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市部分“大个子”建筑高度示意图
中原明珠发射塔278米

洛阳正大国际城市广场

暨市民中心项目东区7号楼211.75米

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千禧楼169米

市公安局通讯信息指挥中心大楼153.3米

世贸中心 大楼150.8米
北魏永宁寺佛塔（已焚毁）

约147米

新天堂81.8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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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孟国庆

本报讯 昨日9时，在洛阳正大国际城市广
场暨市民中心项目东区7号楼项目工地上，一
块长80米、宽62米、最厚处达4.2米的超长、超
宽、超厚的钢筋混凝土地基开始浇筑。专家称
之为国内民用建筑领域的一个创举。

据介绍，洛阳正大国际城市广场暨市民中
心项目位于新区开元湖音乐喷泉东侧，计划建
设两栋超高层建筑，其中东区7号楼项目地下3
层、地上50层，建筑总高度211.75米，建成后
将成为我市市区最高的写字楼。上述地基正

“隶属”于该栋建筑。
这么一个“大个子”如何立得稳、站得直？

施工方大胆采用新工艺，做了一个面积4960平
方米、最厚处4.2米的无缝地基，让这个“大个子”
直接站在平放的整块“板子”上，一举解决了地基
沉降、裂缝、漏水、抗震等问题。据施工方介绍，
这块无缝地基使用了3936吨钢筋、18600立方
米混凝土，需要72小时不间断浇筑才能完成。

原国家冶金工业部冶金建筑研究院副院
长、中国抗裂专家王铁梦说，这项新工艺在国
际、国内都属于领先水平，在河南省尚属首例。
此举将为今后国家相关规范的修订提供一个很
好的工程实例，其裂缝控制技术很值得推广。

□记者 孟国庆 文/图

在建最高楼 即将拔地起
设计总高度211.75米的洛阳正大国际广场东区7号楼开始浇筑地基

王铁梦与洛阳结缘，可追溯到
20年前。当时，他应洛阳有色金
属加工设计研究院的邀请前来讲
课。当时洛阳给他留下的印象是
个小城市，几乎没有什么高层建
筑，洛河以南是大片的农田。

一年来，王铁梦多次来洛，为
洛阳正大国际城市广场暨市民中
心项目提供技术指导。他说，此番

再来洛阳，让他大吃一惊，因为“洛
阳高楼林立，各项建设如火如荼，
速度让人称奇”。

王铁梦说，越要建设新城，就
越要创新，大胆使用新工艺，以达
到节约工期、提高整体工程质量、

有效控制成本的效
果。“不创新就无法生
存，不创新就会落在
后面。”他最后说。

“现在，超过100米的超高层
建筑越来越多，而因为热胀冷缩的
物理特性，建筑中的裂缝不可避
免。如何将裂缝控制在可控范围
内，保证超高层建筑的安全性，是
我一直研究的课题。”王铁梦用这
样一段自我介绍作为“开场白”。

记者面前的王铁梦已年过八
旬，但他精神矍铄，在工地里走上
看下，丝毫不输给身边的年轻
人。用他名字中的“铁”来形容
他，再恰当不过。

谈起裂缝，王铁梦表示，传统
工艺的解决方案是：既然钢筋混凝

土会膨胀收缩，那就给它预先留条
缝，就像在铁轨接缝处预留缝隙一
样。但实际运用中，采用这类做法
的建筑，经常产生开裂、渗水及其
他更严重的问题。

经过50多年的研究、实践，王
铁梦开创了大体量混凝土无缝施
工、“跳仓法”施工等新工艺，洛阳
正大国际城市广场暨市民中心项
目东区7号楼项目的地基就采用
了这种新工艺，即将高楼的地基做
成一块超长、超宽、超厚的无缝板。

“这就好比一个壮汉在雪地里
踩着滑雪板，他就会摇晃、摔倒，但

是他的脚底如果放块木板而不是
滑雪板，他就能站得稳稳的！”王铁
梦这样解释。

然而，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地
面必须平整、结实，如果是坡地，给
块板也不好使。

上述项目是王铁梦的又一次
实践。王铁梦说，洛阳的地下板
块非常稳定，地质结构平整而结
实，能够确保其工艺效果得以顺利
实现。

“洛阳的地质结构非常好，我
要在这里实现一个梦想。”王铁
梦说。

做惯了国家级的机场、核电站、钢
铁企业等大项目，他为什么会关注起洛
阳的商业工程？面对洛阳雨后春笋般
矗立起的高楼，他有什么建议和感受？

在昨日举行的洛阳正大国际城市
广场暨市民中心项目东区7号楼筏板基
础混凝土浇筑仪式上，带着一连串问
题，记者采访了原国家冶金工业部冶金
建筑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宝钢总指挥部
总工程师王铁梦教授。

王铁梦：八旬“铁”翁 来洛寻“梦”

洛阳建设速度让人称奇

洛阳适合使用新工艺

王铁梦，男，满族，1931年生于辽宁
铁岭，建筑工程专家。他27岁就为人民
大会堂解决主体结构伸缩缝问题，先后
参与鞍钢、包钢、太钢、武钢、攀钢、宝钢
等大型钢企建设，因在工程裂缝控制领
域的杰出成就，被称为“王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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