对配电网进行

升级改造，加快风电等新能源开发，加大自发电

力度。”唐山供电公司负责人说，同时唐山也将

增加外购电数量，加大“西电东送”入唐山电量。

唐山供电公司介绍，唐山今年先后开展了

电锅炉、电窑炉、电采暖、电动汽车、热泵等 8 个

领域内的电能替代工作，共推广实施 254 个项

目，涉及企业 200余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41

万吨，节约标煤约 54万吨。

业内人士指出，电能的经济效率是石油的

3.2 倍，煤炭的 17.27 倍，“电能替代”已取得初步

成效，但由于前期资金投入大，缺乏配套的技改

资金以及电价支持政策，目前在推进过程中遇

到了一些困难。希望政府能够出台激励政策，

支持中小微企业以及其他分散污染源进行“电

能替代”改造，以此推动治理雾霾进程。

（据新华社）

能源大市探索“电能替代”治霾路径

上图：英华大桥俯瞰；左下图：吊装；右下图：500吨浮吊
吊装 （张召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