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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量
万兴一、二期项目

可处理全成都约30%的生活垃圾
给80多万户居民供电

在万兴一期项目集控室的大屏幕
上，4台焚烧炉的焚烧量实时显示，发电
量也随之更新，8 位工作人员正对着电
脑屏幕操控垃圾焚烧炉、余热锅炉、汽
轮发电机组等情况。

集控室对面是垃圾转运处，生活垃
圾转运车在此进出，将市民产生的其他
生活垃圾倒入垃圾储坑。这是一个“大
家伙”：110 米长，23 米宽，6 米深，可以
一次性存放 2 万多吨生活垃圾。即将
变废为宝的垃圾，将在坑内进行滤水和
发酵，等待焚烧。记者看到，垃圾吊中
控室的 2 名工作人员操纵两只机械手，
将生活垃圾送入焚烧锅炉。“每个机械

手一次可以抓投 10 吨生
活垃圾。”成都市万兴环保
发电厂（一期）厂长徐方利
说。

为什么这么多垃圾却
没有臭味？“垃圾储坑是密
闭的，气体不会外溢，储存
池墙壁上的抽风口使池内
处于负压状态，所以垃圾
储坑以外闻不到臭味。”

万兴一期具体规模有多大？据徐
方利介绍，一期项目于 2017 年 3 月投
产，占地面积约 180 亩，批复总投资
13.01亿元人民币，年处理垃圾量约87.6
万吨，日处理垃圾 2400 吨，可产生 120
万度电，可供近 40 万户家庭使用。厂
内有 4 台 600 吨/天的机械炉排焚烧炉，
配套建设 4 台余热锅炉和 2 台 25 兆瓦
的汽轮发电机组，同步建设烟气净化、
污水处理、飞灰固化等环保设施。

全厂定员 113 人，对于具体操作人

员，实施“四班两倒”模式，以保证项目
24 小时不间断运转。除了设备的配套
和人员的合理安排，员工技术培训也是
保障供电的重要一环。万兴一期开发
了仿真机系统，用于对新老员工进行培
训。“对员工还有技能、安全、环保等方
面的定期培训。同时，培养骨干和技术
顾问，实行‘师带徒’‘传帮带’制度。”徐
方利讲道，近两年的成都百万职工劳动
和技能竞赛中，公司员工频频获奖。

在距离一期项目几公里处，便是

四 川 最 大 的 垃 圾 焚 烧 发 电 项 目 ，于
2020 年 12 月建成投运的成都市万兴环
保 发 电 厂 二 期（以 下 简 称“ 万 兴 二
期”），每日可处理生活垃圾 3000 吨、污
泥 420 吨。项目配备 4 条生活垃圾焚
烧线、5 条污泥干化生产线、2 台 30 兆
瓦的汽轮发电机组，年处理生活垃圾
109.5 万吨，日发电量 150 万度，可供 50
万户居民日常用电。据了解，一、二期
可处理全成都约 30%的生活垃圾，供电
给 80 多万户居民使用。

零填埋
成都10座环保发电厂

生活垃圾焚烧率将达100%
为基础供电保驾护航

根据《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行动计划（2021—2025
年）》，成都将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实现
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正在建设的万

兴三期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垃圾协同焚
烧处置单体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天能
够处理 5100 吨生活垃圾，可发近 400
万度电，能够供近 100 万户家庭日常使
用。届时，加上成都已有的 9 座垃圾焚
烧环保发电厂：九江、祥福、万兴一期、
隆丰、金堂、万兴二期、宝林、简阳、邓
双发电厂，成都市生活垃圾焚烧率将
达 100%，生活垃圾零填埋的目标可完
全实现。

相较于填埋和简单的露天垃圾焚
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有何优势？目
前，成都市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约有
1.9 万吨，生活垃圾产生呈现快速增长
态势。传统垃圾填埋和露天垃圾焚烧
会产生有害气体，污染大气和土壤，而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采用现代先进的焚
烧工艺技术，按照国家标准建设和运
行，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再转化为电能
输出，节省土地资源、污染控制好、无害
化彻底、减量化程度高、充分实现废物
资源再利用的同时为成都基础供电保
驾护航。

目前，成都已有的 9 座垃圾焚烧环
保 发 电 厂 日 均 总 发 电 量 约 为 700 万
度。待 2025 年万兴三期建成投产后，
届时成都 10 座环保发电厂日均总发电
量预计将达到1100万度。

王柳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蔡宇
受访单位供图

拥有四个轮子的 1 号机器人“大平”
（四轮激光地面整平机器人），在刚刚浇筑
了混凝土的地面上，用类似摊葱油煎饼时
使用的“推子”，把地面推平；2号机器人“小
平”（履带抹平机器人），则在已经初凝后的
混凝土地面上，进一步进行平整作业⋯⋯
这是记者昨日在鹭湾数字新经济科创园

（工业用房及配套）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的。
作为全国首批智能建造试点城市之一

的成都市，正在加快智能建造的推广应用。
记者在成都市白鹭湾数字新经济科创

园（工业用房及配套）施工现场看到，在1号
楼C楼，两个机器人——“大平”“小平”正铆
足劲地作业。“两款机器人的主要功能都是

对地面进行高
精 度 找 平 施
工。从工序顺
序来看，一款应
用在混凝土浇
筑后，一款是在
混凝土初凝后
使用。”五冶建
筑工业化与智
能建造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副
主任冯波向记

者介绍。
记者在现场看到，两款机器人看上去

像加大版的遥控汽车，在技术人员的遥控
下，“乖乖地”进行着作业。不远处的激光
测量仪器通过红外线发射器，将施工精度
控制在毫米级。

“两款机器人都使用电池驱动作为能
源，节能环保，操作简单，可以最大限度保
证施工后地面的平整度，减少人工施工的
误差，同时让地面密实均匀，还可以大大提
高施工效率。”冯波表示。

“建造机器人只是项目智能建造应用
的一部分。”中国五冶集团项目现场负责人
李代建表示，作为全市 12 个智能建造示范
项目之一，该项目以数字设计、智能制造、
智能建造、智慧运维四大板块，构成全生命
周期的智能化应用。

在项目的数字指挥中心，李代建介绍了
整个项目的智能化应用——在设计上，BIM

（建筑信息模型）协同实现“一模到底”理念，
奠定建造全过程数字化应用基础；智能化生
产部品部件，协同发展建筑工业化与智能
化；施工过程中通过深度应用智慧管理平
台，促进施工管理精准高效；在运维阶段，则
通过应用智能化管控平台，实现高效管理。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袁弘 文/图

飞机平均每天减少滑行上百公里，
享受廊桥服务旅客每天增加数千人——
这样的变化，源于一项全国首创的创新
系统运用。5 月 20 日，记者从民航二所
获悉，民航二所联合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研制的“智慧资源管家”日前亮相天府国
际机场。该系统为天府国际机场航班增
量运营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让机场运
营更加高效、旅客出行更加便利。

作为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的主枢纽机
场和服务成渝城市群的核心机场，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自投运以来越来越繁忙，
2022年实现旅客吞吐量超过1327.6万人
次，为全国唯一新进阶千万级的机场。
今年 3 月下旬，成都的部分国内客运航
班和所有国际客运航班转场至天府机场
运营，机场航班量再次增多。

面对航班量增加，如何进一步提高
机场运营效率、提升旅客出行服务？民
航二所旗下民航成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与天府机场分公司运行控制中心、信息
服务部合作，联合研制出新一代智能资
源分配系统，以科学计算代替经验决策，
以自动化运行代替人工操作，为航班增
量服务保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据民航二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系
统集合业务智慧与专业知识，将业务规

则引擎、仿真推演预测模型与智能算法
相结合，可实现机位、远机位登机口、进
港行李转盘全自动分配。经过数次测试
和训练，其结果与业务专家设计的资源
分配评价体系高度匹配。

据介绍，在没有这类系统之前，资源
运行方案的制订只能依靠人工经验，并
在实际运行中不断验证、调整优化方案
措施，往往需要数月才能确定最高效的
运行策略。现在，最新的智能资源分配
系统首次实现了仿真推演，还推演过大
面积航班延误、备降等极端情况导致机
坪容量超限的资源分配情况。

有了这套智能资源分配系统，能使航
空器平均滑行距离缩短8.42%，滑行时间缩
短6.84%。按照天府国际机场目前航班量
计算，日均累计减少航空器滑行距离112
公里，缩短滑行时间240分钟，也相应降低
航空器和车辆燃油、电力等资源消耗。

据统计，智能资源分配系统从试运
行到全面上线的半年间，天府国际机场
全天机位调整率降低 76%，靠桥率提升
2%。按照天府机场今年的航班量测算，
全年享受廊桥服务的旅客人数将在原有
基础上增加约120万人次。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富
受访单位供图

主打都是又好又快

变万吨生活垃圾
为数百万度电量

座环保发电厂

开栏语
5 月 13 日，成都已经正式入夏。迎峰度夏，成都电

力供需形势怎样？成都如何保障电力供给？近日，记
者前往成都市多个发电厂的生产一线和电站建设现
场，带回详实的现场报道。

首创机场“智慧管家”
全天机位调整率降低76%

建造机器人来啦
施工精度控制在毫米级

在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近旁，被群山环抱的成都市长安

静脉产业园内，一片蓝白相间的建筑格外显眼。这是成都万兴

环保发电厂一期和二期。一旁，亚洲最大垃圾协同焚烧处置单

体项目——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三期项目（以下简称“万兴三

期”）正在建设。不远的未来，该项目建成投产后，万兴一、二、

三期合计每天能将1.05万吨生活垃圾“变”成600多万度电量，

满足成都近200万户家庭日常使用所需。

目前，成都已有的9座垃圾焚烧环保发电厂：九江、祥福、万

兴一期、隆丰、金堂、万兴二期、宝林、简阳、邓双环保发电厂，日

均总发电量约为700万度。待2025年万兴三期建成投产后，届

时成都10座环保发电厂日均总发电量预计将达到1100万度。

本报制图 申娟子

全国首创的智能资源分配系统在天府国际机场运行

5 月 21 日，以“大运最
成都”为主题的“外籍人
士·家在成都”交流活动
在蜀锦织绣博物馆、清源
社区举行。本次活动由
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主办、成都市对外文化交
流中心承办。在活动中，
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孟
加拉国的在蓉外籍人士
与成都市青少年一起，参
观蜀锦织绣博物馆，拜访
大运会奖牌绶带设计师
胡光俊，体验蜀锦蜀绣技
艺，了解大运会奖牌“蓉
光”背后的蜀锦故事，同
时致敬最美大运人。

外 籍 人 士 与 成 都 青
少年们参观了蜀锦织绣
博物馆，从丝绸起源、历
代蜀锦、刺绣历史、织机
沿革、蜀锦技艺等多个方
面，纵览成都千年发展历
史脉络。大家随后来到
清源社区，近距离体验了
蜀锦蜀绣技艺，了解了蜀
锦蜀绣如何融入到成都
人的日常生活。现场，在
蓉外籍人士与青少年还
在社区居民的指导下，认
真学习蜀绣针法，一针一
线勾勒出大运会标识。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
让在蓉外籍人士了解大
运奖牌背后的故事，活动
还特别邀请到了大运会
奖牌绶带设计师、蜀锦工
艺大师、非遗传承人、成
都古蜀蜀锦研究所所长
胡光俊来到现场，为大家分享“蓉光”
绶带的创作故事。“绶带从设计到制
作历时两年完成，是蜀锦的时尚化呈
现，我们希望通过本届大运会可以让
更多人了解、喜欢上蜀锦，助力非遗
传承发展。”

来自印度的alwin表示，本次活动
非常有意义。“在活动中，我们了解到
了蜀锦和丝绸之路的知识，让我受益
匪浅。我们还体验了蜀绣，感觉非常
棒！”同样来自印度的 sandhra 也赞叹
道：“中国古代人民非常了不起，他们
不仅创造出了织锦机，还生产出如此
精美的蜀锦，太厉害了！”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吴雅婷

在蓉外籍人士拜访大运奖牌绶带设计师

成都万兴环保发电厂一期

四轮激光地面整平机器人“大平”

履带抹平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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