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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用上新材料新技术

车行至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晴隆县
与普安县交界处，牂牁江宛若一段飘舞着的
碧绸映入眼帘，一道飞虹横跨两岸——建设
中的纳 （雍） 晴 （隆） 高速公路牂牁江大桥
到了。

记者钻进紧贴桥梁主塔而建的施工升降
机，历经近10分钟的“哐啷”声，在忐忑不
安中升至248.1米高的5号墩主塔顶端。移步
施工平台，终于脚踏“实地”，这才敢四下张
望。高，真的是高！从约88层楼高的空中俯
瞰，宽阔的牂牁江如同一条溪流。

又登上两段楼梯，彻底悬空的临时施工
便道“猫道”陡然浮现。踏上“猫道”的一
瞬间，记者恍然体会到，这个给“挂”在两
岸桥梁主塔间的施工便道起的绰号，竟如此
贴切：长达1000多米的施工便道，都是用铁
丝绑扎着钢制面网制成，低头一瞥，便是万
丈深渊，需要猫腰前行。记者鼓足勇气，也
只晃晃悠悠地向前挪了5米远，便匆匆折返。

“这个看起来吓人些罢了，安全绳一系，
干活就是咯。”贵州公路集团纳晴 15 标项目
副经理罗德胜告诉记者，作为千米级悬索
桥，牂牁江大桥带来的工作挑战不仅在于施
工高度，更在于建设难度。

“在难题解决的背后，是我们建设者的智
慧与汗水，是孜孜不倦的自主创新。”罗德胜
很是自豪。

千米一跨，又要重载，大桥的钢缆必须
兼顾“坚实”与“韧性”，既能承受多辆汽
车高速通行的重压，又要避免跨度过大造成
变形。

为此，大桥主缆专门采用锌铝稀土合金
镀层主缆钢丝新材料，替代传统的锌铝合金
材料，突破了悬索桥主缆用高强钢丝的关键
技术瓶颈。“钢缆上的钢丝连起来，总长达
6.91万公里，可绕地球赤道一圈多。”罗德胜
表示，新材料具有更优越的耐腐蚀性和抗疲
劳性，其各项检测指标均高于现行国家和行
业标准。

桥要“跨得稳”，桥墩先要“立得住”！
面对温差、地形以及风场等不利因素，项目
急需探索新的替代方案，规避传统桥墩横梁
施工中，混凝土浇筑支架搭设耗时长、用材
量大、危险系数较高等难题。

最终，建设者经过反复探讨、模拟、测

试，用2米×4米的特制贝雷片支架系统替代
传统321型贝雷片+落地钢管支架系统，将承
载能力提高2.5倍，创造出国内山区悬索桥大
跨度横梁现浇施工无需落地钢管支架的先例。

“牂牁江大桥建成后，两岸路程将由现在
的1小时缩短为1分钟，真正做到‘天堑变通
途’，有效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罗德胜介绍。

在六盘水中寨苗族彝族布依族乡的阿志
河畔，两座桥墩笔直地耸立在 V 型峡谷岸
上，这是记者此行的第二个目的地——建设
中的纳 （雍） 晴 （隆） 高速公路乌蒙山大
桥。只见大型机械阵阵轰鸣，工程车辆往来
穿梭，工人们正在进行钢桁架拼装，施工现
场一片热火朝天景象。

“结合地形、地质条件等实际情况，大桥
主拱圈采用的是钢桁—混凝土组合结构，这
种结构在世界拱桥建设上是首次采用。”贵州
公路集团纳晴 12 标项目总工程师宗卫介绍，
相比于常规混凝土拱桥，钢桁—混凝土组合
拱桥减轻自重 27%，桥梁整体结构也变得更
稳定更安全。

“作为世界首座大跨度装配化钢桁—混凝
土组合拱桥，施工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循，
这要求我们必须自主探索许多新工艺。”宗卫
举例说，为解决缆吊系统主锚碇滑道安装精
度问题，项目部组织技术人员、施工人员不
分昼夜地开会讨论，在得出切实可行的安装
方案和测量方案后，又通过反复调整，终于
将滑道安装精度控制在1毫米以内。

建造世界级桥梁，不仅要追求技术创
新，还要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施工过程
中，乌蒙山大桥项目融合绿色施工技术，将
边坡坡度控制到 1∶0.1，降低了拱座开挖
量，进而降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据介绍，乌蒙山大桥预计于 2024 年 7 月
通车，它的建成将丰富中国200米至400米跨
径的桥梁结构类型。

“桥梁博物馆”囊括众多桥型

不只参观了在建桥梁，记者这次来贵州
看桥，还实地感受了已通车大桥的壮美风采。

午后时分，从乌蒙山大桥项目现场出
发，朝东南方车行约 1 小时，就抵达了位于
安顺市的坝陵河大桥。朦胧雨雾掩映下，大
桥如卧龙般横跨在坝陵河谷之上，只看一眼
就令人难以忘怀。

跟随指引，记者乘坐电梯登上坝陵河大
桥的东岸主塔，再爬上两段一人宽的铁梯，
就到了桥面正下方的观光缆道。行走其间，
山风挟带着飘洒的雨滴拂过记者面颊，吹来
属于山野的独特气息。头顶不断传来汽车疾
驰而过的轰隆声，与悬空远眺的坝陵河峡谷

美景，无不令人深感震撼。
记者了解到，坝陵河大桥全长 2237 米，

桥高 370 米，建成时为“国内钢桁梁悬索桥
最大跨径”。“2009年建成的坝陵河大桥是一
座里程碑。”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许湘
华表示，它提高了贵州乃至全国山区桥梁建
设水平。

是否加速架桥修路进程，以前贵州一直
在两难间徘徊。

“贵州修一条二级公路的造价水平是每
公里 800万元，是相邻省份的 2倍。”提出打
造“高速平原”计划之初，许多人认为，对
于自然条件差、经济底子薄的贵州来说，这
简直是天方夜谭。“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
支撑的省份，如果路都不修、桥都不建，那
肯定发展不起来。”贵州省公路局副局长阮
有力说。

关键时刻，来自中央的支持让贵州坚定
了信念。2012年出台的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
见》指出，“由于自然地理等原因，贵州发展
仍存在特殊困难”，强调要“着力加强交通、
水利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全面提升又好又
快发展的基础条件”。

沐浴政策春风的贵州，开启了交通发展
赶超进位的“黄金十年”。在此背景下，贵州
桥梁建设更是突飞猛进，跨度、高度、宽
度、难度不断刷新，桥型包含梁式、拱式、
悬索、斜拉等各种类型，贵州也因此赢得

“桥梁博物馆”的美誉。
贵州这座“桥梁博物馆”有哪些特点？
数量多。截至2022年底，贵州已建和在

建的各类桥梁超过3万座，世界前100座高桥
有近一半在贵州、前 10 座高桥有 4 座在贵
州。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8331公里，将
高速公路连接起来的，是 14230 座高速公路
桥梁，这也意味着平均每过 1 公里高速公
路，就有1.7座桥梁。

种类全。梁桥、拱桥、悬索桥、斜拉桥……
贵州的桥几乎囊括世界现存的所有桥型。其
中，悬索桥以其优越的跨越能力成为贵州在
复杂地质条件下，修建跨越大峡谷特大型桥
梁的首选桥型。

荣誉高。贵州有 4 座桥梁荣获国际桥梁
大会古斯塔夫·林德撒尔奖，该奖项也被誉为
桥梁界的“诺贝尔奖”。其中，位于黔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的平塘大桥，除了荣获古斯塔
夫斯·林德撒尔奖，还获得了国际咨询工程师
联合会全球工程项目杰出奖与国际桥梁与结
构工程协会杰出结构奖两项大奖，是继港珠

澳大桥之后，唯一实现包揽三大奖项的国内
桥梁项目。

而今，以桥梁为纽带的交通基础设施拉
近了贵州与邻近省份、与全国主要经济圈的
时空距离。到2022年底，贵州高速公路出省
通道达 25 个，预计“十四五”末将达到 29
个，贵州正从内陆腹地变为开放高地。

“桥旅融合”铺就发展之路

万桥飞架，托起美好生活。贵州丰富的
人文资源、生态资源等，都在交通问题解决
后，走到台前，显露出巨大价值。

结束桥上观览后，记者来到坝陵河大桥
东岸的坝陵河贵州桥梁科技馆。这是贵州第
一座以桥梁为主题的科技馆，为人们深入了
解贵州这座“桥梁博物馆”打开了窗口。

讲解员王雨说，科技馆面积达6350平方
米，有 14 个展示区，馆内通过桥梁施工动
画、桥梁零部件展示、桥梁模型等方式，集
中讲述了贵州桥梁的建设历史、建设精神和
技术创新。

用飞艇牵引先导索，用全回转全液压桥
面吊机架设钢桁加劲梁，用大体积砼施工工
艺建桥……在科技馆二层，记者看到，一张
张照片、一个个模型，详尽还原了坝陵河大
桥建设者们攻克一连串建设难题的全过程。

“透过馆中的图片、模型和纪录片，我好
像看到了无数路桥人以工地为家，喝山泉、
住山洞、闯难关，创造了中国建桥史上的一
个个奇迹，真的很了不起！”来自北京的游客
黄清海由衷称赞道。

桥梁，既是发展通道，也是绝美风景。
自从贵州桥梁开始受到外界关注，“桥旅融
合”便成为一个热议话题。

近年来，坝陵河大桥与桥梁科技馆“馆
桥合一”，成为集“研学教育、旅游观光”为
一体的中国峡谷大桥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2023年以来，桥梁科技馆已接待研学游团队
17个，总人数超3000人。

与此同时，坝陵河大桥周边的精品民
宿、户外露营等业态也加快发展。

在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蛮寨
村，一栋三层小楼面朝峡谷，镶嵌在半山腰
上，与坝陵河大桥遥遥相对，这便是备受游
客青睐的民宿——匠庐·阅山。在这里云海、

山峰、大桥完美融合，美不胜收。
据了解，旅游旺季，民宿客房几乎每天

都处于满员状态，入住率高达 95%以上，全
年平均入住率也有60%。“开业以来，不少客
人预订房间时都要求能看到坝陵河大桥的壮
观美景，但这需要提前半个月至一个月才能
预订到。”匠庐·阅山店长伍恋说。

匠庐·阅山的“火爆”，令坝陵河大桥的
旅游价值被进一步释放，吸引更多民宿入
驻。现在，蛮寨村形成的民宿集群，正带动
当地村民就业增收。

“我家 1.6 亩土地，以每平方米 200 元的
价格，和民宿开发投资企业签订了为期20年
的合同，一次性收取租金 20 万元。”蛮寨村
村民杨永红告诉记者，她的儿媳妇目前也在
村中一家民宿负责保洁、后勤等工作，每月
工资收入2800元。

若要让“桥旅融合”风景更好，做好配
套服务是关键。

与平塘大桥相伴而生的“天空之桥”服
务区，打破了传统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思维局
限，积极拓展旅游功能。在这里，不仅有传
统服务区常有的“老三样”——停车场、加
油站和餐厅，还有酒店、桥梁科普馆、房车
露营地、观星台等设施，既是高速公路服务
区，也是景区。

“我们这里距离‘中国天眼’仅半个小时
车程，是进入‘中国天眼’的重要通道。”

“天空之桥”服务区区长罗池浩介绍，服务区
有效整合了周边村寨、景区的旅游资源，通
过乡村游聚焦非遗文化、科普游聚焦天眼文
化，打造出集观桥赏桥、天文科普、农业观
光等多业态为一体的旅游路线。目前，服务
区已获评国家3A级景区。

国际山地旅游联盟执行秘书长傅迎春认
为，“十四五”期间，贵州应进一步做好“桥
旅融合”大文章，铺就高质量发展之路。例
如，利用高速公路服务区经济和产业化思
维，对新概念服务区、壮美大桥、旅居营地
等进行规划布局，打造出面向新消费市场的
山地旅游新业态、新产品，实现旅游产业化
与交通产业化共融共赢。

连高山连高山、、越峡谷越峡谷、、跨江河跨江河，，贵州省近年来在千沟万壑上架起座座桥梁贵州省近年来在千沟万壑上架起座座桥梁，，形成了形成了

““高速平原高速平原”，”，记者实地探访记者实地探访————

翻开中国地形图，贵
州省好似被“揉皱”了一

般，满是道道折痕般的山脉。
如今，百万大山已被“熨平”。近日，早

上8点，记者乘车驶离贵州省六盘水市区，一
路南行。车窗外，淅淅沥沥的小雨中，莽莽
群山逶迤起伏，一片片苍翠秀美的山林接连

闪过，车辆始终平稳行驶，没有半点颠簸。
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省瞄准交通建设

短板，率先在中国西部地区实现县县通高速
公路。从“皱”到“平”，“桥”属首功，上
万座桥梁，让高速公路如飞针走线般自由伸
展。截至2022年底，贵州公路桥梁超过2.8万
座，是 1949 年贵州公路桥梁总数 （357 座）
的78.5倍，贵州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桥梁博
物馆”。

6月 8日，记者参加
交 通 运 输 部 新 闻 办 主
办、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协办的2023年
全国交通重大工程宣传采风暨“我到贵州来看
桥”活动，亲身领略了一座座大桥连高山、越峡
谷、跨江河，让贵州实现从“千沟万壑”到“高速
平原”的巨变。

▶▶平塘大桥平塘大桥

▲▲贵州公路集团贵州公路集团
桥梁建设者在开展贝桥梁建设者在开展贝
雷片荷载试验雷片荷载试验。。

▶贵 州 公 路 集
团桥梁建设者在讨
论施工方案。

▶▶贵 州 公 路 集贵 州 公 路 集
团桥梁建设者在讨团桥梁建设者在讨
论施工方案论施工方案。。

（本文图片由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提供）

◀◀乌蒙山大乌蒙山大
桥桥梁预制场桥桥梁预制场

▼坝陵河大桥▼坝陵河大桥

“我到贵州来看桥”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乐艺刘乐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