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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花坛“骨架”运抵，工人连夜施工，预计 23 日完成主体结构

天安门国庆大花篮开始组装
日前，天安门广场国庆花卉布置工作正式启动。 记者探访发现，为了确保广场中心花坛正处于中轴线上，与国旗旗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连成一条线，从 17 日下午开始，施工人员便进场测

量，通过精确定位后做出标记。
从今日开始，工作人员将陆续安装花盘上的仿真花。 这项工作预计持续三天左右，待到完成时，整体花盘的重量将达到 60 吨左右。

100 吨。
记者看到，为了便于运输，整个花盘被分割成若干部分。形

象地说，就是把一个大圆中间抠出一个小圆，其余部分被分割
成 12等份。 这些构件运到天安门广场后，再重新拼装组合。

据首钢建设钢结构公司重钢分厂调度长艾杰介绍，“早
在两周以前，工人们已经在厂区里模拟了一遍拼装过程，熟
悉了流程。夜里运送到天安门广场后，将继续由这批工人熟
练高效地完成拼装工作，最大限度地节省时间。 ”

值得一提的是，花盘中间“抠出来”的小圆上面，摆放着
不少方向各异的绿色钢管。 这些钢管的朝向和位置是通过
3D 定位技术精确计算出来的。在天安门广场实际施工时，巨
型仿真花直接安插在里面就可以，同样也是为了节省时间。
采用多种手段调控花期
包括自主培育、春季花卉品种
反季节栽培、短日照处理等

记者从北京市花木有限公司获悉，用于天安门广场、长安
街、 公园及各重要景观节点的 80 多个品种、120 余万盆花卉
已经准备完毕。 据了解，为了让数量如此庞大的花卉都能在
国庆期间如约绽放， 花卉生产企业采用多种手段调控花期，
包括自主培育、春季花卉品种反季节栽培、短日照处理等。

据介绍，自主培育是从“基因”上改变花卉形状，让它们
能在特定时间里“主动”开花。 自 2014 年开始，本市陆续推出
自主培育的菊花，今年已经达到 13 种，包括“绚秋星光”（黄

色）和“绚秋莲华”（粉色）、“绚秋凝红（红色）”、“绚秋流光（橙
色）”等。 据介绍，一个新的花卉品种，从育种到应用，至少需
要三年时间。培育优良的种子需要采用不同品种花卉的父本
与母本，反复进行杂交试验，筛选出符合要求的新一代花卉
品种。 自主培育的国产菊花，不需要摘心处理，就能自然分
枝，兼具管理简单和株型漂亮等优点。同时，国产菊花也不再
需要人工干预花期，就能保证国庆节期间自然绽放。

另外，今年还特别进行了“春季花卉品种反季节栽培”的
尝试，这一做法过去很少在国庆花卉布置中应用。 所谓反季
节栽培，相当于让寒带植物在热带生长，这样做主要是考虑
到国庆期间的摆花需求。 北京的春天有很多蓝紫色系的花
卉，但这些花都比较怕热，6 月份以后基本就看不到了。 比如
三色堇、金鱼草等植物，颜色漂亮，但都比较耐寒，正常生长
温度在 15℃到 20℃之间。 若想在国庆期间看到这些植物，必
须熬过炎热的夏季。 为此，就需要搬进温室里栽培，采取降
温、遮阴等方式，为这些植物创造较为凉爽的生长环境。

但是，对于一些花期较晚的植物，比如每年广场摆花大
量使用的一品红等花，就需要采用“短日照处理”的方式，将
花期提前。 夏季培育的时候，把一品红放在大棚里，傍晚五
六点钟，天还没黑，工作人员便用黑色的遮光布把大棚遮盖
起来，让一品红“觉得”仿佛已经是夜晚了。直到第二天七八
点钟，才把遮光布掀开，其实在这之前，天早就亮了。通过这
种方式，一品红接受光照的时间缩短了，就如同提前进入秋
季一样，花期自然就提前了。 / 北京青年报

18 日，天安门广场国庆花卉布置工作正式启动。 17 日深夜，
花坛“骨架”从钢厂运往广场。经过紧张的施工，18 日清晨已经完
成了花篮主体钢结构的拼装工作。 与此同时，120 余万盆国庆花
卉也已准备就绪。 预计 25 日前后完成天安门广场花卉布置工
作。

17 日夜里 10 点左右，四辆装载着中心花坛“骨架”的运输车
从首钢建设钢结构公司重钢分厂驶出，开往天安门广场。 为了保
障运输安全，每辆车的限高不超过 4 米，同时把钢结构板材和车
板牢牢固定住。 到了夜里 11 点半左右，中心花坛“骨架”抵达天
安门广场，深夜 12 点开始安装。 18 日凌晨完成了花篮主体钢结
构的拼装工作。 今年，天安门广场、长安街、公园及各重要景观节
点将使用 80 多个品种、120 余万盆花卉。 记者从北京市花木有限
公司获悉，这些花卉已经准备完毕，可以确保在国庆期间达到最
佳观赏效果。

记者了解到，按照计划，白天将进行花篮篮盘的组装，预计
将于夜里 12 点以前组装完成。 整个过程需要完成拼装、找平、定
位等步骤， 以确保直径接近 12 米的花盘各部分重量分布均匀、
平整。 从今天开始，工作人员将陆续安装花盘上面的仿真花。 这
项工作预计持续三天左右。 等到仿真花全部插制完成，整个花盘
的重量将达到 60 吨左右。在 9 月 22 日至 23 日这段时间里，将会
完成花盘的吊装工作， 这是整个中心花坛制作过程中的最核心
环节。 今年，施工单位准备了两辆 130 吨吊车，确保准确无误地
把花盘吊装到篮体上。

9 月 23 日至 24 日，将视天气情况开展进场摆花工作。 预计
25 日前后完成天安门广场花卉布置工作。此后，花坛将持续陪伴
首都市民到 10 月中旬左右。

揭秘

广场中心花坛先确定“中心点”位置
再据此标记花篮底座等位置

17 日下午 3 点，记者在天安门广场看到，几名工作人员正在
广场地面上画线、“打点”。

什么是“打点”呢？ 原来，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确定中心
花坛“中心点”所处位置，并根据“中心点”，标记出花篮底座、中
心桶等构件的准确位置。 这样，当天夜里工人进场施工时便可以
直接安装。

据介绍，按照要求，从天安门城楼上望去，广场中心花坛应
处于中间位置，也就是天安门广场的中轴线上。 所以中心花坛在
东、西方向上的定位是明确的，把国旗杆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连成
一条线，花坛正好处于在这条线上。

不过，南、北方向的位置会视情况略有调整，要综合考虑立
体花坛的观赏效果、重要活动的景观协调性等。 相关部门进行精
确定位后， 会在定位点上做出标记。 记者当天在天安门广场看
到，花坛“中心点”已在地面上做好了标记符号。 随后，几名身穿
工作服的工作人员利用水平仪、记号笔、盘尺等工具，围绕中心
点“作图”，把其他构件的摆放位置标记出来。

首钢建设钢结构公司重钢分厂调度长艾杰告诉记者，“这一
步骤相当于把施工图画到地面上。 如果到了夜里安装前再设计，
时间就来不及了。 ”

中心花坛骨架总重近 100 吨
直径近 12 米的花盘被分割运输
到达广场后再拼装组合

17 日中午， 记者来到位于通州区西集镇的北京首钢建设钢
结构公司重钢分厂探访， 该公司负责制作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
的“骨架”。

今年天安门广场中心花坛仍沿用花篮造型， 整个花坛高 17
米。从施工层面说，花篮分为上下两部分———花盘和篮体。 其中，
花盘直径达 11.6 米，里面扦插着 300 多支仿真花，花材以牡丹、
玉兰、荷花、月季为主，配以梅、兰、竹、菊等花卉。 最大的仿真花
是一支直径达 3.5 米的牡丹，总重量超过 600 公斤。

另外一部分是篮体，俗称“篮肚”，上面镶嵌有“祝福祖国”、
“欢度国庆”字样，以及“1949—2016”年号。 据了解，今年的篮体
设计还参考了清代画家丁亮光“四季花篮”的画作。

记者在北京首钢建设钢结构公司重钢分厂看到了用来支撑
篮体的钢结构骨架———中心桶和花篮底座。 另外还有花盘、花篮
四周地面上用来摆花用的外围坡架。 这些骨架的总重量达到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