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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向地下要
空间，是节约利用土地资源，解决城市人口、资源、
环境三大危机和缓解城市综合征，实现城市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杭州，有这么一家专业从事地
下空间开发设计与施工的高新技术企业——东通
岩土科技（杭州）有限公司，其预应力型钢组合支撑
和TRD工法等新技术已在工程中得到广泛应用，并
取得了良好效果。

布局地下空间助力城市化

经过40年改革开放粗放式发展，我国已经成为
一个能源消耗大国和污染物排放大国，我国每年要
消耗 30~40亿吨煤，每年的碳排放量达上百亿吨。
而建筑行业又是其中的重灾区，每年制造几十亿吨
的建筑垃圾。“在兼顾发展的同时，必须要走绿色发
展的道路，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此发展绿色施
工技术成为建筑行业最炙手可热的创新方向。

城市化进展的加快，向地下要空间是如今的必
然选择。目前，各大中城市均制定了地下空间开发
利用管理方法，以杭州为例，根据《杭州市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管理办法》，“十二五”期间杭州每年新增
地下空间开发面积不少于 500万平方米。因此，地
下空间开发必然蓬勃发展。

要做好这个潜力巨大的地下空间行业，就要充
分发挥好自己的优势。东通岩土凭借母公司（浙江
东杭控股集团）实力雄厚的产业链上游，其所具有
的强大钢材周转供求能力，为基坑工程的绿色支护
技术提供了强大的资源保障。此外，东通岩土有着
20年的地下工程设计与施工经验，始终致力于地下
工程和地基基础工程。在产学研上，聘请中国工程
院院士龚晓南作为长期高级顾问，并与浙江大学、
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合作

关系，达成了企业长期技术创新的保障。

挑战高能耗实现绿色发展

地下空间开发建设与上部结构建设有着显著
的区别，地下工程建设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尤其是
经济发达、地下空间开发力度高的沿海地区，地下
工程事故频发，严重影响周边环境的安全，因此必
须严格控制地下空间开发所带来的变形和稳定性
问题。东通岩土在汲取传统地下空间建设工艺优
势，分析总结其弱点的基础上，结合国外先进的技
术工艺，研发了一套新型高效绿色支护体系。在新
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过程中，始终秉持“安全第一”

“安全事故零容忍”的宗旨。
作为企业技术带头人，东通岩土的技术总监胡

琦认为，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创新不只是一句
口号，更是企业前进的路引，而且要遵循市场的需
求。”他说道，东通岩土在创新的过程中牢牢把握社
会发展的趋势。在地下空间开发领域，东通岩土向
传统高能耗、高污染的钢筋混凝土工艺发起了挑
战。以新型“型钢构件”作为主要工艺材料。同时
其所有构件可以全部拆除回收，周转至下一个工程
再利用，更好地实现了基坑工程绿色支护体系的工
具化特点。

说起新技术的运用，不得不提的就是密渡桥路
地下停车库。它位于原杭州市政府北门、湖墅南路
和密渡桥路交叉口西北角的绿地下，占地面积约
900平方米，是一个井筒式立体地下停车库。“形象
地说，就是把停车楼‘倒立’过来，深度有 34米。如
果按照每层楼3米的层高，它相当于在地下造了11
层楼高的房子。”胡琦解释，这个停车库的建造，就
是依靠预应力型钢组合支撑技术。

“这个工程使用的是新技术，历时10个月完工，相

比混凝土工期减少一半。最重要的是，工地虽然地处
闹市区，但施工对周边居民无噪音、粉尘污染，非常节
能环保。”胡琦说，整个地下停车库共有114个泊位，地
面还有11个，能有效缓解这个地区的停车压力。

无独有偶。上城区体育中心项目地处钱江新
城，紧靠钱塘江北岸，土质复杂，基坑深度 18米，采
用了三道支撑，TRD做止水围护结构。与混凝土相
比，缩短了一半工期。“这都是新技术带来的福利。”
胡琦说。

做活“地下”大文章

日前，东通岩土凭借高成长性和给社会带来的
良好效应获得了第二届浙江省最具成长性科技型
百强企业称号。自绿色支护体系研发和广泛应用
开始，近三年企业不断持续盈利。胡琦也一直带领
企业技术人员致力于技术的创新发展，现已获得授
权15项发明专利、37项实用新型专利和3项外观设
计专利，数十篇科技论文。

值得一提的是，东通岩土作为主编单位之一，
参与了《渠式切割水泥土连续墙技术规程》和《基坑
工程装配式型钢组合支撑应用技术规程》等规范的
编制，使新型高效绿色支护体系形成了标准化的体
系，也是可复制的体系产品。

东通岩土不追求“天下独一家”，东通人相信
“众人拾柴火焰高”，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地下空间
开发和绿色施工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中来，这样才更
有利于这个领域的蓬勃发展。未来，东通岩土不止
步于基坑围护工程中新技术的研发，也将在地下空
间开发的其他领域不断开拓进取，如垃圾填埋场的
防渗处理、水利河堤的防渗处理、地下综合管廊的
建设、考古发掘的保护工作等等。

本报记者 徐璐璐

东通岩土——做活“地下”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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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爱探险，敢于创新”是陈黎给
自己贴的标签。从只身一人来杭州读书
伊始，到成为海康威视销售总监，再到现

在担任杭州卡艾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一职，在创业创新这条路上，陈黎一直勇
往前行。

创业的种子开始萌芽

2004年，陈黎远离家乡重庆，来到杭
州就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那个时候我
就在想互联网今后会如何发展，会对未
来生活起到怎样的作用。”在大学攻读计
算网络专业的陈黎从那时候就看中了互
联网的未来发展趋势。

父母都是老师的陈黎，从小耳濡目
染书卷气的同时，反而觉得自己更适合
经商。从大学一开始的小打小闹摆摆地
摊，到后来服务于学校学生会外联社团，
开始找学校周边商家拉活动经费。“结果
真的拉到了经费，于是就想，赚钱好像也
并不是那么难。”一次成功为学校活动拉
到了 2万元经费的陈黎就此埋下了创业
的种子。

大三的时候，陈黎交了一个和他一
样有经商头脑、志同道合的温州朋友，两
人将方向瞄准了下沙的学生学车市场。
整个下沙有20万大学生，只有3个驾校，
大学生考驾照的特别多，于是陈黎就结
合自身计算机网络的专业考虑是否可以
拿到驾校的招商做个代理，与朋友一起
搞了一个“下沙驾校咨询室”。

从跑驾校，找校长谈，再到做网站，
业务几乎一气呵成。陈黎回忆，当时还
想了个办法既能减轻学生学车压力，还
能帮助驾校招生：“当时就和驾校谈，大
学生一次性付清3000元的学车费可不可
以分期付款，然后学生会来做担保。”从
一开始发传单的形式来帮助招揽学生，
到亲自写代码做网站，再到每个学校论
坛发链接，整个创业过程很顺利，后来基
本上都是驾校自己找上门。通过学校论
坛和传单，在大四第一学期，他们就替驾
校一下招到了260个学员，这也是陈黎的
第一桶金。

做一名顾问型销售

2008年，陈黎加入到海康威视担任
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通过对产品技术
的了解，他也慢慢地接触了一些客户，
他发现其实做销售也不难。“让客户信
任我是很重要的。第一次自己面对客
户是在嘉兴的一个平安城市项目中，我

从产品技术到销售服务，再到谈价格都
让客户非常满意。”他总结出来，要做一
名顾问型的销售，就是要专业回答客户
的任何问题，这样产品就没有卖不出去
的！

最让陈黎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公司要
做全省的司法监控升级改造的项目。“当
时一个人开着车，具体地点也没有，到很
偏的地方找监狱的地址，到监狱的科技
信息处上门推销服务，再慢慢凭借产品
的优势将省内整个司法监控的硬件后端
全都布局了。”

布局城市智慧停车

如今的陈黎已经从海康威视出来，
开启他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与几个合伙
人一起创办了杭州卡艾视科技有限公
司，布局智慧停车。

为什么会关注城市智慧停车？早在
2012年，深圳做了全国第一个智慧停车
项目，路边一共设立了近3万个路边停车
泊位。当时还在海康威视的陈黎在客户
那里第一次看到电子检测器就被吸引到
了。“深圳智慧停车用到的智能设备是美
国一家公司的微波雷达探测器，当时国
内是没有的。其实智慧停车原理很简
单，将探测器埋在泊位下面，车进来就检
测到有车，车出去就检测到无车。”那时，
拿着这样一个小小却价格不菲的魔法盒
子，陈黎就预测到今后的趋势必将是物
联网，智慧城市已经形成气候，“智慧城
市里面最能够落地的就是衣食住行的
行，也就是交通。”

陈黎将眼光瞄准了地磁探测器，也
就是车位传感器。“停车难是全球的通
病，在中国更严重，买车容易，停车不易，
是一个急需解决的民生问题。”2013年偶
然的一次出差新加坡更是让他加深了要
做智慧停车项目的念头。他发现新加坡
的交通做得很合理，其中就是智慧停车
做得很不错，泊位的预约、泊位的利用率
达到了最大化。

同样在2013年，陈黎遇到了合伙人，
一拍即合一起创建了卡艾视——瞄准了
智慧停车的市场。据了解，全国汽车有
1.6亿辆，而有数据记载的泊位只有6000
多万个，空缺非常大。“我们要做的就是

利用大数据把泊位利用率大大提升，做
智慧停车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地磁车位传感器，就是一个小小的
魔法盒子，一个监测车位上有没有车子
的硬件传感器。但是产品从实验室到成
熟的商品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陈黎
说，他们一共做了三代传感器，现在还在
不断地改良、不断地前行。

“如今我们这个小小的魔法盒子性
能更优化，还在结构设计、电池设计、安
装维护、算法更新上都进行了完善，在西
安、成都、武汉等十几个城市同步做试
点。”让陈黎高兴的是，他的三代产品从
2015年问世到现在已覆盖全国的 10多
个城市，现仍以烈火燃烧的姿势在蔓延
辐射全国的市场。

除了通过与互联网、手机App等应
用深度结合，在智能泊车领域启用业界
主流的最先进的大数据平台和物联网技
术帮助停车场道闸、反向寻车、停车信息
诱导等系统，陈黎的团队还致力于为智
慧交通、智慧建筑、智慧环境等行业用户
提供先进的解决方案和产品。“我们现在
还在开发一款智能地锁，不管是公共泊
车位还是个人泊车位都可以通过简单的
手机App实时监控车位情况，还能进行
车位共享，这不仅是共享经济的趋势，同
时还是提高泊车位利用率的解决办法。”

本报记者徐璐璐

陈黎：为智慧停车提供一只魔法盒

杭州卡艾视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