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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坝料超长距离运输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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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李家岩水库工程现场运输管理中遇到的问题,为提高坝料超长距离运输的安全性,项目部制定了一套坝料超长

距离运输管理模式,引入了一套依靠北斗定位导航设计的、可在汽车运输时准确进行调控的系统,其可以有效地实时追踪和

管理大坝建设过程中坝料的运输情况,进而提升了运输效率并可实时掌握与管理整个坝料的运输循环周期。阐述了对坝料

超长距离运输管理模式进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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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afety
 

of
 

ultra-distance
 

transportation
 

of
 

dam
 

materials,based
 

on
 

the
 

prob-
lems

 

encountered
 

in
 

the
 

on-site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of
 

Lijiayan
 

Reservoir
 

Project,a
 

management
 

model
 

of
 

ultra-long
 

distance
 

transportation
 

of
 

dam
 

materials
 

was
 

established
 

by
 

the
 

project
 

department,and
 

system
 

based
 

on
 

the
 

beidou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system
 

is
 

introduced,which
 

can
 

be
 

accurately
 

adjusted
 

and
 

con-
trolled

 

during
 

vehicle
 

transportation.
 

The
 

system
 

can
 

effectively
 

track
 

and
 

manage
 

the
 

transportation
 

of
 

dam
 

materials
 

in
 

real
 

time
 

during
 

the
 

dam
 

construction
 

process,and
 

improve
 

the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and
 

real-
time

 

control
 

and
 

management
 

of
 

the
 

entire
 

dam
 

material
 

transportation
 

cycl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e-
search

 

on
 

the
 

management
 

mode
 

of
 

ultra-long
 

distance
 

transportation
 

of
 

dam
 

materials.
Key

 

words:Long-distance
 

transportation;Lijiayan
 

Reservoir;Beidou
 

positioning
 

and
 

navigation;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Real-time
 

monitoring

1 概 述

李家岩水库位于成都市文井江山区河段,坝
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崇州市怀远镇青峰岭社区境

内的青峰岭大桥上游约1.3
 

km处。工程的开发

任务以城乡供水为主,并为城市供水提供应急备

用水源,兼顾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1]。其大坝

填筑用的石料场———徐家槽料场位于距坝址约

18.8
 

km的棕溪沟沟尾,大坝填筑料中的垫层料

(毛料)、过渡料(成品料)、反滤料(毛料)、堆石料

(成品料)均需在徐家槽料场开采后运输至加工厂

或直接上坝填筑,其总量合计约为377.8万m3。
李家岩水库工程大坝坝料交通运输路线主要

涉及2条现有社会道路,8条新建道路,3座新建

桥梁。因坝前开挖边坡较陡、无法布置施工通道,
坝料的运输全部考虑从坝后运输上坝,其料场运

收稿日期:2024-04-28

输道路主要通过9号路及11号路接至料场高程

1
 

416.00、1
 

375.00
 

m开口线,再经过料场内部道

路至料场各开采工作面进行取料。
针对现场坝料的运输管理项目部遇到了以下

难点:
  

(1)运输距离长。坝料从开采到运输上坝的

距离约为18.8
 

km;
  

(2)运输路况复杂。完成复建路交通转换后

与社会交通仍有长度为2.2
 

km的混行路段。部

分料物的运输道路需共用经过坝区的旅游公路,
且因道路坡度大、弯道多,道路通行直接影响到石

料上坝的填筑效率;
  

(3)运输频次高。为满足大坝的填筑需求,平
均每天需运输400余车次,高峰期甚至可达600
余车次;

  

(4)由于长期高强度的使用和自然因素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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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坝料运输道路极易出现损坏或破坏,导致道路

维护难、维护频繁,极大程度地影响运输效率,增
大了运输成本;

  

(5)取料场区域小气候多变,秋冬季存在大雾

大雨情况,春季与夏季的早上存在团雾状况,能见

度低,司机视线受限;
  

(6)徐家槽料场的气候气象条件较为恶劣,年
均降雨天数超过200

 

d,且降雨期间经常性伴随浓

雾导致运输道路的能见度极低,道路易泥泞湿滑

且冬季常出现路面结冰现象;
  

(7)初期坝料运输监管存在漏洞,经常出现司

机违规上报、违规行驶、将坝料外运的现象;
  

(8)运输队伍以及下属的司机、车辆进场退

场频繁、流动性大,给坝料的运输管理造成较大

的困扰。

2 初期运输管理工作的开展

针对运输管理工作中遇到的难点,李家岩水

库工程项目部开展了以下工作以确保行车安全。
(1)积极开展安全教育。坝料超长距离运输

发生安全事故与驾驶员的主观因素具有极大的关

系。鉴于部分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项目部针对

相关人员开展了安全教育以及道路运输交底,对
于降低坝料运输事故的发生率比较有效。做好岗

前的安全教育培训,加强内部协调,做好职工的岗

前“三级”教育培训(主要内容:工作环境常见的安

全隐患、所从事的工作可能遭受的职业伤害、公司

的规章制度等)。
(2)提高车辆管理的力度。认真落实车辆每

天的例检例查与日常保养工作,认真填写例检

记录并存档备案,不弄虚作假,坚持将“行车前、
行驶中、收车后”的三检制度落实到实处。禁止

带病车上路行驶,及时保养调校,保证车辆的正

常营运。每月按要求对车辆年检、二级维护到

期的车辆做出计划,并做到月初计划通知、月中

提醒、月底落实的工作原则,给安全行车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3)做好驾驶员的资质审查工作。根据李家

岩水库项目的现场运输情况,有的驾驶员通过安

全教育后,自身具备了较高的安全意识并在驾驶

过程中注意力很集中,但还是有因各种突发状况

导致的事故发生。因此,需要根据公司的相关规

定严把驾驶员入门关,提高新招驾驶员的准入门

槛,从源头上控制风险。对操作不当、技术生疏的

驾驶员拒绝准入。严格复查驾乘人员的资质,对
于不具备相关资格的人员,坚决取消其从业资格;
对于安全意识淡薄的从业人员则需进行再教育培

训,经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4)完善道路基础设施。在道路临边侧安装

波形护栏;对于更危险的地方设置防撞墩,以防止

失控车辆在道路临边侧比较危险的路段冲出路

基、不至于发生二次事故。
  

考虑到施工区域经常出现大雾天气,项目部

等间距的在道路两侧布设了LED透雾诱导灯,对
恶劣天气条件下从事运输的司机起一定的警示作

用,目的是提高安全行车保障。
  

同时,为了保障运输车辆在大雾、雨雾等恶劣

天气的行车安全,工区对所有运输车辆进场的尾

部贴设反光条,以缓解司机视距不良的情况。
  

在道路拐弯处设立交通广角镜,其镜面形状

呈凸型,可视范围大,常用于道路拐弯处,其作用

是可以扩大司机的视野,及早发现弯道对面的车

辆,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徐家槽料场至大坝填筑区约18.8
 

km,复建

路通车前,社会交通需通过上坝公路、4号路及鸡

冠山路进入文井江镇,其混行路段的长度约为9
 

km;复建路通车后,社会交通通过复建路、鸡冠山

路进入文井江镇,混行路段的长度约为2.2
 

km,
给坝料的运输带来极大的干扰和交通安全隐患。
为做好交通疏导工作,防止社会车辆误入管制区

域,项目部在道路沿线设置了10处岗亭。

3 智慧运输管理系统的引入

鉴于常规的坝料运输管理系统已不能满足

项目部的运输管理与安排,有用料运输车队进

场后,项目部在所有运输车辆上加装了北斗定

位导航及限速报警装置,采用信息化管理平台

对车队进行管理。
  

该平台具备的主要功能:
  

(1)构建坝料运输信息管理系统。项目部成

立了专门的智慧运输监控中心,负责对入场的运

输队伍下属车辆及司机进行信息录入,包括对车

辆进行编号、车牌号、驾驶员的相关情况、车辆相

关情况等,以此构建运输数据库。智慧运输监控

中心的人员需要负责日常运维以及对于新进场或

退场的人员和车辆及时进行数据库的更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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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用北斗三代定位导航系统对车辆行驶

轨迹进行实时跟踪。当车辆相距不足50
 

m时,
安装在车辆上的中控屏自动发出警报,能够避

免司机因视线不佳导致两车车头对撞或追尾事

故的发生;同时,对车辆的行驶轨迹存有历史记

录,对于上班时间偏离原有道路的车辆予以记

录并自动上传。为防止运输车辆违规行驶,在
管理平台上可以实现对所有车辆的运行轨迹进

行全时段监控、7
 

d内行驶线路回放;同时,该平

台还具备运输线路输出功能。为防止发生人为

破坏北斗定位导航装置的情况,平台还具备北

斗定位导航离线自动报警装置,若发生人为破

坏北斗定位导航装置现象,项目部将对驾驶员

进行处罚,情节严重者将被清退。设备上传定

位点的统计数据包含:时间、经纬度、速度、方
向、定位方式、定位点的上报模式、上传定位点

的中文地址。
  

(3)限定车辆行驶区域。在管理平台设置电

子围栏用于限定运输车辆的行驶范围,只能在料

场、运输道路及大坝之间实施运输作业。当其超

出运行范围时,将在平台记录并向管理人员报警,
防止出现渣料随意外运的情况[3]。

  

(4)车辆限速管理。通过安装限速报警装置,
在驾驶室内可以对驾驶员进行语音提醒,同时在

平台形成记录,管理人员通过查看记录对驾驶员

进行管理,对于屡教不改者及时进行清退。该系

统同时还具备超速车辆信息输出功能。
  

(5)与地磅房实行互联。车辆通过地磅房时

会自动识别车辆的车牌号,并将测出的吨位反馈

给司机并录入计算机系统。该系统能对司机过磅

后的行驶轨迹进行复核,从而避免了司机违规过

磅,如进行跳磅、利用上班时间差趁地磅房暂无人

员值班的空挡将无用料过有用料磅,对司机的违

规行为进行记录并报送项目部对其进行处罚。
  

(6)在挖掘机驾驶室安装拍照计量装置,亦或

制作一个简易的APP,在挖装完成一车后对其进

行拍照并识别其车牌号,从而实现双向计数,以避

免开挖与运输计数之间产生纠纷。
  

(7)通过该系统,可以强化对货运车辆运行

中的动态监控,及时纠正驾驶人员的违章行为,
针对天气变化情况及时发送信息提醒以确保行

车安全。

4 系统的基本构架
  

这种基于北斗卫星的大坝填筑坝料超长距离

运输汽车监控系统可以有效地实时追踪和管理大

坝建设过程中坝料的运输情况[4],提升运输效率

并实时掌握坝料运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安

全隐患。
(1)系统设备的构建。该系统包括北斗卫星

导航系统的接收装置、微处理器、无线通信模块和

相关软件等。每辆坝料运输车辆都装备有北斗卫

星定位接收器装置,能够实时获取车辆的经纬度、
速度和方向等信息,并通过无线通信模块将这些

数据发送到后端服务器。
(2)数据的搜集与处理。后端服务器负责收

集每辆车的位置、速度以及运输的坝料重量、种类

等信息并对其进行整合分析,实时生成每辆车的

运行轨迹和状态,同时将数据存储,为项目部决策

提供依据。
(3)实时监测与管理。通过实时监测,可以

掌握每辆车的位置与速度,确定其是否超速,
是否偏离既定路线以及当前已运输/剩余的坝

料吨数等信息。通过数据分析进行车辆运行

的维护、坝料需求调度管理、判断可能出现的

安全隐患,以达到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运输风

险的目的[5]。
(4)应急响应。一旦监测系统检测到运输

车辆速度过快、偏离路线或其他异常情况时会

立即通知后台,后台即通过预设的应急响应机

制进行相应的处理,如联系司机、派出应急车

辆等。
(5)用户前端。该系统还包括一个用户前

端,其可以使运输管理人员能够在计算机或移

动设备上查看与管理每辆车的运输情况,进行

有效的调度。

5 结 语

结合李家岩水库工程大坝填筑料超长距离运

输遇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项目部采取了行之有

效的汽车运输管理模式,引入了一种基于北斗卫

星的大坝填筑料超长距离运输汽车监控系统。该

系统基于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系统。
  

该大坝填筑坝料超长距离运输汽车监控系统

的应用有助于大坝建设的有序进行,进而提高了

(下转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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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闸顶固定,同时做好安全绳的保护,防止安全绳

与混凝土之间摩擦造成安全绳损坏。
  

(3)拆架时在影响范围外设置安全警示牌

并拉设警戒线,非作业人员禁止入内;避免上

下交叉作业,防止高空坠物砸伤下部施工的作

业人员。
   

(4)当有六级或六级以上大风和雾、雨雪天气

时,应停止支架的拆除作业。

4 结 语

面对闸室高达80
 

m、机械无法直接吊装的情

况,通过设置挂钩,安全地完成了牛腿支承体系的

拆除任务,其费用低廉,简单、易操作,所取得的经

验可供类似工程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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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建设的质量和效率,降低了安全风险。该坝

料超长距离运输管理模式具有管理方便、投资合

理等诸多优点,可在类似山区超长距离运输中

推广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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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大坝冬季混凝土连续不间断浇筑,对混凝土

实施外观检查未发现裂缝。所实施的混凝土自卸

车、料罐保温措施有效地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温

度回升与回落;仓内动态保温及收仓后的保温措

施保证了浇筑温度满足设计要求。大坝混凝土的

最高温度基本符合设计要求(不超过24
 

℃)。冬

季连续施工是保障叶巴滩水电站2025年首批机

组发电目标的重要措施,亦为国内外同类工程冬

季混凝土连续施工积累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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