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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
铁路（以下简称“成达万高铁”）迎来新进
展：全线4座重难点控制性桥梁之一——
渠江特大桥首对斜拉索成功安装。斜拉
索安装是斜拉桥施工的重要环节，标志
着桥梁施工由无索区进入有索区，为后
续施工奠定了基础。

全线控制性工程
跨度创同类桥梁世界之最

渠江特大桥位于达州市渠县，是成
达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

大桥横跨渠江，全长1983.81米，主
跨278米，是世界跨度最大的双线高铁
预应力混凝土箱梁矮塔斜拉桥。全桥
共设计了20对斜拉索，作为“生命线”将
主塔和桥面连接，也是大桥主要的受力
结构。

15日当天完成安装的首对斜拉索
位于37号墩，是最靠近主塔的一对。

55次“穿针引线”
耗时一周完成斜拉索安装

从前期准备到完成张拉，首对斜拉

索的安装前后耗时近一周。
记者在现场看到，塔柱两侧延伸

出两根白色的管子，这是斜拉索的保
护管，全长60米，直径30厘米。中铁十
五局成达万高铁项目二工区总工程师
王荣超介绍，焊接、挂起保护管是斜拉
索安装的第一步，之后才能将55根钢

绞线从管子里穿过。
“我们要保证55根钢绞线穿孔的准

确性，不让它们搅在一起，这是最难的。”
他说，“穿钢绞线会由专业的牵引设备完
成，但是在最高点需要安排施工人员进
行解绳、穿孔、绑绳等操作，整个过程就
像‘穿针引线’。”

55根钢绞线穿完后，还要在传感器
的监测下进行张拉、调整，使斜拉索达到
目标拉力。至此，整个安装才算完成。

成达万高铁公司达州建设指挥部
指挥长张宗伟介绍，渠江特大桥矮塔
斜拉桥首对斜拉索安装完成，标志着
全线斜拉桥施工开启拉索这一关键工
序，由无索区进入有索区，为后续施工奠
定了基础。

成达万高铁
成达万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

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西起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站，途经资阳市、遂宁
市、南充市、达州市及重庆市开州区、万
州区，接入既有郑渝高铁万州北站。正
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成达万高铁建成后，将形成成都直
达中原和京津冀地区的便捷客运通道，
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促进沿线
经济社会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成达万高铁公司供图

成达万高铁渠江特大桥首对斜拉索成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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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公里的高速路，其中1/3居然是
一个高架桥，直接横跨成都和德阳两地，
如此“大手笔”正在成都城北如巨龙般展
开，它还拿下了最大规模双向八车道城
际高速公路高架桥的全国第一。

12月12日，成绵高速扩容项目迎来
新进展——新都互通左幅贯通，距离全
线通车又近一步。

当天，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提
前坐车体验，感受双向八车道畅跑，看到
现场正在进行标线等附属工程施工，进
入通车前的最后冲刺。

这条高速，堪称“成绵第三高速”。
与人们认知中的扩容工程不同，它并非
在原有高速公路基础上扩建，几乎都是
新建路线。

为何要建？
交通量高速增长，成绵通道亟待扩容

成绵高速横贯成德绵经济区，连接
成都、德阳、绵阳三市，是四川省较早通
车的高速公路之一，也是四川省“最繁
忙、最拥堵”的高速公路之一。

数据显示，自1998年通车以来，成
绵高速年交通量一直以10%的速度增
长。到2016年末，全线平均车流量达到
5.2万辆／天，成都至新都段交通量超过
7.2万辆／天，服务水平明显下降。

2012年，成绵第二条高速——成什
绵高速通车，至2016年末全段平均车流
达到2.2万辆／天。然而，这条通道的分

流作用有限，成绵高速仍然是两地之间
主要高速通道，交通量占68%。

预测数据显示，在成德绵一体化发
展的背景下，到2040年，两地高速交通
流量将达到18.7万辆／天，仅依靠现有
成绵高速和成什绵高速公路的运输能
力，远远不能满足区域内未来交通发展
需要。

综上可见，成绵第三高速通道建设
迫在眉睫。

进度如何？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全线双向八车道

与传统的高速扩建项目不同，成绵
高速扩容项目几乎全部为新建路线。

记者获悉的数据显示，“成绵第三高
速”项目全长124.442公里，起于绵阳游

仙区魏城镇，经罗江、中江、旌阳、广汉、
青白江、金堂、新都，止于成都第一绕城
高速公路。全线为双向八车道，设计时
速120公里，这也是目前川内最高标准
的高速公路项目。

12日下午4点，记者乘车从绵阳玉
皇服务区上高速，一路向南抵达成绵高
速扩容项目与成都二绕枢纽互通，全程
62公里，坐在大巴车上感觉舒适平稳。
通过实地探访和现场施工人员介绍，证
实目前正在进行标线、护栏、绿化等附属
工程施工，进入通车前的最后冲刺。

有何“特长”？
40公里特长高架桥，一桥横跨两市

作为四川建设标准最高的高速项目
之一，成绵高速扩容项目创造了全国之

最——成都绕城至德阳广汉直接采用了
40公里全高架桥直通，这也是全国最大
规模双向八车道城际高速公路高架桥。

相比于路基，修建高架桥的成本显
然更高，为何要这样设计呢？

四川省公路设计院成绵扩容项目负
责人张东介绍，这是为了节省用地。他
解释，成都二绕到德阳之间几乎都是基
本良田，成都绕城到二绕又穿过厂房、居
民楼等建筑密集的城区，沿线土地资源
十分宝贵。为了最大限度节约用地，也
为了不影响原有的城市路网规划，才选
择全高架桥通过。

潜力如何？
缓解交通压力，推动三市融合发展

成绵高速扩容项目是国家“十纵十
横”综合运输大通道纵八线“北京至昆
明”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首
都放射线G5的重要路段。它位于四川
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是成德绵城市
群的重要联系纽带，也是成都及我国西
南地区客货经广元流向甘肃、陕西等地
的便捷通道。

蜀道集团川高成绵苍巴成都分公司
代表处处长杨兴涛介绍，项目建成后，将
有效缓解现有的交通压力，推动成德绵
三市相互融合发展，并进一步激发成德

绵乃至全省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40公里“超级”高架 一桥横跨成德两市
堪称“成绵第三高速”的成绵高速扩容项目迎来新进展

新闻链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周洪攀）“你
好，这里是绵阳市中心医院，目前手术病
人急需O型血，现医院血液存量不够，需
紧急调用30个单位的O型血。”12月13
日下午，绵阳中心血站接到血液调用电
话，2分钟后，随着一阵轻微的轰鸣声，
一架装载着血液的无人机腾空而起，按

照既定航线，用时不到5分钟便稳稳降
落在绵阳市中心医院的停机坪上。据悉，
这是无人机配送血液在绵阳首次试飞。

“用无人机运送血液，是‘低空经
济+’应用场景的又一拓展。”四川新投
智城科技负责人说，前不久，绵阳科技城
新区发布了“空天地一体化”低空智慧城

市系统，他们公司由此拓展了“低空+血
液运送”，在绵阳城区开通了2条试点航
线，“一条从血站到绵阳市中心医院，另
一条是直飞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运输
血液的无人机通过中心控制系统控制，
按照事先设定的飞行线路飞行。而“低
空+血液运送”，可以大幅提升紧急医疗

救援的响应速度和能力，缩短血液从血
站到医院的运输时间，为急救患者争取
到宝贵的救治时间。

据悉，两条无人机配送血液试点航
线的开通，标志着科技城新区在低空经
济服务卫生领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
医疗急救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

绵阳低空“生命线”首航 无人机送血到医院

首对斜拉索安装施工现场。

成绵高速扩
容项目航拍。
蜀道集团川
高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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