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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5日凌晨，经过120分钟连续紧张
作业，成都杉板桥路中环至三环单塔无
背索斜拉桥完成转体施工，为杉板桥路
改造工程全线通车奠定了基础。

据项目设计方中铁二院介绍，这座
大桥上跨成渝、西成高铁，紧邻成南高
速，施工难度极大，也是全国首例采用转
体施工的单塔无背索斜拉桥。

为何转体？

杉板桥路是成都市“三环十六射”快
速路网建设计划中的重要“射线”。杉板
桥路改造工程分为两个标段，其中一标
段为二环到中环路，已建成通车；二标段
为中环路到三环路新增市政道路，全长
约2.2公里。

本次施工的转体桥是二标段的控制
性工程，总长283米，主跨跨径188米，桥
塔高128米。中铁二院成都公司杉板桥
路改造工程桥梁设计负责人邱敏捷介
绍，该工程需穿越成渝高铁、西成高铁等
10股铁路线路。其中，西成客专为无砟
整体道床，根据相关规定，不得采用下穿
隧道的形式通过，因此只能采用桥梁上
跨。为了不影响铁路线正常运营，设计
团队最终选择了转体的施工方案。

转体有多难？

该工程紧邻成南高速，桥位北侧受

成南高速高架桥限制；施工场地与成南
高速的距离仅有几十米，远小于常规梁
式桥转体所需200米的建筑空间。

通过不断优化对比设计方案，中铁
二院设计团队最终决定采用单塔无背索
转体斜拉桥的设计方案。该方案巧妙地
采用倾斜的混凝土桥塔来平衡钢结构主

跨的重量，使得转体前桥墩与成南高速
之间的距离缩短到了20米以内，满足桥
址场地建筑空间要求。

然而，不对称的单塔无背索设计形
式，比对称的大桥转体难度更大，在转体
过程中的平衡问题尤其突出。对此，设
计人员采用创新性设计方案，通过倾斜

的桥塔来平衡桥梁主跨的重量，解决了
不对称结构转体施工时两侧重量不平衡
的难题。

如何转体？

由于桥梁重量接近3万吨，相当于
2万辆小汽车的重量，为确保桥梁完成
高精度转体，设计团队对主桥结构尺
寸进行了三维建模和应力分析，对大
吨位球形钢支座和转体支座进行了特
殊优化设计。

该背索斜拉桥采用了直径达5.3米
超大吨位的转体球铰，在转体施工时，利
用千斤顶推动底部球铰转动，最终通过
转体使斜拉桥达到预设桥位。转体施工
一次性完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既有
铁路、公路运营的干扰影响，降低了施工
安全风险。

随着该工程的转体施工完成，制约
杉板桥路改造工程全线通车的关键节点
被突破。未来，这座大桥将成为成都又
一座地标建筑，杉板桥路也将成为畅通
成都进出城的快捷通道和连接多条环线
的纽带。

同时，该桥设计建造形成的技术经
验也为同类跨越复杂铁路线路的市政桥
梁建设提供有力参考和有益借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中铁二院供图

全国首例！成都这座桥两小时完美“转体”
制约杉板桥路改造工程全线通车的关键节点被突破

马踏旧大桥修缮后，禁止机动车辆
通行！

近日，乐山市井研县马踏镇一则关
于古桥修缮后的“禁车”消息引发争议。
部分居民认为，马踏场镇沿茫溪河两岸
分布，古桥是居民跨过茫溪河的主要通
道，禁止车辆通行将对生活带来不便。

那么，古迹保护到底该不该为方便
居民让路呢？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展开了调查。

使用250多年
两头桥拱开裂须进行修缮

马踏旧大桥横跨井研县茫溪河，是
一座五孔拱形石桥，当地人称五福桥。

据《井研县志（第一轮）》记载，清乾
隆时，为更好运输马踏与金石井、罗城
铺、黄钵井、瓦滓滩的煤、盐，当地动工修
建了“五福桥”。桥长20丈，高2.5丈，桥
面宽2丈，有五孔可通盐船。

乐山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人员胡
方平介绍，经查证，马踏五福古桥建成于
1767年，距今已有257年历史。去年12
月，马踏镇政府邀请文保专家对马踏五
福古桥进行了一次文物价值调研。经考
证，文保专家给出意见：这座古桥属未列
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应受
文物保护法保护。这座桥建成250多年
来一直在使用，是马踏镇一带经济文化
发展的见证。进入现代社会后，车辆行
驶导致其南北桥头的第一个桥拱均出现
纵向开裂，须进行保护性修缮。

另据公开信息显示，早在2016年9
月，马踏旧大桥就被鉴定为5类危桥。

首次争议
拆了重建遭到居民反对

6月4日，记者在马踏镇看到，五福古
桥两头都被打围，工人们正在桥上施工。

马踏镇政府一工作人员称，2023年

11月至今，古桥经历了两次断路施工。
第一次是在2023年11月，当时工程目
标是原址拆除重建。然而，拆除古桥的
消息通过网络传开后，引来争议声一
片。有居民认为，古桥拆了便不可再生，
应将古桥保护好，而不是直接拆除。网
友@大浪淘沙则提议：“如果需要重新修
建，在旧桥旁边修建一座新桥，让它形成
新旧对比，见证历史沧桑。”

鉴于群众对拆除古桥意见较大，马
踏镇政府叫停了拆除施工。当年12月，
镇政府邀请有关专家现场实地查勘后，
本着保护大桥和尊重民意的原则，将马
踏古桥拆除重建变更为保护性修缮。

据维修改造公告显示，保护性修缮
施工时间为：2024年2月28日起，预计
2024年4月28日竣工。

为何至今未竣工？该工作人员回应
称，是因为“桥梁石材采购受市场影响，
目前工程量已完成80%，预计在6月底
交付使用”。

再起争议
修缮后禁止机动车通行

随着五福古桥保护性修缮工程的推

进，又一则消息再次引发居民们的议
论。据马踏镇政府工作人员证实，这则
消息的大意是：为力求还原老桥风貌，保
护性修缮完成后，马踏镇还将进行桥梁
技术评定和向相关部门申请文保评定，
并落实常态监测、定期修缮大桥，“按照
文物保护相关要求，旧桥维修后不再允
许机动车辆通行”。

正是不再允许机动车辆通行这则
“禁令”，引发了居民们的议论。

北桥头经营小卖部的李明（化名）
说，马踏镇场镇沿古桥南北两岸分布，古
桥是两岸居民跨过茫溪河的主要通道，
居于场镇中心位置，人员车辆都从桥上
通行，“桥宽可以容纳两辆车并行通行，
都走了两百多年了，禁止车辆通行将对
生活带来不便”。

有网友在四川省网上群众工作平台
投诉称：河对岸有学校，还有在建的医
院，古桥禁止车辆通行后，老师上班不方
便，家长送学生不方便，以后医院建成营
业，这边的病人到河对岸看病也不方
便。希望政府听取群众呼声，保护古建
筑的同时，让老百姓便捷通行。

针对古桥修缮引发的居民关切，

马踏镇政府给出回应：已考虑到周边
群众车辆出行问题，一是建议车辆绕
行上游新大桥（距旧大桥1000米）；二
是已在此桥下游就近规划选址新建茫
溪河大桥方便车辆通行，目前该项目
已纳入政府投资计划，并进入项目前
期工作。

记者注意到，回应中的“上游新大
桥”即马踏新桥，位于国道兰磨线
（G213)上，距马踏镇政府1.1公里，绕行
一圈需多行驶3公里左右。

文保专家：
不可盲目参照张公桥施工

在采访中，镇上居民将马踏旧大桥
与位于乐山城区的另一座百年古桥——
张公桥的保护利用做了对比。

位于乐山市市中区的张公桥始建于
明代，重建于康熙年间，同样为百年古
桥。该桥连接张公桥街和人民西路，后
因生产生活需要，在2000年前后加宽，
原桥上游一侧加筑一座3车道的新桥，
供车辆通行，既实现了对古建筑的保护，
也满足了交通需要。

“这两座古桥有相似性，但不可盲
目参照。”胡方平说，张公桥在城区，交
通需求大，所以具有保障行人、车辆通
过的必要。马踏五福古桥位于场镇，交
通需求没这么大，强行参照施工，可能
会对古桥造成安全隐患，也会对古桥风
貌造成影响。

那么，古遗址的保护与利用，特别是
保护与便民存在冲突时，这道选择题又
该如何作答？

胡方平说，《文物保护法》没有对文
物保护与居民利益冲突作具体规定，“但
从理念和要求上来说，是应保尽保，要坚
持保护第一和传承优先的理念，以保护
为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卓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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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正在桥上施工。杜卓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