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蘭州地鐵1號線設有20個車站，多數站點穿越主城區
且需攻克 『下穿黃河』等技術難題。」蘭州理工大學土木
工程學院院長周勇向採訪團介紹，要修建地鐵首先要從20
個站點所在地質分區的地下水特徵入手，解決站點深坑維
護和選型問題。蘭州理工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教授朱彥鵬及
其團隊在經過實地考察和反覆論證後，終於確定了站點深
坑的嵌固深度、錨索布置位置及支撐間距，並針對不同站
點所處的地質結構給出不同的圍護結構方案。

蘭州處於黃土地區，基坑壁岩土體存在濕陷性黃土層
，水位線附近常分布有易變形嚴重的 「軟塑層」及稀泥狀
的 「流塑層」，部分地段基坑側壁及坑底甚至還有厚度較
大的砂層，這與國內外已開挖的地鐵建設城市地質條件有
較大差異。複雜的地質條件為蘭州地鐵項目帶來巨大挑戰
，但在中國科技專才的不懈努力下，蘭州特殊紅砂岩地層
深基坑圍護結構等世界級難題都被破解。

研究團隊成「地鐵醫生」
採訪中，學子們在朱彥鵬所在學院的 「結構實驗室」

一隅看到了3個不規律擺放的塑料水盆，盆中都裝有在水中
浸泡的紅砂岩，有的仍呈原石狀，有的則與清水混為一體
。 「紅砂岩也是蘭州地鐵修建過程中的一大難題。」周勇
坦言，地鐵 「東方紅廣場站」是典型的紅砂岩地層，傳統
觀點認為 「紅砂岩地質結構不具有透水性」。但是2016年
「東方紅廣場站」修建期間基坑內發生滲水現象，該問題

若不解決地鐵工程便無法推進。
為找到基坑滲水肇因，朱彥鵬團隊開展了紅砂岩滲透

系數試驗，最終得出了 「紅砂岩地質結構具有透水性，且
遇水後極易軟化崩塌」的結論。很快技術攻關團隊拿出3套
解決方案，有效避免了因砂岩流入坑內可能帶來的地面沉
陷，為地鐵施工節省上億元資金。周勇感嘆，蘭州地鐵項
目建設過程中，朱彥鵬團隊始終扮演着「地鐵醫生」的角色
，儘管1號線已正式投運，但「地鐵醫生」的任務卻未終結。

挽救百年老橋於遲暮
2010年，橫跨黃河逾百年的蘭州市中山橋已到遲暮之

年，要延長橋樑使用年限就必須提升橋樑整體高度並對橋
墩予以加固。不過，百年老橋不僅是蘭州人的集體記憶符
號，也是百年蘭州變遷史的見證者。對於橋樑修護，蘭州
當地質疑聲不絕於耳。

朱勇直言，面對外界質疑，朱彥鵬旋即趕赴北京，向
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祥做了匯報。經過多方論證，最
終確定 「修舊如舊」的修護原則，採取 「頂升加固」方案
。他回憶，對於頂升高度，當時也有分歧，從1.8米到1.6米
再到最後的1.2米，最終橋樑南北兩面的高度差達到了最合
適距離。2010年中山橋 「頂升加固」完成，次年黃河水就
上漲了，如果當時不頂升「天下第一黃河鐵橋」就淹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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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其浩浩湯湯不可
征服。6月23日，中國首條下穿黃河的軌道交通
線路──蘭州地鐵1號線全線開通試運營。在人
們輕鬆愉悅地乘坐這條地鐵線路時，殊不知中國
科研人員在背後攻克了一系列世界級難題才完成
了這項本不可能的 「征服」 。近日，范長江行動
2019香港傳媒學子甘肅行一行走進蘭州理工大
學 「功勳團隊」 深入了解如何攻克世界級難題，
解決地面沉陷問題。

大公報實習記者
楊嘉暉、關郁凡、王寧蘭州報道

蘭州理工功勳團隊完成不可能任務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潘藹楹
、黃啟彥臨夏報道：不少香港人都
有近視問題要佩戴眼鏡，但是只有
很少的眼鏡有矯正近視的功能。范
長江行動甘肅行學子們6月27日到甘
肅臨夏市採訪時發現一種眼鏡有降
低近視度數的功能。這副神奇眼鏡
是用什麼做的呢？那就是大家都
意想不到的馬達加斯加深海海底
礦石。

學子們很榮幸有機會採訪到神
奇眼鏡的領路人──馬朝林。馬先
生是神奇眼鏡技術第九代傳人，他
還擁有一副超過250年歷史的神奇眼
鏡。目前市面上常見的近視眼鏡有

玻璃片眼鏡、樹脂眼鏡和軟隱形眼
鏡，這些都是人工材料製成。而在
馬先生的不懈努力下，選取上等原
料提升技藝精雕細刻，用天然水晶
石磨製成的神奇眼鏡不但有防輻射
、防疲勞等功能，還可以調整和恢
復眼球下陷症狀，防止眼球變形，
從而降低近視度數。

憑藉傳承傳統工藝和融入現代
創新技術元素，馬朝林的水晶石磨
鏡技術先後成功在國家知識產權局
申請2010、2011年新型實用發明專
利。2018年，馬朝林的工藝更進一
步被評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採訪過程中，學子們紛紛戴

上眼鏡拍照留念，無不對它的神奇
功能而感嘆。馬先生亦為這項發明
感到自豪，他希望有更多人知道這
項發明。

神奇深海礦石製眼鏡降近視度數 港生體驗3D技術 嘆祖國發展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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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世界難題 地鐵首穿黃河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關郁凡、王

寧蘭州報道：如何讓高樓、橋樑在颱風
面前巋然不動？風力發電機的三葉輪怎
樣設計才能轉得又快又安全？為解開上
述疑問，范長江行動甘肅行採訪團來到
蘭州理工大學 「風洞實驗室」並在那裏
見到一群為 「知風用風」而 「御風而行
」的科研人員。

剛進入 「風洞實驗室」，採訪團便
感受到一陣強風，科研人員在一個個洞
體、驅動系統及測量控制系統前進行觀
測記錄，一場和風有關的試驗正在進行
。從小到大，由強轉弱，雖然風速不斷
變化，但採訪團成員並不驚慌─風洞
內吹出的風可以人為控制。

科研人員王清表示，實驗室集科研
、教學於一體，是甘肅省最大的風能利
用、風工程綜合實驗平台，為中國風能
利用、風工程技術應用等提供可靠的技
術支持。在談及風洞實驗室的價值時，
他坦言從裝備製造到風能利用再到讓風
趨利避害都可以從風洞實驗室得到科學

指導。
據了解，蘭州理工大學風洞實驗室

目前擁有3座風洞，包括最大風速30m/s
（相當於11級颱風）的0.6×0.6m直流低
湍流度風洞、最大風速20m/s的2×2m的
U形邊界層風洞以及最大風速40m/s的
0.7m回流低速風洞。

王清透露，風洞實驗室的設備仍在
完善中，完善後的實驗室可以模擬集群
風電場，為風場建設提供指導。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趙莉敏、楊鑫
蘭州報道：6月24日，范長江行動甘肅行
學子們來到甘肅銀行參觀訪問，相關負
責人就銀行發展現況與產品服務特色向
學子們進行詳細介紹。甘肅銀行最新推
出的VIP客戶識別系統成為此次參觀活動
的最大亮點，互聯網金融科技應用推動
甘肅銀行智慧金融體系不斷完善升級。

甘肅銀行最新推出的VIP客戶識別系
統是銀行自身與相關科技企業合作研發
的一款特色服務項目，是甘肅銀行服務
產品的一大特色，該技術目前在國內同
類行業中較為超前。VIP客戶識別系統主
要採用人臉識別，其優點在於客戶信息
採集靈活化、信息確認精準化以及服務

個性化等。通過對客戶資產等級的精確
評估，及時為客戶推薦最為合適的產品
。甘肅銀行於2011年11月19日正式掛牌
開業，2018年1月18日在香港上市，是西
北地區首家上市的城市商業銀行。

風洞實驗室助力風能利用

甘肅銀行藉人臉識別推VIP服務

蘭州市

赴蘭州理工大學探訪 「黃河之下通地鐵」 工程奇跡

赴蘭州理工大學 「風洞實驗室」 探訪科研人員

赴甘肅銀行了解金融科技發展應用情況

赴伯驪江3D打印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內地3D打印發展狀況

⬇
臨夏州

赴 「茶馬古市」 風情街了解當地非遺保護傳承情況

▲學子們體驗極速人體三維掃描
系統 大公報實習記者孫茂寧攝

▲採訪團在蘭州理工大學了解風洞實
驗室工作原理

大公報實習記者楊嘉暉攝

甘肅行行程示意圖
6月23日-6月30日

蘭州市
臨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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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朝林向學子們介紹天然水晶
石製成的眼鏡

大公報實習記者黃啟彥攝

香港傳媒學子甘肅行香港傳媒學子甘肅行
范長江行動范長江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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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孫茂
寧蘭州報道：近年，3D打印技術
在中國快速發展。范長江行動甘
肅行採訪團近日到訪甘肅伯驪江
3D打印科技有限公司，該公司主
要研發3D打印的不同應用，涉及
建築沙盤模型、文物保護、教育
、工業模型、醫療和文化創意等
領域。此公司由盧秉恆院士和王
家耀博士等帶領的創新團隊提供
科技支撐。

來自香港的黃家俊和黃啟彥
同學試玩了極速人體三維掃描系
統。這項技術結合了工業掃描測
量設備與散斑變形測量設備，可

用於醫學治療、服裝設計和定製
以及人體運動分析等方面。

黃家俊同學表示： 「這是第
一次玩人體三維掃描系統，感覺
很新鮮並且覺得這項技術非常有
用，可以促進不同領域的發展。
參觀過3D打印公司之後，對國家
3D打印技術領域的高速發展感到
驕傲，讚嘆中國在此方面的技術
可以與西方國家並肩成為國際一
流。」

黃啟彥同學也忍不住讚嘆國
家的技術發展一日千里： 「很多
之前做不到的事情透過該技術也
可以做到，印象最深刻的是彩色

打印建築模型，由於自己曾修讀
過建築相關的科目，利用該技術
在銷售建築物時可以向顧客提供
更逼真的建築物內部設計。」

▲3D打印的文創產品 大公報實習記者關郁凡攝
▲學子們體驗VIP客戶識別系統

大公報記者劉俊海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