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混凝土性能能不能满足要求、
钢筋质量是否经得住考验、路床会
不会下沉开裂……在重点工程项
目工地上，有一组不一样的身影，
做着独一份的工作，他们被称为检
测工程师。实践出真知，年轻的检
测工程师把对工程质量的把关细
化到一项项检测当中，助力工程项
目稳扎稳打推进。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无锡市城市运
行管理中心获悉，“城运开放日”系列活
动现已对学生群体开启报名。一个指
令，从空中俯瞰无锡；一个关键词，自动
生成相关内容；一个按钮，即可开启视
频对讲、统一调度。如此硬核的科技，
现在可以360度展现在市民面前。这
个暑假，不妨到“城市大脑”来点科技感
的真实体验。

走进市城运中心，首先映入眼帘
的就是一块数字大屏，不同板块的画
面实时切换着。上下班哪个路口发生
拥堵？突然暴雨时河岸情况如何？在
这里可以“一屏全览”，实时调度。据
了解，市城运中心联合多部门，搭建了
全省首个全市域、跨部门、基于5G网
联的，无人机低空巡管共享服务平台，
组建了全市空中巡管编队，并在全市7
个重点区域部署了24小时无人值守智
能方舱。现场，参观者有机会指挥和
调度无人机，一个指令，即可从空中俯
瞰鼋头渚、惠山古镇、灵山大佛、蠡湖
公园、拈花湾和无锡火车站等点位。

“目前，我们在‘无锡城运’的公众号上
开放了报名通道。针对本次学生群体
的参观活动，开放安排在8月1日和8
月8日，每场活动限额人数30人，先约
先得。”市城运中心姚雪介绍，本次开
放日活动共设置了一网统管城运平
台、数智百景图、数字应用场景等九个
打卡点，让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到城
市数字化转型的探索和创新成果。

输入一个关键词就能生成一首诗
是什么体验？最近备受关注的“文心
一言”也在市城运中心设有体验区，两
个机器人形状的可爱人偶正做着欢迎
手势。作为百度打造的人工智能语言
大模型，它可以便捷式在线交流、沉浸
式交互体验。“天高云淡入江南，数字
城市绿道间。智慧交通网络织，便民
服务指尖连。”这是“文心一言”围绕

“数字无锡”这个关键词所作的诗。据
介绍，目前市城运中心是“文心一言”
首批生态合作伙伴，“我们用它来打造
全场景城市数字治理人工智能解决方
案及服务。现场，大家只需要输入主
题和关键词，‘文心一言’即可自动生
成相应内容。欢迎大家前来体验。”工
作人员说。 （毛岑岑）

晋凯读大学时学的是道路桥
梁工程技术，进入了工程试验特
长班。“刚毕业那会儿，做工程试
验的人少，是个香饽饽。”工作后
他发现，工地上的工程试验比起
学校里学的更辛苦，有时还很枯
燥。比如，做混凝土结构回弹强
度检测时，用回弹仪不停“怼墙”，
每个方形测区16个点，一共10
个测区，160点做完得出一份检
测数据。凤翔路北延项目为“高
架+隧道”，那么多的桥墩、侧墙、
盖梁，每个混凝土结构都要检测，
工作量相当大。

进入试验室，晋凯把养护28
天的立方体混凝土试块放入压

力试验机，电脑操作机器给试块
施压，屏幕上压力数值不断上
升，试验机里传出试块被压碎的
声音，数值骤停，晋凯看到结果
符合压力要求，点了点头，清理
压力试验机放入第二个试块。
这些试块与施工现场浇筑的混
凝土取自同一车，为了保证试验
结果客观准确，当时制作立方体
试块很仔细，缺一个角都不行。
另一边的测力仪用来检测钢筋
抗拉强度，看钢筋断裂时屈服强
度、抗拉强度等各项指标是否符
合要求。“施工材料出厂都有合
格证书，但材料进场时我们要进
行复检，确保材料质量过关放心

使用。”
在晋凯和他的同事看来，细

致、认真、耐心、负责是一个检测
工程师必备的素养。他们“驻
扎”在项目部，一年到头只有过
年回老家，平时的工作穿插在施
工各个环节中，是工程质量管理
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道桥工程
质量关系民生也备受社会关注，
如今，项目施工检测要求越来越
高，检测频率增加，检测工程师
奔波往返于工地和试验室之间，
用“辛苦指数”换来高品质工
程。对此，晋凯表示所有忙碌和
付出都是值得的。 （晚报记者
念楼/文 李霖/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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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出生的晋凯来自山
西，是中铁上海工程局凤翔快速
路北延项目试验室负责人。试验
室里还有3名检测工程师，年龄
最大的35岁，最小的24岁，他们
的老家均在外地。

日头有点晒，高架辅道刚铺
完一层路基，晋凯和“小伙伴们”
带着一筐工具和一桶量砂到现场
做压实度检测。选出做检测的路
基段，放一张塑料凳子，从筐里拿
出榔头、凿子、灌砂筒、筛子、电子
秤……晋凯坐在凳子上，两脚踩
住基板，将盛有量砂的灌砂筒对
准基板孔洞，先放一次砂填平基
板与路基之间的空隙，然后在基
板孔洞里手工开凿。他一边凿，
旁边的人一边把土挖走，大约凿
出十四五厘米深的圆柱体后开始
灌砂。“我们把剩下的砂和挖出的
土分别过秤，就能换算出路基的
湿密度。”

七八月份是道桥施工的黄
金期，也是建设者们辛苦指数飙

升的时节。无锡的暑气，包裹着
江南地区特有的湿度，带来了

“上蒸下煮”的闷热感。一个洞
刚凿完，晋凯已是满头大汗，待
凿第二个洞时，汗水随着“笃笃
笃”的敲击声滴落下来。晋凯
说，路基施工需要晴朗的天气，
铺好一层立即要做检测，现场挖
出来的土还要带回去烘干测算
干密度。“检测结果合格的，才能
继续下一步施工。如果检测结
果不过关，压路机就得进行补
压、复压。”路基每填筑20厘米
就要检测一次压实度，每 1000
平方米检测3个点，一段路基填
筑五六层他们就要做五六次检
测，加上水稳层和沥青层，检测
工程师需要重复许多遍这个枯
燥乏味的动作。工作顺利的情
况下，两三个小时能结束战斗，
如果遇到一些小插曲就需要在
烈日下工作更久了。

仰望高架桥墩上方，有一处
已经安装了预制箱梁，晋凯沿着

施工楼梯往上爬到顶端，施工人
员正在绑扎钢筋，再过不久，这里
将会浇筑混凝土。高架制箱梁上
犹如“铁板烧”，经过暴晒的钢筋
表面温度能超过50℃，裸露在外
的皮肤碰到容易被烫伤。浇筑混
凝土时，检测工程师很忙碌，晋凯
说，当第一车混凝土搅拌车进入
工地的时候，要先做坍落度检测，
检测完方可开始进场浇筑。“检测
结果符合要求的混凝土，现场再
制作至少9块试块，静置一昼夜
后搬回试验室进行标准养护。”后
续进入工地的混凝土搅拌车进行
抽样检测，检测工程师还要现场
观察混凝土浇筑时的性能，以免
影响构件质量。

随着气温升高，项目施工时
间往早晚两端调整，为配合施
工进度，有时混凝土浇筑半夜
便开始了。“我们24小时待命，
加班熬夜是正常的。”晋凯笑
说，没想到无锡的晚上也很热，
汗没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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