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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起嘉兴市海盐郑家埭，
止于宁波市慈溪水路，全
长36公里，全桥混凝土总
量达245万立方米，相当
于再造8个国家大剧院；
用钢量达到82万吨，
可建7个鸟巢。

大桥建设获得250多项技
术革新成果，形成了9大
系列自主核心技术，5项
创新成果填补了世界建
桥史的空白，书写了我国
桥梁建造史上的一
个奇迹。

十四年一晃而过，杭州
湾两岸曾经的滩涂与芦
苇 荡 被 林 立 的 高 楼 取
代。截至目前，杭州湾
跨海大桥已通行各类车
辆1.9亿辆。

本版采写：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邵萌 见习记者冯锐

海上长虹杭州湾跨海大桥

中国从桥梁大国迈向

记者手记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中国
从‘桥梁大国’迈向‘桥梁强国’
的一个起点。”对于这座与自己
相互成就的大桥，吕忠达这样
评价。

2008年5月1日，杭州湾跨
海大桥建成通车。当天下午，
吕忠达受邀在大桥海中平台直
播。然而，当他吃完午饭到达
现场时，大桥两头的车辆已排
起了长队，现场人头攒动。“大
家都想先睹为快，人太多了，我
实在上不去。”他说，“最后是乘
直升机飞上去的。海中平台主
要定位是应急救援，所以上面
有停机坪，想不到是我第一个
用上。”提起这件事，他既开心
又无奈。

那天活动让吕忠达有很大
的触动。桥梁建设是一个国家
综合国力的体现，是交通运输
体系的重要部分。曾几何时，
架起一座座跨越江河湖海的大
桥，是许多中国人的夙愿，而这
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中国成
为‘桥梁强国’，是每个桥梁人
的毕生追求。”吕忠达说。

十四年一晃而过，这座被

众多院士、专家评价为“世界桥
梁工程建设史上一个里程碑”
的大桥静静地飞架在杭州湾之
上，两岸曾经的滩涂与芦苇荡
被林立的高楼取代。记者从杭
州湾跨海大桥管理局了解到，
截至目前，大桥已通行各类车
辆1.9亿辆。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我国
真正意义上的首批跨海大桥。
这批跨海大桥的成功建设，可
以说使我国的桥梁建设从大国
走向了强国。近几年不光跨
海，跨长江、山谷的大桥，一座
座拔地而起，我国的桥梁建设
水平走到了世界前列。”吕忠达
欣慰地说。

1979年，我国仅有公路桥
梁12.8万座，而截至2021年末，
全国公路桥梁达96.11万座，高
铁桥梁也在走向新的巅峰。在
经济发展和科技实力的提高
下，在吕忠达们“遇水架桥”的
努力下，一座座飞架南北的中
国桥不断涌现，踏上这些坚实
的“海上天路”，我们正实现一
个个新的跨越，通往一个更加
美好的未来。

站在杭州湾跨海大桥海中平
台上的观光塔俯瞰，最直观的感
想是——长。

台风活跃的9月，杭州湾海面
潮水翻涌，卷起一道道波纹。整
座大桥如长虹卧波，一眼看不到
尽头。这座世界级桥梁北起嘉兴
市海盐郑家埭，止于宁波市慈溪
水路，全长36公里，全桥混凝土总
量达245万立方米，相当于再造8
个国家大剧院；用钢量达到82万
吨，可建7个鸟巢。

采访那天是难得的好天气，
极目远眺，可以看到浩渺的杭州
湾海面外鳞次栉比的高楼，那是
因桥而生的杭州湾新区。

采访一开始，时任杭州湾跨
海大桥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总
工程师吕忠达说：“杭州湾跨海大
桥是杭州湾两岸人民的百年梦
想。”我不禁想到了参观位于海中
平台的大桥展示馆时，入口处醒
目位置写着的这样一句话：“这是
一座跨越梦想的大桥。”

与此前大多数工程的“设计

决定施工”不同，由于没有相应的
技术标准和规范，没有可借鉴的
工程先例，杭州湾跨海大桥实际
上是“施工决定设计”，颠覆传统
的设计流程，考验着大桥建设团
队的每一个人。

当时大桥指挥部提出了一个
“杭州湾大桥精神”：博纳、自信、创
新、奋进。凭借着这种精神，吕忠
达和同事们用4年4个月的时间，提
前8个月，铸就了这条“海上长虹”。

如今，这座被评价为“我国桥
梁从江河走向海洋的代表作”的
大桥已建成通车14年。在这之
后，舟山跨海大桥、青岛海湾大
桥、港珠澳大桥等一座座跨海大
桥纷纷涌现，一大批世界级桥梁
翻山、跨海、穿谷，中国桥梁成为
一张闪亮的“大国名片”。

“中国成为桥梁强国，行业能
够走到世界前列，甚至于领先，是
每个桥梁人的毕生追求。”吕忠达
说，相信随着建桥材料研发水平，
装备机械化、智能化水平的提高，
中国桥梁将会实现新的跨越。

在杭州湾修建一条全长
36公里的大桥有多难？听到
这个问题，曾参与大桥建设的
杭州湾跨海大桥管理局总工
程师吴全友反问道：“从无到
有，想想有多困难？这之后，
从1到2都会简单一点。”

“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我
们做了太多从0到1的事。”谈及
建设困难，吕忠达用“四无”来
形容当时面临的困境：无规范、
无标准、无装备、无经验。

2002年，吕忠达等人去
美国一些老牌设计、施工公司
咨询、请教，当他们把杭州湾
大桥项目的建设条件摆出来
后，现场的外方专家集体摇
头，“他们觉得这样的建设条
件太复杂了，建议我们换个地
方。”吕忠达说。

面对一项项空白，吕忠达
转念一想，“既然他们也没做
过，也没把握，那不跟我们一
样吗？”他告诉团队：“我们就
试着走，把我们的初步设想通
过工程试验来验证。”

在一张白纸上书写“惊世
一横”的探索，就这样开始
了。鉴于杭州湾跨海大桥规
模空前，且海上作业施工难度
极大，吕忠达提出了“工厂化、
大型化、机械化”的设计与施
工原则，尽量减少海上作业，

变海上作业为陆上作业。把
箱梁、桩基等部件在陆上制作
好，再“搬”到海上。“规模太大
了，必须要通过工厂化体现规
模效应，控制质量，如果都是
现场作业，质量和安全根本保
证不了。”他说。

团队面临的另一大难题，
就是架梁。在杭州湾南岸，有
长达10公里的滩涂区，起重车
和起重船开不进去。此前，国
内大桥“梁上运梁”的极限为
560吨，而造桥身用的50米预
制箱梁每片重达1430吨，运
送问题怎么解决？吕忠达和
团队创造性地改进了“梁上运
梁”，他们研制出一辆有640
个轮子的特殊卡车，被称为

“千脚蜈蚣运梁车”，将压力均
匀分布在四片已架好的桥梁
上，完成了世界上罕见的高难
度箱梁架设。

类似的创新成果比比皆
是。最终，大桥建设获得250
多项技术革新成果，形成了9
大系列自主核心技术，5项创
新成果填补了世界建桥史的
空白，书写了我国桥梁建造史
上的一个奇迹。此后，舟山跨
海大桥、青岛海湾大桥、港珠
澳大桥等纷纷“取经”，杭州湾
跨海大桥成为国内跨海大桥
建设的“教科书”。

从“一项项空白”到“国内跨海大桥建设教科书”

“我们做了太多从0到1的事”

从“桥梁大国”走向“桥梁强国”

“它是世界桥梁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是一座跨越梦想的大桥

鸟瞰杭州湾跨海大桥（2018年4
月19日无人机航拍）。 新华社发

鸟瞰杭州湾跨海大桥海上观光服
务平台（2018年4月19日无人机航
拍）。 新华社发

鸟瞰杭州湾跨海大桥（2018年4月19日无人机航拍）。新华社发

杭州湾跨海大桥与海中平台“海天一洲”。
杭州湾跨海大桥管理局供图

对话

东经121°08’，北纬30°27’。万顷水
波之上，一条蜿蜒36公里的大桥——杭州
湾跨海大桥飞架南北，连接了曾经不可跨
越的海上天堑，沟通了遥遥相望的杭州湾
两岸，从此天堑变通途。

在这座大桥建成通车后的14年里，1.9
亿辆车乘着波涛从桥上飞驰而过，沪杭甬
三地间路网格局被彻底改变，两岸茫茫滩
涂变为国际化产业聚集区，长三角城市群
走上飞速崛起之路。

杭州湾跨海大桥曾是世界上最长的跨
海大桥，从设计到建设施工全部由我国自
主完成，攻克了多个世界性难题，创造了诸
多世界之最。它的贯通被写入《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事记》，美国《赫芬顿邮报》称它为

“世界12大奇迹桥梁”之一。
这背后，是一个英雄团队。时任杭州

湾跨海大桥工程指挥部副总指挥、总工程
师，现任宁波工程学院党委书记的吕忠达，
正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人物。4年4个月的建
设时间里，团队不舍昼夜，共同铸造了这条

“海上长虹”。
“修建杭州湾跨海大桥，我们做了太多

0到1的事。”吕忠达说，当时面临设计没有
技术规范、没有工程先例、缺乏相应施工设
备的困境，团队就在一次次摸索、一次次工
程试验中，解决了一个个世界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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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湾跨海大桥原总工程师吕忠达：

中国桥梁建设水平
已走到世界前列

近年來，中国桥梁建设发生了怎样
的变化？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采访时，原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指
挥部副总指挥、总工程师吕忠达说，近年
来，一座座跨海、跨长江、跨山谷的大桥
拔地而起，可以说，我国的桥梁建设水平
已走到了世界前列。

记者：杭州湾跨海大桥工期是5年，
在面对这么多世界难题的情况下，是怎
样做到提前8个月完工的？

吕忠达：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为什
么这么顺利？可以说，我们最初设想的
设计方法、施工方法在大的方面没有走
弯路，这是最大的成功。

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我们做了太
多从0到1的事。我经常跟学生讲，搞清
建设条件是工程成功的基础。大桥的前期
工作长达10年，建设的基础资料，比如水
文、地质、气象等资料很多都是空缺的，这
些东西是最根本的，也是最基本的。我们
用了10年时间把这些数据基本摸准，有些
数据是测不到的，比如海洋中的一些数据，
我们就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咨询两岸的渔
民，从他们的口中去了解。此外，还要搞清
楚工程的关键技术在哪里，关键点在哪里。

记者：您觉得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
的成功展示了我国的哪些实力？对中国
桥梁史有什么意义？

吕忠达：当时大桥建成后，由院士等
组成的专家组对大桥有一个评价——它
展现了中国桥梁建设的最新技术，是跨
海桥梁建设里程碑的工程。它的成功建
设使中国桥梁在世界土木工程界的地位
大幅提升。杭州湾跨海大桥是中国从

“桥梁大国”迈向“桥梁强国”的一个起
点。

记者：您见证了中国桥梁的跨越式
发展，觉得这些年来中国桥梁建设发生
了怎样的变化？

吕忠达：从跨海桥梁的角度来讲，杭
州湾跨海大桥是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首批
跨海大桥。这批跨海大桥的成功建设，
使我们国家的桥梁建设从大国走向了强
国。最近几年，一座座跨海、跨长江、跨
山谷的大桥拔地而起，可以说，我们的桥
梁建设水平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我们
也是借大发展、大建设的机遇，不断地创
新、进步。现在对于“跨越”的要求越来
越高，在这样的条件下，就需要我们中国
桥梁人不断地去努力，不断地去创新。

原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指挥部副总
指挥、总工程师吕忠达。 冯锐 摄

从“绵延36公里的难题”到建造“第一桥”

“这是我们的百年梦想”
“这是一座跨越梦想的大桥。”位于杭

州湾跨海大桥海中平台的大桥展示馆，入
口处写着这样一句话。

见到吕忠达时，他已提前来到约定地
点。与想象中说话“斩钉截铁”“一锤定音”
的严肃指挥形象不同，儒雅、沉稳是他给人
的第一印象：身着熨帖的浅蓝色衬衫，戴着
黑框眼镜，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讲话时语调
平和，娓娓道来。每当谈起造桥，他脸上便
会浮现出明显的笑意。

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一个山村
的吕忠达，很早就与桥结缘。他记得，自己
生长的村子里有几座千年石拱桥，与溪水、
树木、岩石相映成趣，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
中，他对桥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样让吕忠达记忆深刻的，是宁波人
民对于修建一条跨海大桥的渴望。杭州湾
将长江三角洲分隔成了南北两岸，长三角
两个工业重镇——宁波与上海直线距离不
超过150公里，修建杭州湾跨海大桥之前，
从宁波到上海须绕行杭州，来回路程增加
120多公里，宁波也因此成为长三角交通末
梢。

“杭州湾跨海大桥是我们（杭州湾）两
岸人民的百年梦想。”吕忠达说，参与杭州
湾跨海大桥的建设，也成为他一直以来的
期待。

但这一梦想落地并不容易。杭州湾是
世界三大强潮海湾之一，潮流急，潮差大，
冲刷深；台风多发，一年中能在海上施工的
时间只有180天；地质条件复杂，初勘时发
现南岸有鸡窝状浅层天然气，打桩随时会
喷薄而出……这只是大桥建设所遇到困难
的冰山一角。

从1994年到2003年，从提出构想到开
工建设，杭州湾跨海大桥仅前期筹建就跨
越了十年之久。早在1995年，吕忠达就作
为宁波本地桥梁工程师参与到了大桥早期
研讨工作中，2001年6月，杭州湾大桥工程
指挥部成立后，他被任命为指挥部副总指
挥、总工程师。这一年，他37岁。即使从全
国范围来看，如此年轻的总工程师也是十
分少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