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川藏第一桥——雅康高速泸定大渡河大桥。

高速公路
总里程8140公里居西部第一

早在1300年前，诗人李白就
道出了巴蜀山道的崎岖艰险，要在
连峰绝壁上修路，可谓难上加难。
直到1933年，西南第一条现代公
路才在成渝间铺开，这条坑坑洼洼
的碎石路，汽车走一趟要两三天。

一个甲子后，成渝陆路交通迎
来升级，1995年，四川首条高速公
路成渝高速通车。之后，四川高速
路网由成都平原延伸至川西、川
东、川北高原山地，一条条“天路”
蜿蜒展开。

2012 年通车的雅西高速，线
路展布在崇山峻岭之间，被誉为

“云端高速”；6年后，雅康高速开
通，结束了甘孜州不通高速的历
史；2020年底汶马高速全线通车，
86.5%的桥隧比再次刷新人们对
超级工程的认知……

截至2020年底，四川公路总
里程达39.4万公里，居全国第一。
其中，高速公路建成总里程8140
公里，居西部第一、全国第三，建成
高速公路出川通道24个；普通国
省干线建成3.9万公里，农村公路
总里程34.7万公里，实现“乡乡通
油路、村村通硬化路”。

在今天的四川大地上，高速公
路网的骨架基本形成，国省干线路
网不断提档升级，农村公路密似蛛
网，人便于行、货畅其流。

超级工程
创造多项世界“第一”
伴随着“天路”的诞生，“超级

工程”不断涌现，这些工程大多有
相同的缔造者——四川省公路规
划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四川公路设计院”）。
从上世纪50年代川藏公路测

设开始，四川公路设计院几代人肩
负着改变“蜀道难”的使命，累计完
成 6 万多公里普通公路、5000 多
公里高速公路、400 余座大型桥
梁、600 余座公路隧道的勘察设
计，并在山区公路、桥梁、隧道、抗
震减灾、试验检测等五个方面勠力
创新，创造多项世界“第一”。

拥有世界第一长隧道锚的泸
定大渡河特大桥、世界最大跨石拱
桥丰都九溪沟石拱桥、世界第一座
最长全钢管混凝土桁架桥干海子
大桥、世界高海拔特长公路“第一
隧”雀儿山隧道、世界最大跨径钢
管混凝土拱桥合江长江一桥……
四川公路设计院设计的超级工程
闻名海内外。

此外，该院以汶川、芦山等大
地震现场震害调查分析为基础，形
成了高烈度地震山区公路抗震设
计的成套关键技术；打造了集科研、
试验、检测于一体的具有国内先进
水平的科研试验基地，建成了集“国
家、行业、省”多个梯次的科研平台。

荣誉接踵而来，四川公路设计
院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国际桥梁
大会（IBC）“乔治·理查德森奖”和

“古斯塔夫·林德撒尔奖”等国内外
奖项 500 余项；“寻路人”初心未
改，他们紧跟时代脉搏设计精品工
程，为蜀道不断畅通贡献力量。

水运畅通
治急流险滩通航建港
川江浩荡、水运磅礴，水运很早

便是四川对外沟通的主要方式。
城因水兴，水为城用，推动四川形成
了城镇沿江河分布的空间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对长江大
渡口至江津蓝家沱航道进行全面整
治，建设渠江舵石鼓、南阳滩、凉滩等
航运枢纽，建成乐山王浩儿大件码
头、泸州天然气化工厂尿素码头，全
省70%的木船实现了运输机械化。

改革开放后，交通运输部和四川
省相继投入资金重点对长江、金沙
江、岷江、乌江等进行整治，开展渠
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水运枢纽建

设，渠化航道，通航条件大大改善。
进入新世纪，四川水运发展取

得重大突破。嘉陵江渠化工程是
我国第一个内河全线渠化工程，形
成600余公里四级航道，千吨级船
队可从广元、南充直抵重庆、上海；
泸州港已具备百万标箱生产能力，
实现铁公水联运；宜宾港志城作业
区已具备滚装、重大件、集装箱装
卸运输能力；南充港都京、广元港、
广安港主要作业区均已投运。

截至2020年底，全省通航河
流 176 条，通航里程 10817 公里，
居西部首位；基本形成以长江、岷
江、嘉陵江、金沙江、渠江为骨干，
沱江、涪江为补充的航道体系，建
成泸州、宜宾、乐山、南充、广元、广
安港等6大港口枢纽。

深耕细作
解决山区航道众多技术难题

与公路发展相似，四川水运发
展也离不开幕后设计师——四川省
交通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四川交通设计院”）。

四川交通设计院始建于1957
年，从航道工程队逐步发展成为

“国内内河水运第一院”。64 年
来，该院几代内河人在山区内河航
道设计上深耕细作，积累了丰富的
实践经验，解决了国内山区航道众
多关键技术难题，总结出版的《渠
化工程》是指导全国山区河流渠化
开发重要教材。

该院设计的泸州港多用途码
头，是全国内河第一个铁路直通码头
的集装箱港口；南充港河西作业区化
工专用码头是四川建设的第一个大
型专业化工码头，也是嘉陵江干流建
设的第一个大型综合性化工专用码
头；宜宾港志城作业区散货泊位工
程，是长江上游建设的第一个大型
专业化直立式散货码头；岷江犍为
航电枢纽工程船闸工程是西南地区
目前最大规模船闸……一个个振奋
人心、利在千秋的精品工程正在四川
交通设计院绘制的蓝图中一一实现。

（四川省公路规划勘察研究院
有限公司、四川省交通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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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代四川交通人接续奋斗

“天路”展布巴蜀大地

100 年前的四川，“北走秦
凤，有铁山剑门之雄；东下荆
襄，有瞿塘滟滪之险；南通六
诏，有泸水大峨之奇；西控吐
蕃，有石门崆峒之障。”“蜀道之
难，难于上青天”是巴蜀大地的

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十

年，四川交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路网密布，航道纵横。全
省公路总里程达39.4万公里，居
全国第一；内河水运通航里程

10817公里，居西部之首。以高
速公路、普通干线公路、长江干
支流航道为骨架的综合交通网
初步形成。

100年沧海桑田，四川交通
地理正在发生历史性根本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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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