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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机场C12联络道改造工程的创新与挑战

魏凌羽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程局有限公司Ǔ福建Ǔ福州Ǔ350014

摘Ȟ要：本案例聚焦于深圳机场飞行区端联络道改造工程，该工程位于深圳一跑道地面保护区，是机场运行的核

心区域，属于民用机场不停航施工。不停航施工项目全过程必须严格落实执行中国民用航空局令第191号的施工安全
管理规定和施工安全技术要求，从而达到切实有效保障所有施工人员生命安全以及整个机场安全运营工作的基本要

求，确保了既不会耽误现有航班的正常运行，又能够进一步提高安全施工保障效率。面对这一问题，技术负责人魏凌

羽及其团队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通过与监理、业主、飞管、护卫、空管局等10余个相关部门的多次沟通，优化施工
工艺，推进专项施工方案，强力组织实施，成功解决了C12滑口不停航施工的问题，确保了工程的顺利进行。
关键词：不停航施工；技术优化；资源整合；精细化管理；环境影响评估

深圳机场全景图

引言：深圳宝安国际机场是深圳对外开放的门户和

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近年来深圳机场抓住了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发展的难得机遇，客货运业务得到了稳定的高

质量发展，2019年已达到5277.1万人次，但同时日益增长
的客流量也给机场扩建施工带来了极大的管理压力，如

何全面加强建设施工过程现场施工安全管理、降低安全

事故的发生频率、杜绝各种违规操作和野蛮施工、提高安

全工程质量、推动机场建设管理朝着科学化、精细化、复

杂化的方向发展、确保机场的安全运行，是摆在机场各级

管理部门和各参建单位面前的一项重要研究课题。

1��工程简介

深圳机场目前拥有两条平行跑道，分别位于航站楼

两侧，深圳机场飞行区端联络道改造工程位于C滑与一
跑道之间的C12滑行道，改造范围为一跑道道面边线至
距离一跑道中线152m之间的现状沥青道面，改造面积为
6900㎡，主要包括飞行区土石方工程（含软基处理）、
道面工程。其中袖阀注浆709㎡，拆除旧沥青道面结构层
（沥青面层+水稳基层）6461㎡，拆除一跑道旧道肩442.5
㎡，还建水泥混凝土道面4280.5㎡，还建沥青混凝土道肩
2623.0㎡；及相应区域助航灯光系统工程[1]。

由于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是我国很重要的现代化对外

通用航空港，因此机场运行安全是第一要务，只能通过

不停航施工等管理方法，通过周密有效的工作部署、严

格科学的工程管理，在充分确保机场“运行安全、空防安

全、管线安全、施工安全”安全性的基础前提下，最大限

度地减少不停航施工作业对整个机场正常运营的影响。

深圳机场的日均航班起降量高达1200架次，C12联
络道工程位于机场核心区域，施工组织难度极大，再加

上禁区施工人员、机械车辆等都必须经过资料审查、通

行证件办理、不停航施工培训等才能进场施工，程序繁

琐，耗时较长。安全技术措施要求高，场内严格限制

区、限高保区、管线影响区等特殊区域都必须编制详细

的专项安全技术施工方案，并通过监理、业主、飞管、

护卫、空管局等10余个相关部门的审批才能实施，安全
技术管理难度较大。

施工期间，将影响C滑与一跑道之间的C12滑行道、
C12对应的一跑道及A滑与一跑道的A12滑行道。
2��问题挑战

C12联络道工程属于一跑道的主要联络道，每天约
300架次飞机需途经此联络道，上一期扩建时，考虑到不
停航施工要求、新老道面及不同基础处理区域易发生差

异沉降和沥青混凝土道面更加利于后期运营维护等，距

一跑道中线75m内的联络道采用的是沥青混凝土道面。根
据机场相关运行部门的反馈，端联络道因常年用于起飞

排队，碾压次数多，再加上飞机尾流高温吹袭，沥青混

凝土道面已出现严重损坏，经过多次维修后未有改善，

对机场运行维保部门造成较大困扰。

如按照现有一跑道关闭模式作业，每个停航日作业

时段为02:00~05:30，有效的作业时段为02:30~05:00，每
个停航日有效作业为2.5小时，每周停航三天，有效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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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7.5小时，预计施工9个月。若按照原计划实施，施
工时间长，施工投入大，且均在凌晨施工安全管理风险

极大[2]。

3��处理经过

C12滑行道紧邻一跑道，业务繁忙，管线复杂、权属
部门多，协调难度极大，项目开工后为推进方案落地，

我带领项目部技术人员经过现场细致的调查和研究，与

设计单位、监理单位、业主单位以及民航空管局等多

次的沟通和讨论，发现以下问题1、施工区域位于跑道
南端，是沥青混凝土道面，属于机场最繁忙的联络道之

一，导致滑行道不堪重负，经常需要维修，据称年维修

费用高达200万以上。2、当年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机场航
班量大幅减少，客观上为局部关闭C12滑行道进行施工提
供了可能性。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与飞行区管理部组织

多次会议讨论专项方案，最终编制并上报了C12滑行道不
停航施工专项方案。民航深圳监管局高度重视与支持，

为了抢抓有利时机，从不停航施工方案编制上报，到完

成各项审批，仅仅用时4天。
针对C12道口的具体情况，利用2019年疫情的空窗

期，再加上深圳夏季普遍吹南风的具体情况，飞机大部

分由北向南起飞，提出一跑道南向降级使用，关闭C12滑
行道，A12滑行道以及对应的一跑道。若风向改变，飞
机需由南向北起飞，则小中型飞机由C11进入跑道起飞，
大型飞机调整至二跑道运行；北向正常使用，届时将C12
联络道的严格限制区变为24小时作业区，增加有效工作
时间。为了进一步缩短关闭跑道时间，施工采用二阶段

施工，一阶段关闭C12中的2区，此时2区可进行24小时
作业，利用每周一、三、五跑道关闭期间进行1区施工，
此时跑道运行不受影响。1-1区地基处理完毕后第二阶段
再关闭所有区域组织全面施工，此时一跑道南端135米受
影响，一跑道南端降级使用。项目部通过与设计方沟通

论证，通过采取以下技术措施加快施工速度：（1）将一
区地基处理方式由袖阀注浆变更为高压旋喷桩，由于袖

阀注浆的工序特殊性，需要先打孔再经过三次注浆方可

成型，采用高压旋喷桩可打孔注浆一次成型，可节约7天
时间。（2）将水稳碎石层变更为湿贫混凝土，由于施工
区域情况复杂，且水稳碎石层施工需要上下两层分开施

工，施工间隙大于7天，不利于加快进度，故采用湿贫混
凝土，可节约7天时间。

C12滑行道改造计划施工时间：
2022年09月01日至2022年9月30日，计划总工期30日

历天；

一阶段：2022年09月01日至2022年9月15日，关闭

二区，采用24小时作业，一区距离跑道中线90米范围内
高压旋喷桩采用航后施工，航后作业为每周一、三、五

02:00~06:00。
二阶段：2022年09月15日至2022年9月30日距离跑

道中线90米范围内高压旋喷桩施工完毕后，关闭部分跑
道，一二区均采用24小时作业。
方案获得审批后，项目部利用公司及集团在周边的

资源，迅速组织人材机等各类工程资源进场。在施工前

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确保项目符合机场环境保护要求，

减少对机场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施工过程中，在跑

道影响区设置沉降观测点，地基处理过程中密切观测道

面变形情况，防止高压旋喷桩对现有道面造成损坏，确

保周边构筑物安全，通过高标准控制施工安全和工程质

量，通过精细化管理确保项目安全、质量和进度。短短

30天内，完成C12道口约6900㎡区域软基处理及道面结构
层施工。实施过程中实际影响跑道时间仅为15天，并且
为机场彻底解决了困扰已久的运行保障问题，节约了大

量人力物力，进一步提高了机场的运行保障能力，获得

了深圳机场管理各方的高度赞扬。

4��结果 &影响

经过项目部高效的沟通、合理的技术措施、强大的

资源组织能力，C12联络道改造工程提前8个月完成，
同时保证了机场的运行安全，满足了业主的工期和质量

要求，为深圳机场新一期扩建工程的加速推进贡献了力

量，成功赢得了业主的信任，为公司在行业内建立了良

好的声誉，获得了深圳机场监管局的高度赞赏。

在施工过程中，项目团队确保了机场的运行安全，

没有对机场的正常运营造成影响，工程比原计划提前8个
月完成，显示了项目管理团队的高效执行能力，为公司

节约了200多万的人机费用，也为深圳机场节约了100多
万的维保费用，达到了多赢的目的。

本项目的成功实施，也为后续工作带来了积极影响：

业主的需求就是我们的目标。项目部在确保疫情防

控到位的前提下，利用疫情空窗期，瞄准重点、抓住关

键，加速推动C12联络道建设进度，在非常时期勇挑重
担，展现央企责任担当，获得了深圳机场监管局的高度

赞赏。

项目部通过有效沟通、合理技术措施和强大的资源

组织能力，通过充分发挥管理效能、以及新技术、新工

艺、新理念的充分整合和全面应用，通过与机场管理各

方定期举行例会，收集各管理方的意见和建议，并及时

反馈解决方案和进度，不断改进服务内容和工作方法，

在最大程度上确保机场运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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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积极影响不仅提升了项目团队的能力和信心，

也为公司和深圳机场带来了长远的利益，同时为类似项

目的实施提供了可借鉴的模式。

下一步，深圳机场项目部将继续落实上级要求，全

力配合推动三跑道扩建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为深

圳机场新一期扩建工程加速推进贡献力量!
5��反思分析

经验萃取显示，本项目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有效的

利用突发事件产生的有利窗口、高效的沟通、大胆的技

术优化及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这不仅锻炼了团队，积

累了宝贵的施工经验，还赢得了业主的信任，为公司后

续项目的持续跟进奠定了良好基础[3]。

通过本案例，我们学习到在面对施工难题时，充分

的沟通、高效的响应和创新解决方案是确保项目成功的

关键。同时，本案例也强调了在机场不停航施工项目管

理中，确保机场安全运行和高效的施工效率是可以和谐

共存的，为工程技术人员和项目管理团队提供了宝贵的

参考和指导。

（1）有效利用突发事件产生的窗口期：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航班量减少，为局部关闭C12滑行道进行施工提
供了可能性，这是项目团队能够利用的一个非常时期的

有利条件。

（2）高效的沟通：项目团队与设计方、监理单位、
业主单位以及民航空管局等多个部门进行了多次沟通和

讨论，确保了信息的及时传递和问题的快速解决。

（3）技术优化：通过技术措施的优化，例如将袖阀
注浆变更为高压旋喷桩，将水稳碎石层变更为湿贫混凝

土，这些措施加快了施工速度，节约了宝贵的时间。

（4）资源整合能力：项目团队利用公司及集团在周
边的资源，迅速组织了人材机等各类工程资源，确保了

施工的顺利进行。

（5）精细化管理：通过高标准控制施工安全和工程
质量，精细化管理确保了项目的安全、质量和进度。

（6）环境影响评估：在施工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估，
确保项目符合机场环境保护要求，减少了对机场周边生

态环境的影响。

（7）沉降观测点设置：在跑道影响区设置沉降观测
点，密切观测道面变形情况，防止施工对现有道面造成

损坏。

结束语

（1）灵活应变：在面对不可预测的外部环境变化
时，能够迅速调整计划并利用变化带来的机遇。

（2）沟通协调：跨部门的沟通和协调对于确保项目
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3）技术创新：采用新技术和工艺可以显著提高施
工效率和质量。

（4）资源整合：有效的资源整合可以加快项目进
度，减少成本。

（5）环境与安全：在施工过程中，重视环境保护和
施工安全，可以减少对周边环境和运营的影响。

（6）精细化管理：通过精细化管理，可以提高施工
效率，确保工程质量。

（7）持续改进：定期收集反馈并及时调整策略，有
助于不断优化项目管理。

参考文献

[1]许辰澄.基于历史数据的机场系统运行耦合特性研
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0.

[2]李现扬.论施工项目管理风险防控[J].四川职业技术
学院学报,2013,23(01):133-138.

[3]吴燕.完善施工项目管理风险防控[J].财经界,2014, 
(1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