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桥梁建设 20世纪 70年代以
前看欧美，90 年代看日本，21 世纪看
中国。

日本桥梁专家、国际桥梁与结构
工程协会前主席伊藤学 5 月 20 日参
加同济大学桥梁学科创建 60 周年纪
念讲话中也说道，“大跨度桥梁技术上
世纪先在美国和欧洲，之后在我的国
家日本，在进入本世纪后，中国在质与
量方面都引领了世界。”

的确，当今世界已建成的主跨跨
径最大的前 10 座斜拉桥、悬索桥、拱
桥和梁式桥中，我国分别占有 7 座、4
座、6座和5座。梁桥、拱桥和斜拉桥的
跨径，我国都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悬
索桥的跨径排在世界第 3 位。随着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综合国力的不断
增强，我国进入了世界桥梁建设强国
的行列。

盛世修桥

彰显综合国力

截至2011年底，我国公路桥
梁总计68.9万座，总长3350万延
米，其中特大桥2341座，总长404
万延米；已建和在建主跨400米以
上的大跨度桥梁近百座。

桥梁是一国文化的表征，是一国
综合实力的展示。中国桥梁已完成了
从追赶先进到领跑世界的精彩变身。
中国桥梁不仅代表着交通运输基础设
施建设的最高水平，也成为展示中国
改革开放巨大成就和综合国力的重要
符号。

10年来，我国积极应对来自国内
外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经济保持平稳
较快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2001
年 ，我 国 经 济 总 量 居 世 界 第 6 位 ，
2010年，我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
国的科学研究投入持续增加，使我国
桥梁科研实力大幅提高。

“近10年来我国完成了一批世界
级高难度桥梁建设工程，推动我国由
桥梁大国向桥梁强国迈进。”交通运输
部部长李盛霖指出，以苏通大桥等为
依托形成的千米级斜拉桥建设核心技
术群，成为我国迈向桥梁强国的标志
性工程。

交通运输部总工程师周海涛说：
“近年来我国建成了一批桥梁科研平
台，培育了一大批创新型企业，培养了
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为我国桥梁
建设的跨越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近几年来，围绕桥梁建设的重
大技术需求，我国设立了一批国家
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同时依托桥
梁工程建立了一批工程技术研究机
构。通过参与桥梁建设重大科研项
目，行业重点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已成
为高水平的科研基地。企业创新主体
作用及竞争力大幅提升。通过大型桥
梁工程的建设和科研实践，交通运输
企业的科技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明
显提升，部分龙头企业已经成功进入
国际市场。此外，我国还在桥梁科研
领域培养了一批高学历、高职称，
老、中、青相结合的优秀桥梁技术专
家，培育了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

理、勇于创新的具有世界眼光的高水
平科技创新团队。

综合实力的大幅提升和科研实
力的迅速提高，促进了我国桥梁建设
的跨越式发展。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
三角地区成为新时期桥梁建设新战役
的主战场。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推进，西
部山区崇山峻岭、雪域高原、黄土高坡
这些特殊自然环境地区也开展了大规
模的路桥建设。

自主创新

打造桥梁高地

“走自主创新道路，建设创
新型国家”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
决策。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赞
扬：桥梁建设是我国自主创新的
一面旗帜。

经过上世纪80年代的“学习和追
赶”阶段，90 年代的“提高和创新”阶
段，我国桥梁建设迎来了 21 世纪的

“超越”阶段，我国一举成为世界桥梁
建设的领跑者。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桥
梁建设者攻克了一批核心关键技术，
促进了新型材料和装备的研发，支持
了重点科研基地建设，完善了技术标
准和规范，为促进行业技术进步和产
业升级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丰
富和完善世界桥梁技术宝库作出了巨
大贡献。

桥梁建设核心技术领跑世界。我
国已形成了千米级斜拉桥设计施工成
套技术、跨海特大跨径钢箱梁悬索桥
关键技术、多塔悬索桥设计施工技术、
跨海集群工程建设关键技术，以及大
跨千米级钢桁悬索桥、高墩大跨弯坡
斜桥、大跨钢筋混凝土箱型拱桥、钢管
混凝土组合桥梁技术等。

在新材料研发方面，苏通大桥开发
的1770MPa国产钢缆索技术不仅填补
了国内空白，还进入了《高强度大桥缆
索钢丝用热轧盘条》行业标准，并已向
韩国仁川大桥等供货，具备了较强的国
际竞争力。西堠门大桥开发的高性能镀
锌钢丝、大规格吊索钢丝绳及架设技术
成功应用于美国奥克兰海湾大桥以及
南京长江第四大桥、贵州坝陵河大桥和
湖南矮寨大桥等建设中。

杭州湾跨海大桥自主研发的高
性能运梁车被形象地称作“千脚蜈
蚣”，创新了“梁上运架梁”的世界纪
录；泰州大桥在主缆架设开发使用了
新型索股形状保持器、塔顶索股支撑
滚筒、轨道小车式的上锚系统以及新
型紧缆机等；珠澳大桥采用的大型沉
振设备确保了深海建岛的施工精度。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冯正霖指出，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以港
珠澳大桥等为代表的桥梁建设已经不
再仅仅追求“之最”和“第一”，而是更
加注重质量、安全和耐久性，把建设实
实在在的放心大桥、百年大桥作为新
时期桥梁建设的最高追求。同时，更加
注重桥梁建筑艺术，更加注重桥梁美
学和景观设计，更加重视环境保护以
及与自然的和谐融合。一座座大桥将
成为力与美的综合体现，成为连接现
在与未来的纽带，也将成为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典范。

天堑变通途

造福百姓民生

俯瞰当今的神州大地，一座
座桥梁或屹立于江河湖海之上，
连接经纬纵横的交通大动脉；或
跨越于崇山峻岭之间，架通南来
北往的经济快车道。

桥梁大多扼守公路、铁路的咽喉
要道，把纵横全国的高速公路、铁路大
动脉、农村公路等连接起来，使天堑变
通途，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运输网
络，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2008 年 5 月 1 日，杭州湾跨海大
桥正式通车，日均车流量很快突破 3
万辆，平均不到3秒就有一辆车通过。
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教
授沈玉芳总结，“一座长桥，打通天堑
阻隔，从交通末梢到枢纽，宁波和上海
不再隔海相望，陆路距离缩短 120 公
里；一座长桥，完全改变了长三角的交
通格局，让温州、台州、舟山等地离上
海更近，让南通、镇江等地到宁波更便
捷。一座长桥，促进了被称为世界第六
大城市群的长三角城市群的区域一体
化进程，提升了整体竞争力，为区域经
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连同上海和宁波的杭州湾跨
海大桥之外，东海大桥连起上海和洋
山港，舟山连岛工程将舟山和宁波连
在一起。这些桥将推动上海港和宁
波—舟山港共同打造组合式港口群。
这对促进以上海为中心的世界级特大
型都市圈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城市研究
中心姚士谋教授评价说。

同样是 2008 年通车的苏通大
桥，使南通到上海行车时间缩短为 1
个小时左右，加快了南通和苏中、苏北
地区融入苏南经济板块、接受上海经
济辐射的进程，长三角城市群之间的
同城效应将更加明显。

这一座座大桥连通了一条条公
路、铁路，形成了我国纵贯南北、沟通
东部发达地区高效的交通运输网络，
促进了千里沿海发达地区的蓬勃发
展，更为东部新跨越提供了坚实保障。

同时，我国的主要河流大多呈东
西走向，阻隔了南北之间的人员和物
资往来。随着一条条跨越大江大河的
大桥修通，淮河、黄河、长江、珠江等昔
日的天堑，如今已经变成了条条坦途。
仅仅在长江上，目前已经建设了近 60
座跨江大桥。这些大桥使中国南北紧
密联系在一起，人畅其行、物畅其流，
经济社会发展驶上了快车道。

而在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崇山峻
岭和大河峡谷都成为东西大通道上难
以逾越的一道道天险。近几年来，四
川、重庆、陕西、云南、贵州等西部山区
省份都加快了桥梁建设步伐，一条条
横贯东西的交通大动脉逐渐打通，成
为我国促进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促
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纽带。

一座桥，架起了一条路，沟通了
大江南北，跨越了深山峡谷。随着越来
越多桥梁的建成通车，神州大地将变
得处处是坦途，全国人民也大踏步走
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阳关大道上。

世界首座千米级斜拉桥

——苏通大桥

2008 年建成通车，气势灵动，成为

“长江口上的新地标”。一举在世界上创

造了最大主桥跨径、最高主塔、最长斜拉

索和最深群桩基础 4 项斜拉桥世界纪

录，获得了当今世界桥梁界的最高荣誉

——“乔治·理查德森奖”。（图 1）

世界最长的公路跨海大桥

——杭州湾跨海大桥

2008 年建成通车，其重大价值和优

美身姿被形容为“张弓如满月”。她的

建成有力地促进了长三角经济一体化

进程。她在建设中创造了“梁上运架

梁”、预制箱梁“二次张拉”、柔性防撞等

多项“世界第一”，共获得 250 多项技术

革新成果，形成了 9 大系列自主核心技

术。杭州湾跨海大桥也被誉为我国“海

湾桥梁建设的里程碑”。（图 2）

世 界 上 跨 径 最 大 的 分 体 式 钢 箱

梁悬索桥——舟山西堠门大桥

2007 年建成通车，是舟山大陆连岛

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海特大跨径

钢箱梁悬索桥关键技术研究及工程示

范”研究，解决了海洋环境特大跨径钢

箱梁悬索桥勘察设计、抗风、关键材料、

施工、结构监测、养护管理等重大技术

难题，有力支撑了大桥建设。（图 3）

世界第一拱桥

——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

2009 年建成通车。她创新了轨道

与汽车上下分离运行的双层桥梁的设计

与施工技术，保证了乘客过江时较好的

舒适感。在科技创新支撑下，这座大桥

创造了两项拱桥“世界第一”纪录：全长

1741米、最大跨径 552米。（图 4）

中国第一座千米级峡谷大跨径钢

桁梁悬索桥——贵州坝陵河大桥

2009 年建成通车，她的建成标志着

我国具有了在千米级跨度的山区峡谷

修建桥梁的能力。大桥建设突破了在

山区峡谷架桥的抗风技术、岩溶地区大

型隧道锚关键技术以及施工架设、监控

等技术，为西部地区修建大跨悬索桥积

累了宝贵经验。（图 5）

中国桥梁领跑世界
本报记者 薛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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