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發應用一體化智能築塔機，形成「高空移動工廠」，能隨塔
身施工進度同步爬升作業，較傳統工效提高50%，減少作業
人員40%。

首創鋼橋面板「全熔透焊接」接頭技術，實現焊縫全熔透、無
缺陷、可檢測；而通過智能製造工藝亦提升鋼橋面板耐久性。

研發新型組合氣動控制技術，滿足橋面高達91米的抗風需求，
將大跨整體鋼箱樑懸索橋顫振臨界風速水平提高了26%，能抵
禦17級颱風。

大型鋼箱樑智能製造生產線涵蓋了自動化激光切割、全自動焊接
及塗裝機械人等設備，智能噴砂效率也較傳統手工提升五倍。

研發目前世界強度等級最高的2,060兆帕「懸索橋」主纜鋼絲
索股以及「鋅-鋁-鎂」鍍層，主纜鋼絲耐久性提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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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一聃 ◆版面設計：余天麟20232023年年44月月2929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3年4月29日（星期六）

2023年4月29日（星期六）

隨着深中通道通車臨近，大灣區產業融合加速，在超過30個帶
有深圳「基因」的項目已落戶廣東中山翠亨新區的同時，中

山火炬高新區亦加快布局「深中合作創新區」，近期赴深圳促成
總投資逾530億元（人民幣，下同）的38個重點項目簽約。

大橋通航淨空高度76.5米 世界最高
據了解，深中通道全長約24公里，處在粵港澳大灣區「A」字
形交通主骨架最關鍵一橫，是世界罕見的集海底鋼殼沉管隧道、
海中超大跨徑橋樑、深水人工島、水下樞紐互通於一體的超級集
群工程。其中，伶仃洋大橋作為該項目關鍵控制性工程之一，主
跨1,666米，主塔高270米，相當於90層樓高，通航淨空高度
（通航淨空指在橋樑、渡槽等跨河建築物的底緣與航道水面之
間，為保證船舶安全通過所必須具備的無障礙空間的尺度）為
76.5米，是世界最大跨徑的海中鋼箱樑懸索橋和世界通航淨空最
高的海中大橋。
目前，伶仃洋大橋建設創造了多項國際領先橋樑技術，包括首
創鋼橋面板全熔透焊接接頭技術、研發應用了中國首台一體化智
能築塔機等。該項目還打造大型鋼箱樑智能製造生產線，自動化
激光切割、全自動焊接及塗裝機械人等智能化設備，均由一套智
能製造系統控制。

可抵禦17級颱風 達世界領先水平
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副主任范傳斌表示，該項目單元件製造智能
設備使用率100%，板單元製造生產效率提高了30%以上，智能
噴砂效率相比於傳統手工噴砂效率提升5倍，真正實現提質增
效，推動中國鋼橋樑製造技術的發展。為滿足橋面高達91米的抗
風需求，建設團隊還研發了新型組合氣動控制技術，將此前大跨
整體鋼箱樑懸索橋顫振臨界風速水平提高了26%，達到88米/秒，
能抵禦17級颱風，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

主纜鋼絲耐久性提升50%
面對高溫、高濕、高鹽的惡劣環境，深中通道成功研發了目前
世界強度等級最高的2,060兆帕「懸索橋」主纜鋼絲索股以及
「鋅-鋁-鎂」鍍層，主纜鋼絲耐久性提升50%，擴大了中國橋樑
產業世界領先優勢。

超30個深圳項目已落戶中山翠亨
按工期計劃，深中通道全線擬於2024年建成通車，成為真正

打通珠江東西兩岸經濟的動脈，促進大灣區城市群更加緊密連接
起來。中山翠亨新區管理委員會有關負責人表示，深中通道通車
後，從深圳到中山翠亨新區僅20分鐘，灣區時空半徑大為縮短。
目前面向深圳力爭引入健康醫藥、新能源與高端裝備製造、新一
代信息技術、現代服務業等產業；而已有超過30個帶有深圳「基
因」的項目落戶，包括中廣核、華潤燃氣等多個行業領軍企業。

火炬高新區已赴深圳簽38項目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中山火炬高新區目前正加快布局超

100平方公里的「深中合作創新區」。中山、深圳兩市將以市場
化方式共建，探索區域開發共投共建機制，共同發展戰略性新興
產業集群。據規劃，該創新區起步區面積約5,000畝，火炬高新
區服務比亞迪等深圳優質產業的就近配套項目也集中落戶在起步
區內；而該創新區示範區一期、二期擬規劃面積均超萬畝。近期
火炬高新區便赴深圳促成38個重點項目簽約，涵蓋智能裝備、光
電信息、健康醫藥等產業領域，投資總額超530億元。

深圳至中山車程由2小時縮為20分鐘 加速形成灣區「一小時經濟圈」

伶仃洋大橋合龍伶仃洋大橋合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中山報道）作為粵港澳大灣區

重點樞紐工程，深中通道伶仃洋大橋28日順利合龍，也意味

着該項目橋樑工程實現全線合龍。據透露，深中通道全線預計

今年年底前貫通，擬於2024年建成通車，屆時深圳至中山的

車程將由目前 2個小時縮減為約 20分鐘，加速形成灣區「一

小時乃至半小時經濟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以「科創灣區聯動深港澳同發
展」為主題的深港澳協同創新論壇28日在深圳舉行。論壇作為「光明科學
城論壇．2023」的平行論壇，匯聚了深港澳三地的多位知名大學的校長、副
校長，還有多位的全國重點實驗室的主任，以及教育、科技、產業、金融界
的大咖，通過校長沙龍、圓桌論壇，共同探討深港澳創新發展的新機遇。

滕錦光：以灣區作整體發展創科已成事實
中國科學院院士、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作主題演講，他表示，創科

香港基金會曾經策劃發布的香港獨角獸榜單中，18家有香港「基因」的獨
角獸公司中13家是由來自內地的學生或者內地背景的老師辦的，他認為主
要原因是香港未能提供合適的成長環境。滕錦光指出，香港發展創科需要
改善的要素包括大學研究導向、應用研究和轉化研究平台、政府支持的產
業投資基金等，而最缺的則是土地、產業鏈和市場。其中產業鏈和市場都
可以通過跟內地城市，尤其是大灣區的內地城市對接。土地方面，也可以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找到空間。「大疆等諸多成功案例說明，以大灣區作為
整體發展創科已經成為事實。」
他建議，設立大灣區研究資助基金，由大灣區11個城市共同出資，共同

使用，「團隊可以來自深圳、香港或者不同地方，也不要限制在哪裏工

作，讓他們在大灣區申請資金進行研究解決一些問題，真正打通科研資源
的流動，同時也可以避免科研任務的重複。」同時，還可以設立一批大灣
區實驗室，設立短期的教師交換機制，同時增加學生交流交換的機會。

黃玉山：香港搶才關鍵要搶企業
香港研究資助局主席黃玉山在參與「跨域科創融合發展與政策」的圓桌

論壇中提出，香港需要盡快建立起科技工業，他建議，發揮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方面的優勢，吸引一些先進的大型科技企業到香港設立分公司和
研發平台，助力香港發展科技工業，把更多科研成果轉化為生產力。「要
吸引人才，其實吸引企業更重要，企業和人才是皮毛的關係，皮之不存毛
將焉附，如果沒有好的企業，人才吸引了來了讓他們做什麼？」

「盡量減少老師北上限制」
此外，他還指出，香港高校大部分學者集中在基礎科研，可以鼓勵一小

部分人進行商業性的研發。他同時建議香港高校思考一些新的途徑和政
策，鼓勵老師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做項目，讓香港的科研發揮應用，「深港
融合已經進行了很多年，但以前都是小規模，現在要大規模，需要盡量減
少老師們北上的限制。」

港理大校長倡設灣區研究資助基金

大橋創多項國際領先橋樑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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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中通道擬明年通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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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深中通道伶仃
洋大橋合龍，標誌着該項
目橋樑工程實現全線合
龍。圖為無人機27日拍

攝的深中通道伶仃洋
大橋及西錨碇。

新華社

南沙大橋：已通車。跨珠江口
獅子洋水域，連接廣州南沙區
東涌鎮、番禺區海鷗島和東莞
沙田鎮。

深中通道：擬2024年建成通
車。全長24公里，集橋、島、
隧、地下互通為一體，連接珠江
口東西兩岸的深圳和中山。

黃茅海跨海通道：在建，擬
2024年通車。全長約31公里，橫
跨珠江口崖門入海口黃茅海水域，
連接珠海平沙鎮與江門斗山鎮。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獅子洋通道：在建，擬2027
年竣工。橫跨珠江口獅子洋水
道，連接廣州南沙區大崗鎮與東
莞虎門鎮。

虎門大橋：已通車。橫跨珠江
口獅子洋水道，連接廣州市南沙
區與東莞市虎門鎮。

港珠澳大橋：已通車。橫跨珠
江口伶仃洋海域，全長約55公
里，集橋、島、隧於一體，是世
界最長的跨海大橋。

◆以「科創灣區聯動深港澳同發展」為主題的深港澳協同創新論
壇28日在深圳舉行。圖為論壇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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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廣東省中山市，工作人員安裝伶仃洋大橋最後一片鋼箱樑的匹配螺桿件。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