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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都开车，全程走高速公路到九
寨沟看水，这个愿望预计再需要半年左
右就能实现。

12月12日上午，随着最后一段拱部
围岩被挖开，在建G8513线九寨沟至绵
阳高速公路（以下简称九绵高速）白马
隧道正式贯通。长达13公里的白马隧
道是全线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隧道，
历时9年终于将其打通。它的贯通，意
味着九绵高速最后一个重难点工程完
工，为全线通车创造了条件。

据悉，九绵高速全线预计2025年6月
底建成通车。届时，从成都开车出发仅
需4小时就可抵达九寨沟。

“豆腐块里打洞”
曾渗水严重进洞要打伞

12日早上8点半，记者乘车从绵阳平
武县城出发，向白马藏族乡行进，一路经
历山雾缭绕、漫天飞雪、拨云见日，终于
在一个半小时后抵达白马隧道出口。

白马隧道全长约13公里，进口位
于阿坝州九寨沟县勿角镇，出口位于
绵阳市平武县白马藏族乡，一隧连接
两县。隧道海拔2000多米，是全线海
拔最高的工点，也是全线重难点控制
性工程。

从2016年正式进洞到2024年12月
12日贯通，白马隧道历时9年才打通，隧
道施工中遇到了很多困难。

四川省公路设计院九绵高速白马隧
道设计代表张靓介绍，白马隧道穿越9个
断裂构造带，最大埋深1092米，地稳性
很差；地质多为炭质板岩和炭质千枚岩，
后者一捏就碎，遇水极易软化。以上种
种共同造成了隧道施工的最大难题——
软岩大变形。

“就像在‘豆腐块里打洞’。”张靓解
释，隧道开挖之后，初次支护刚刚做好，
钢拱架就会被挤压变形，不得不换拱重
做，这严重影响了施工进度。

蜀道集团四川路桥九绵高速LJ9标
项目总工李小勇于2017年2月来到该项
目，经历白马隧道建设全过程，对软岩大
变形影响感受更深。

“软岩大变形最严重的是2018年，
隧道渗水特别严重，我们进洞都要打
伞。”他说。那一年，有一个作业面全年
掘进不足400米，其中300米换过拱架。

如何攻克软岩大变形难题？李小勇

说，他们首先将钻爆施工改为机械开挖，
且在四川首次使用了隧道专用破碎锤挖
掘机，最大程度减少对地层的扰动。此
外，在后续支护、打锚杆、封闭等环节加
快速度，减少因为大变形造成的反复加
固、换拱。

环保理念贯穿施工
保护好大熊猫栖息地

既然施工难度这么大，为何一定要
打隧穿山呢？

张靓告诉记者，九绵高速这一段穿

越大熊猫国家公园核心区域，不修隧道
就要走明线，那样的话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和熊猫走廊的影响更大。

事实上，从九绵高速设计阶段，就将
生态环保作为重要考量。

蜀道集团川高绵九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傅舰锋介绍，九绵高速全线桥隧
比为82.04%，北川之后的桥隧比更是
超过93%。在设计时选择以隧道、桥
梁经过环境敏感带，就是为了减少建
设用地，减少对大熊猫等动物栖息地
的侵占。

施工阶段，建设者更是通过多种手
段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隧道废水过
滤后才排放，洞口零开挖；全线弃渣场从
79处减少到19处，减少弃渣600多万方；
尽量白天施工，减少夜间作业，也是为了
不打扰动物。

傅舰锋说，就算施工完成后，生态环
境修复工作也会持续。项目将投入几千
万元，用于沿线自然植被的恢复。

预计明年6月通车
成都出发4小时直达九寨沟

白马隧道贯通意味着什么？傅舰锋
介绍，这座隧道是全线最长、施工难度最
大的隧道，它的贯通意味着全线最后一
个重难点工程完工，为全线通车创造了
条件。

据悉，九绵高速全长约244公里，目
前已建成通车绵阳游仙至平武段、九寨
沟段合计206公里，预计2025年6月底全
线通车。

九绵高速全线通车后，将成为连接
成都和九寨沟的唯一高速公路，极大提
升九寨沟的交通状况。届时，成都到九
寨沟的自驾车程将从8小时缩短到4小
时，形成向西连接甘肃、青海、新疆的高
速公路出川大通道。不仅如此，这条高
速也将为沿线平武、北川、九寨沟等地的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九绵高速路线介绍
九绵高速公路项目途经阿坝州九寨

沟县，绵阳市平武县、北川羌族自治县、
江油市、游仙区，是G85银川至昆明高速
公路平凉至绵阳联络线的重要路段，也
是四川省内唯一一条交通运输部绿色公
路典型示范工程。路线全长244.23公
里，桥隧比82.04%，共有主线桥梁127座，
隧道45座，设置互通式立交17处，收费站
16个，服务区6处。

截至目前，全线已顺利贯通43座隧
道（隧道施工完成95.6％），全线最后一
座大桥沙尕沟大桥已于近日双幅贯
通，全线127座桥梁已全部贯通。已建
成通车绵阳游仙至平武段、九寨沟段
合计206公里，预计2025年6月底全线建
成通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
九绵高速平武
互通。

蜀道集团
川高公司供图

历时9年终于打通九绵高速白马隧道

明年成都开车4小时直达九寨沟

新闻多一点

◀
九绵高速白马
隧道。曹菲 摄

数说

白马
隧道

♦全长13000米
♦隧道海拔2000多米
♦穿越9个断裂构造带
♦最大埋深1092米

♦九绵高速全线桥隧比82.04%

♦2016年正式进洞

♦2024年12月12日贯通

12月12日，德阳市文德国际会展中
心香飘四溢。当天上午，“第七届世界川
菜大会”开幕式在这里举行，全球川菜企
业代表、专家学者、行业协会、大师名厨
齐聚德阳，交流经验、拓展思路，凝聚共
识，共促川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届大会以“让世界爱上川菜”为
主题，以“川菜之源，味美德阳”为城市
主题，旨在搭建川菜国际化发展平台，
凸显川菜开放、融合、共享、文明，展现
川菜产业发展成果，梳理川菜文化，促
进川菜高质量发展，助力川菜上下游全
产业链交易对接，深入挖掘川菜从田间
地头到供应链上下游，到百姓餐桌全
产业链的发展潜力，树立“李调元”川
菜文化品牌形象，助推德阳城市品牌
建设。

世界川菜大会自 2018 年创办至
今，已先后在成都市（两届）、资阳市、

眉山市、雅安市、广安市成功举办六
届，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大会，
已成为中国川菜产业发展的集合地、风
向标，也是5万亿市场规模的中国餐饮
产业中叫得响、影响大、平台优的品牌
活动。

今年的世界川菜大会内容丰富，有
盛大的开幕式、2024全球川菜产业发展
会议、2024“李调元”文明对话、川菜企
业家大会、德阳餐饮链考察、“中国火锅·
德阳味道”首届德阳国际川菜火锅产业
供需对接会等，同时举行川菜烹饪技能
大赛、火锅宴大赛等20多项活动，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位嘉宾选手
将共同参与交流。

开幕式上，德阳市作了城市及服务
业产业发展推介，并介绍招商机会清单，
发布了《川菜产业国际化发展报告
（2024）》《川菜消费趋势大数据分析》

《海外川菜经营与管理规范》《川菜产业
高质量发展德阳倡议》。此外，德阳市人
民政府还与世界中餐业联合会达成“川
菜特色产业城”战略合作。

作为本届川菜大会的举办地，德阳
是一座“美食之城”。川菜的第一部菜谱
《醒园录》就诞生在德阳。近年来，德阳
市积极推动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一大批
地理标志农特产品及德阳非遗特色食材
已成为热销产品。

会上还发布了《川菜产业国际化发
展报告（2024年）》。《报告》显示，截至
目前，国（境）外中餐门店已有70余万家，
市场规模约3万亿元，门店遍布180余
个国家和地区。

《报告》指出，川菜产业链条完整，涵
盖原材料种植、加工、烹饪、销售等多个
环节，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产业集群，为中
国餐饮业的整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川菜产业的国际化发展，更深入到产业
标准化层面。行业协会和科研机构积极
探索制定川菜的国际标准，涵盖食材、工
艺和口味等多个维度，旨在规范川菜的
生产流程，提升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从而
增强川菜的国际竞争力。

川菜企业积极响应，申请ISO认证、
HACCP认证等国际认证，《国际川菜经
典菜肴制作工艺规范》《国际川菜经典面
点小吃制作工艺规范》《泡菜（盐渍发酵
蔬菜）规范和试验方法》《非发酵豆制品
标准》等国际规范及标准陆续出台，不断
提升产品质量和安全管理水平，增强消
费者对川菜产品的信心。

此外，《报告》还全面剖析了川菜在
国内及海外的机遇、困境、新发展路径等
等，力求为政府部门、研究人员、行业企
业提供决策依据和发展思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伍勇

大师名厨齐聚德阳“第七届世界川菜大会”开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