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以赴
拼经济搞建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苟春）9月20
日15时18分，随着最后一片长32米、重
达134吨的T梁稳稳落在新成昆铁路的
燕岗双线大桥桥墩，标志着新成昆铁路
全线T梁架设完成，为其全线贯通打下
了坚实基础。

新成昆铁路又称成昆铁路扩能改造
工程，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建设
项目，是“一带一路”建设中连接南亚、东
南亚国际贸易口岸的重要通道，并行于
既有成昆铁路，全长800余公里，设计时
速160公里。

新成昆铁路采用分段建设、分段开
通的方式，目前仅剩峨眉至冕宁段约
230公里正在建设中，共有桥梁49座，需
架设T梁3174片，由中铁二局、中铁八
局共同承担架设任务。该线路有着架设

线路长、地质条件复杂、环境保护等级高
和线路坡度大等特点。

据中铁八局成昆铁路项目经理部副
经理罗江介绍，峨眉至冕宁段是新成昆

铁路全线难度最大的区段，为加快施工
和架梁进度，设置了燕岗、越西两座制梁
场，梁场采用铁路梁场综合管理系统、铁
路工程线远程视频监控管理系统，对T

梁预制过程、现场施工动态、安全质量及
文明施工做到有效监控。按“施工专业
化、生产工厂化、作业机械化、管理信息
化”的标准化建设要求，开展桥梁预制、
运输、架设工作。针对线路穿越多个自
然保护区、水源保护地，施工单位在两
座制梁场配置污水处理系统，确保施工
废水零排放，并对生活垃圾采取随车携
带、分类处理的方式，做好施工沿线生态
保护。

据了解，新成昆铁路是实施对外开
放战略，增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经贸交
流，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需
要。我国与东南亚、南亚经济上具有良
好的互补性，双边贸易往来快速增长。
新成昆铁路建成后，将与泛亚铁路共同
构成中缅、中越和中老国际铁路通道，对
加强我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贸易交
流，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具
有重要作用。该线路通车后，成都至昆
明的时间将由现在的19小时缩短至7小
时以内，同时凉山沿线的居民出行条件
将大大改善。

9月20日，新成昆铁路全线T梁架设完成。成昆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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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记者从成兰铁路有限责
任公司获悉，当日13时58分，随着最后
一片长32米、重148吨的T型梁稳稳落
在川主寺3号桥桥墩，标志着成都至兰
州铁路成都至川主寺（黄胜关）段（以下
简称成兰铁路成川段）高原区段T梁全
部架设完成，为成兰铁路全线贯通打下
了坚实基础。

线路穿越多个自然保护区

成兰铁路成川段位于四川境内，项
目在成都青白江站与既有宝成线接轨，
经德阳、绵阳至阿坝，在黄胜关与拟建成
都至西宁铁路接轨，设计时速200公里，
线路全长约275.8公里。

成兰铁路成川段高原区段即松潘至
黄胜关区间，全长39公里，包含桥梁21
座，线路最大坡度 17‰，需架设 T 梁
1346片。该段线路海拔平均在3000米
以上，属高原高寒地区，线路穿越黄龙国

家级风景名胜区、千佛山、宝顶沟等多处
自然保护区。同时，地质条件具有“四极
三高”的显著特点，即地形切割极为强
烈、构造条件极为复杂活跃、岩性条件极
为软弱破碎、汶川地震效应极为显著；高
地壳应力、高地震烈度、高地质灾害风
险，给架梁施工带来极大考验。

隧道工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据施工单位中铁八局成兰铁路工程
指挥部经理张华介绍，高原空气稀薄，缺
氧严重，作业人员工作效率降低；其次高
原气候条件恶劣，昼夜温差大，强对流天
气多发，雨雪天气频繁，对T梁的运输和
架设是一个巨大挑战。同时，成兰铁路
高原段以长大隧道群居多，隧道内作业
空间狭长，作业环境差，需要克服隧道通
信、通风、有毒有害气体检测、长大坡道
运输等诸多困难。为此，项目部制定高
原架梁施工专项方案，针对性采取安全
质量保证措施，加强气象监测预警，控制
运梁车车速，细化架梁工艺，全程视频监
控作业，并在运梁车上配置氧气瓶、气体
检测仪、雨具、常用药品等，将每一个运
梁车变成移动的“补给站”，为高原区段
施工提供了坚强保障。

为加快施工进度，成兰铁路成川段

设立了什邡、松潘两个制梁场。其中，松
潘制梁场位于松潘县青云镇境内，毗邻
九寨沟、黄龙、牟尼沟等多个自然保护区
和水源保护地，中铁八局严格制定并落
实环水保措施，在制梁场配置污水处理
系统，确保施工废水零排放，并对各铺架
工点、桥机班生活垃圾采取随车携带、分
类处理的方式，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成
兰”的环保施工理念。

截至目前，成兰铁路成川段隧道工
程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站房、站后等工程
正按施组节点有序推进。

成兰铁路建成通车后，将结束川西
北地区没有铁路的历史，与既有宝成铁
路、兰渝铁路及川藏铁路、成西铁路共同
形成连通西北与西南及华南沿海的干线
铁路通道，对于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协调
发展、实现民族地区团结进步，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苟春

成兰铁路成川段高原区段T型梁架
设现场。 成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供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马梦飞）9月19
日，四川发往荷兰、英国、德国、丹麦等
12个欧洲国家的邮件，在成都双流国际
邮件互换局完成海关监管后，顺利装车
驶向成都铁路口岸，并将搭载中欧班列
（成都）WE454L列车出境，这标志着我
省首发中欧班列（成都-马拉舍维奇）铁
路运邮正式启动。

四川邮政口岸是我省重要的对外开
放平台，每天数以万计的国际邮政快件
从这里进出境，走向世界各地，走进千家
万户。但近年来，受疫情持续影响，国际
航空邮路严重受阻，运能大幅下滑，难以
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寄递物流紧迫需
要。对此，成都海关、四川邮政公司积极
响应四川省委省政府“四向拓展，全域开
放”战略，危中寻机，创新突破，着力提升
邮政口岸枢纽能级。

据悉，本次铁路运邮将从新疆霍尔
果斯口岸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
白俄罗斯，预计20天后抵达波兰马拉舍
维奇，再由波兰邮政中转至欧洲各国邮
政。该专线出口邮件主要为生活用品、
饰品、置物架以及四川特产零食等货物。

“首发铁路运邮成功启运，通过‘中
欧班列+国际邮件’的融合创新，将极大
拓宽国际邮路，赋能邮政口岸，从根本上
改变我省国际寄递业务发展格局。”成都
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宋宇说。

四川邮政国际公司负责人表示，针对
传统航空邮路运费过高、运能不足的问
题，四川邮政国际公司加大对境外铁路运
邮线路的探索力度。中欧班列（成都）铁
路运邮的首发，必将实现疫情期间国际寄
递渠道破局，为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和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发往欧洲的邮件进入待查验区。

首批邮件发往欧洲12个国家

中欧班列（成都）铁路运邮专线首发

成兰铁路成川段高原区段完成架梁

新成昆铁路全线架梁完成
为全线贯通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