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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鹏飞 通讯员
杨格）昨日，伴随着刀盘缓缓转动，中
铁装备研制的超大直径盾构机“帕蒂
加朗号”在郑州国家 TBM 产业化中
心顺利下线，该盾构将应用于澳大利
亚西部港湾项目建设，再度刷新中国
出口海外盾构机开挖直径新纪录。

澳大利亚西部港湾项目位于悉
尼市，其隧道设计为双洞双向公路
隧道，是西区海底隧道和海滩连接
线项目的三大核心组成部分之一。
该隧道最大埋深位于海平面下 52
米，最小转弯半径为 960米，整体呈

“S”型蜿蜒前行，隧道全长约 1.5 千
米，穿越地层复杂多样，涵盖砂岩、
粉砂、粉砂与粉质黏土层，单轴抗压
强度最高可达 30兆帕，局部甚至高
达80兆帕。

针对项目特殊的地质条件和客

户需求，中铁装备精心打造了“帕蒂
加朗号”盾构机，该设备开挖直径达
15.7米，整机长度约113米（不含尾部
拖动平台），整机集成多项智能化技
术，搭载了刀盘刀具检测与泥饼处理
机器人、盾构刀具更换机器人等。其
中，盾构刀具更换机器人可实现盾构
机无人化高精度自动换刀作业，效率
较传统人工提高 5～8倍，在降低施
工人力成本的同时，有效规避传统人
工换刀中的高危作业风险。此外，为
盾构机配置了滚刀在线实时磨损监
测、注浆率检测装置等检测系统，可
有效解决复杂地层中的掘进和沉降
控制难题，提升了整体施工效率及智
能化自动化水平。

“帕蒂加朗号”盾构机的刀盘涂
装设计融入了澳洲原住民的图腾文
化，实现“硬科技+软文化”的碰撞，成

为中澳文化交流的一个生动范例。
据悉，澳大利亚西部港湾隧道预

计于 2028年通车，是悉尼 30多年来
首条新建的海港穿越道路。届时，北
悉尼至悉尼奥林匹克公园或莱卡特
的路程将大幅缩短20分钟。

“帕蒂加朗号”盾构机的成功下
线，是中铁装备自 2020年澳大利亚
Snowy Hydro 2.0 项目后，再次为澳
大利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中国方
案”。近年来，中铁装备在“走出去”
的过程中，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精
准匹配全球客户需求，对产品进行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技术升级，国
际“朋友圈”不断扩大。截至目前，各
类型隧道掘进机产品已出口全球五
大洲 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提供高品质的工程
装备与全流程的售后服务。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景静）4月
15日，由黄河科技学院与北京理工大
学郑州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智能车辆
创新中心成立揭牌仪式暨河南省地面
无人装备专家研讨会”在黄河科技学
院举行。此次活动以“智启未来·智领
中原”为主题，汇聚行业专家、企业代
表及高校师生 200余人，共同探讨交
流河南省地面无人装备产业的发展。

智能车辆创新中心依托北京理
工大学在智能无人系统领域的前沿

科研实力，结合黄河科技学院应用型
人才培养优势，致力于打造集“基础
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于一体
的全链条创新平台，重点突破智能网
联、自主控制等关键技术，培育适配
中原产业特色的无人装备应用生态。

活动现场，黄河科技学院与北理
工郑州研究院达成共建协议，双方将在
人才培养、技术攻关领域开展深度协同
合作；与宇通客车签署校企技术服务
协议，推动产学研成果的落地转化。

北理工郑州研究院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发挥北理工在智能车辆领域
70余年的技术积淀，结合河南制造业
场景优势，加速产业孵化。二七区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车辆创新中
心的成立，是二七区在装备制造领域
向智能化迈出的关键一步。

未来，智能车辆创新中心将联合
30余家上下游企业，重点攻关高精度
环境感知、多机协同控制等“卡脖子”
技术。

智能车辆创新中心在二七区揭牌成立
培育适配中原产业特色的无人装备应用生态

中牟新区：
喂足“孕穗水”保夏粮丰收

本报讯（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徐
少杰）蓝天下，一望无际的黄河滩区麦
田，麦秆挺拔、麦苗碧绿，一排排的地埋
喷灌在静寂的田间喷出水雾，发出有节
奏的声响。

4月15日，中牟新区狼城岗镇西狼
村的麦田里，郑州大禾农业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王强站在田埂上打开了“话匣
子”：“过去浇一遍水人很费力，雇用人
力拖着管子满田跑，千把亩地得折腾个
把月。碰上干旱天气，眼瞅着麦苗蔫头
耷脑却浇不上水，让人心焦。”

王强流转了 2400多亩地，早早备
齐了喷灌、滴灌等浇水设备：“现在在智
能手机上轻轻一点，一个人都能管几百
多亩地，把我流转的地全部浇一遍也就
一周左右时间。”

“最近这天气，得给麦子加把劲儿，麦
子喝饱了水才能长得壮。人勤地不懒，今
年定能有个好收成。”王强信心满满。

当前，中牟新区小麦已进入孕穗
期，也是决定亩穗数、穗粒数的关键时
期，小麦肥水需求量激增。中牟新区农
业农村局农机推广科科长袁世昌介绍，
今年中牟新区小麦种植面积 22.92 万
亩，近段已连续一个月无有效降水，加
之气温升高、大风多，植株蒸腾加剧，土
壤失墒加快，部分麦田出现干旱情况，
农业灌溉迫在眉睫。目前，该局已组织
14个小麦“一喷三防”及抗旱浇麦工作
指导组分赴各地，示范带动农户科学开
展抗旱浇麦，精准指导施肥、灌溉与病
虫害防治等生产全环节，节水节肥、稳
产增产，为夏粮生产保驾护航。

分类施策做好志愿服务
呵护“一老一小一妇”

本报讯（记者 薛璐）“大爷，村里为
老寿星送蛋糕、送演出，您今天 90 大
寿，是第一位。我们祝您生活幸福、身
体健康！”在独居老人蔡大爷家里，新密
市平陌镇禹寨村党总支冯书记带领志
愿者前来祝寿。

这样的场景在清水湾社区已经屡
见不鲜。禹寨村党总支聚焦老年人、妇
女、儿童等重点群体，组织开展服务需
求调研，将志愿服务与基层治理相结
合，为“一老一小一妇”精准赋能，切实
提升了社区的生活温度。

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怎么满足？怎
样让老年人生活更有质量？禹寨村组
织党员志愿者结合调研反馈，以身体健
康和生活安全“双守护”为基础，增加情
感陪伴、经济保障等服务，定期为老人
开展血压血氧测量、优化药物管理、讲
解居家安全知识、防范电信诈骗、生活
常识辅助解读、日常清洁陪伴等一系列
活动，还为不方便的群众提供上门服
务，全面守护老年人身心健康。

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方面，禹寨村
邀请律师志愿者对未成年人进行普法
教育，邀请心理辅导志愿者开展心理咨
询、教育疏导，组织党员志愿者开展寒
暑期集中照看服务。

为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禹寨村
吸纳有能力、有意愿的在家无职党员女
性作为巾帼志愿者，组织开展烹饪、编
织、种养殖等技能交流，开展广场舞、戏
曲、民族乐器等娱乐文化活动。巾帼志
愿者还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
的优势，调解社区家庭矛盾。

本报讯（记者 谢鹏飞 通讯
员 郅文倩 文/图）“近年来，我已
在河南和深圳创办了两家从事无
人机研发、运营的公司，目前正在
天山脚下进行无人机影视航拍。”
昨日，在郑州上街机场炫飞航空培
训基地举行的无人机飞手培训第
100期特别活动现场，郑州国家通
航示范区第一期无人机培训学员
王鲁发来视频，说起成为无人机飞
手给自己带来的发展新机遇。

昨日，郑州国家通用航空产
业综合示范区以“百期砺剑·智领
未来”为主题开展此次活动，展示
了历届无人机飞手培训历程及学
员风采，还有精彩的航模表演、学
员无人机实操表演，同时邀请了
住建、应急、城管等部门进行无人
机实操体验。

近年来，郑州国家通航示范区
在航空教育培训领域锚定“人才振
兴”主战场，勤学“新政策”、深研“新
技术”、善用“新模式”，深化“低空+”
融合发展，持续深耕无人机领域人
才培养，通过构建“理论教学—实
操训练—资质认证”全链条教育体
系，着力破解行业人才短缺难题，
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郑州国

家通航示范区创新采用“政府引
导+企业参与+院校协作”的三方
联动机制，整合炫飞航空、河南通
航无人机科技、河南三和、河南军
翔等 8家具备无人机培训资质的
企业资源，同时与河南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河南财政金融学院达
成“产教研”融合战略合作，已建
立 3家考试中心，占全省 50%，可
开展中国民航局CAAC、AOPA和
ASFC等专业培训。

经过多年深耕，郑州国家通

航示范区现已培训无人机飞手
3.5万人次，为航空植保、应急救
援、电力巡检、物流运输、航拍测
绘等低空经济领域输送大批专业
技术人才。

接下来，郑州国家通航示范
区将充分发挥国家级通航产业综
合示范区产业资源优势，整合河
南职业院校教育资源和通航企业
资源，构建“教育链—产业链—人
才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生态，助
力低空经济“飞”上新高度。

中国出口海外最大直径盾构机
在郑顺利下线
将用于澳大利亚西部港湾项目建设

深化“低空+”融合发展

这里，走出3.5万人次无人机飞手

无人机驾驶培训考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