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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同日首发中老国际货运班列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邹阿江）12月4

日，搭载轻型商用货车、坚果、摩托车配
件、化工品等产品的中老铁路（成渝-万
象）国际货运班列，分别从成都国际铁路
港和重庆国际枢纽园区始发。货运班列
将途经云南，最快3天到达老挝首都万象。

当天，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

也开出首趟中老国际班列，成都双流综
合保税区园区内的企业在家门口就能搭
上国际班列，直通东南亚腹地。

中老铁路于12月3日全线开通运营，
全长1035公里，线路北起昆明，过中国磨
憨铁路口岸和老挝磨丁铁路口岸，进入
老挝北部地区，最后到达老挝首都万象。

此次出口老挝的产品有来自成都市
青白江区本地企业重汽成商生产的轻型
商用货车，以前只能依靠公路从成都运
至万象，全程约2000公里，用时约10
天。“相较于传统公路运输方式，选择铁
路运输节省了大量人力和时间成本。”重
汽成商党委副书记吴坤生说。

和疫情“抢”时间
6个月铺架27座大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12月3

日，中老铁路全线通车运营。该铁路
全长1035公里，贯通隧道167座、建成
桥梁301座，桥隧比高达82.9%。其
中，27座桥梁是由中铁八局二公司承
建，其中包括了全线施工难度最大、技
术最复杂的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最严
峻的时候，我们开始了桥梁架梁施
工。”中铁八局二公司中老铁路铺架分
部经理罗江说。

那时正值2020年春节期间，疫情
在全球暴发的消息传到了中老铁路建
设一线。项目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
从封闭消杀到技术交底、从核酸检测
到安全巡查、从复工隔离到方案研讨，
进行了全面部署，铺架施工进度也逐
步赶上了预期节点。

2020年3月23日凌晨6点，第一片
T梁稳稳落在班东中桥上，中老铁路
建设进入全面提速阶段；2020年4月
23日，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琅勃拉邦
湄公河特大桥28跨T梁完成架设，为
铁路开通奠定了坚实基础；2020年11
月13日，最后一片T梁精准落位在会
协村大桥上，标志着中老铁路磨万Ⅲ
标梁铺架任务全部完成。

据悉，中老铁路磨万Ⅲ标27座桥
梁共有244.5孔T梁架设任务，累计
运、架里程超过4.8万米，运架梁施工
需要通过3公里以上特大隧道共计4
座，两次跨越宽广的湄公河。

“受疫情影响，整个架梁有效作业
时间仅有6个月，我们通过有序安排人
员复工、合理倒排工期，克服了运输及
铺架里程长、施工周期短、安全风险高
等重大困难，将丢失的时间‘抢’了回
来。”罗江说。

12月3日，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
营。这条铁路连接中国昆明和老挝万
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它的通车，让
老挝迈入铁路运输时代，从“陆锁国”变
为“陆联国”，对老挝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

历时5年建造的中老铁路，在两国
建交60周年之际正式通车，让其备受关
注。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这条线路
从勘察设计、施工建设到后期检测，都
能看到“四川烙印”。

中铁二院勘察设计
走遍中老铁路沿线

推动全线采用中国标准

中南半岛六国，老挝是唯一的“陆
锁国”，全境23.68万平方公里，80%为
山地和高原。“地势北高南低，且多被森
林覆盖，其中川圹高原海拔2000-2800
米。”5年多来，中铁二院总工程师谢毅
走遍了中老铁路沿线，当地的地形数据
早已烂熟于心。

2010年，被任命为中老铁路设计总
体后，谢毅首次到老挝考察，第一印象
是“多山缺路，交通极度不发达”。不过
他还是满怀信心，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
开始，中铁二院就已开始着手中老铁路
前期勘察设计工作，扎实的技术储备为
后来中老铁路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基
础。

“作为勘察设计者，我们就是要开
拓，做好让项目从无到有的所有准备。”
谢毅说。2010年-2015年，中铁二院地
勘、测绘人员前往中老铁路沿线，穿越
热带雨林、无人区，克服种种自然和气
候困难，成功完成了线路区域详细地质
勘察资料。这些研究为推动中老铁路
全部采用中国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建
设发挥了关键作用。

获取充足的地质资料后，中铁二院
通过减灾选线理论与方法，优选出符合
功能需求、安全可靠、经济合理的线路
方案。

随着中老铁路的通车，纸上图案蜿
蜒在中老两国大地，一座座高桥长隧，
已然成为一道道靓丽风景。

中铁八局参与建设
将“中国答案”带到国外
破解诸多施工难题

2016年12月25日，中老铁路开工
建设。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标段之一
同样由一家在川央企——中铁八局承
建。

该标段位于老挝乌多姆赛省和琅
勃拉邦省境内，线路全长59.209公里，
两次跨越湄公河，穿越湄公半岛无人
区，3次上跨13号公路，桥隧比高达
82.9%。

如何让桥梁基础在水流湍急的河
床裸露岩层上生根？这是中铁八局Ⅲ标
三分部在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建设
中遭遇的第一道难题。

琅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横跨湄公
河，全长1458.9米，大桥20号至24号5个
主墩位于琅勃拉邦湄公河中，最大水深
达30米。为保证施工的正常推进，需搭
建长度为600米的钢栈桥作为施工平台
和物资运输通道。搭设栈桥的重难点
在于螺旋钢管锚固，迄今为止，国内在
相关领域尚无成熟经验可借鉴。

为了实现技术突破，中铁八局Ⅲ标
三分部迅速成立了科技攻关小组，通过
反复探究、论证，最终确定了“冲击钻引
孔，灌注水下砼，振动锤插打钢管桩锚
固”的施工方案，保证栈桥螺旋钢管固
结牢靠。

此外，在福格村隧道、T梁制作等施
工环节，当地复杂的地质、气候条件也

给施工带来了困难。针对特殊的地质
环境，中铁八局大力开展科技创新和技
术攻关活动，将“中国答案”带到“外国
考场”，破解了诸多施工难题。

中铁西南院担当检测
当质量和标准的“把关人”

搭建中老友谊之路

一条铁路在正式开通前，沿线每一
座桥梁、隧道都要经过严密的检测把
关。中老铁路质量和标准的“把关人”，
依然是一家川企——中铁科研院所属
西南院。

自2016年参建中老铁路以来，中铁
西南院承担了全线32座隧道的二衬、抗
滑桩检测，50座桥梁的桩基及路基地基
处理、路基挡墙等工程检测，19座隧道
的超前地质预报及咨询工作。

老挝属热带雨林气候，每年4月-10
月为雨季，洪水、滑坡、崩塌多发。检测人
员每一次外出作业，都有遇见灾害的风
险。

2019年6月，项目人员前往老挝班
萨诺检测桥梁桩基，车辆和人员在搭乘
轮渡过河时突遇暴风，风速达7级。因
风力过大，船上固定检测车的钢丝绳松
动，车子向后滑行。技术员见状死死拉
住钢丝绳，并用工具卡在车轮下。

然而，仅靠几人之力，无法控制住
几吨重的汽车。眼看车子将滑入湄公
河，几名老挝船员马上赶来一同拉住绳
索。短短几分钟，有的船员手掌开始渗
出鲜血，但是他们咬紧牙关，与中国技
术人员一道保持固定位置和姿势，一直
到轮渡安全靠岸。

在整个检测过程中，项目人员几次
遇到类似险情，都在老挝人民的帮助下
成功化解。同样，项目人员也积极参与
两国大学文化交流、“春苗行动”疫情防
控、老挝灾区捐款、助学贫困学生等活
动，用实际行动与当地建立了深厚的友
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测绘人员在热带雨林进行测绘。
中铁二院供图

完成架梁的班那汉跨湄公河特大
桥。 中铁八局供图

从勘察设计、施工建设到后期检测

中老铁路刻满“四川烙印”

12月4日，从成都国际铁路港发出的中老铁路（成渝—万象）国际货运班列行驶在铁路上（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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