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塔克拉玛干沙漠

面积达33.76万平方公

里，是中国最大沙漠，

也是世界第二大流动沙

漠。在过去的数千年

中，这片荒凉的土地曾

见证过无数古文明的诞

生与消亡，旅行探险者

曾把这里称作“死亡之

海”。

和若铁路的开通，

与已经运行的格库线、

南疆线连接，正式形成

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

路，为全国各地的旅游

爱好者解锁了“新地

图”。

2023 年初，“新东

方快车”Y931次旅游专

列开行，这趟车沿南疆

铁路、和若铁路、格库

铁路新疆段环绕塔克

拉玛干沙漠一周。从

乌鲁木齐出发，去和田

夜市吃个烤鹅蛋、去喀

什古城留张影、去库车

买个大馕、去罗布人村

寨跳舞……坐在火车

上，游客可用一周时间

游遍新疆。

在火车上欣赏沿线

大漠风光，也是一种别

样的体验。当列车行驶

在和若铁路上时，旅客

能透过车窗观赏到壮阔

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随

着列车的行进，金色沙

海不断变换着形态，蜂

窝状、羽毛状、鱼鳞状

……这里的沙丘类型多

样，变幻莫测，向旅客们

展示着大自然的瑰丽与

雄奇。

2025年2月6日 星期四 编辑 张海 版式 吕燕

科普版 61

订阅热线：028-86969110
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中国邮政微商城搜索《华西都市报》，即可订阅。
欢迎小朋友向我们投稿！投稿邮箱：shaonianpai@thecover.cn
你投来的每一篇文章，都有机会被大家看到！快来投稿吧！

◎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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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沙漠和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2022年6月16日，新疆南部从和田到若
羌的和若铁路正式通车，它与已经运行的格库线、南疆线“牵手”，让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线形成闭

环。这是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被称为“地表最强闭环”。
在沙漠修铁路难度有多大？怎么保证铁路不被风沙掩埋？我们一起看看和若铁路中“隐藏”的黑科技。

被称为“地表最强闭环”
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如何建成？

和若铁路，全长825
公里，其中约四分之三的
路段穿越流动性沙漠，
是一条“含沙量”极高的
铁路，也是世界上穿越
沙漠里程最长的铁路。

在传统铁路桥建
设施工中，通常是现场浇
筑。但由于若和铁路途
经区域降雨量少、蒸发量
大，且大部分线路位于戈
壁荒漠无人区，用水不
便，施工条件恶劣，混凝
土现浇法施工困难，且容
易影响工程质量。

为解决这些难题，
设计研发人员决定在
工厂预制加工构件，然
后运到现场，就像搭积
木一样拼装成完整的
结构物。

这也是国内首例
预制装配式桥墩在铁
路上的应用。和若铁
路的尼雅河特大桥、亚
通古孜民洛高速特大
桥等三座特大桥的434
个桥墩，都应用了这样
的“预制”桥墩，不仅缩
短了工期，而且提高了
项目质量。

沙漠里面为什么
要修桥？这其实是“过
沙桥”。火车在沙漠中
运行，风沙是最大威
胁，一旦沙子上了道，
进入道床后就会形成
板结，影响行车安全，
甚至可能出现沙子把
钢轨埋住的情况，使火
车无法正常通行。在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
风沙特别严重的地段，
以桥代路，火车桥上
走，沙在桥下过，可以
尽可能减少风沙对线
路和列车运行的影响，
沙漠也能变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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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综合中国铁路、新疆铁路微

信公众号、经济日报等

“沙漠修铁路，治沙要先
行。”与铁路建设同步进行的，
还有风沙防护工程。

针对铁路周边地理环境
特殊的情况，建设者采用了

“外阻内固、外高内低”的防沙
模式，种上了防沙“三件套”。

铁路两侧，设置了芦苇沙
障、芦苇方格，再种上耐旱乔
木、灌木组成的植被条带，防
护宽度 110 米至 400 余米不
等。芦苇沙障、芦苇方格和耐
旱 植 物 被 称 为 防 沙“ 三 件
套”。在植株长大前，铁路外
侧用1.5米高的立式芦苇沙障
阻挡流沙，内侧靠近铁路设置
0.3 米高、总面积达 5000 万平
方米的芦苇方格固沙，形成挡
沙、固沙立体式防沙体系。

在芦苇沙障与芦苇方格
之间，种植了易于在沙漠生长
的柽（chēng）柳、梭梭等灌木

和胡杨等乔木共1300万株，林
带覆盖面积超过11万亩。随
着风沙侵蚀，几年后沙障、方
格将慢慢失效，长大的植株就
会发挥防沙作用。外侧高大
的乔木能降低风速、拦截来
沙，靠近铁路的灌木则固定流
沙，为和若铁路建造了一道

“绿色屏障”。
为提高植物的成活率，铁

路沿线还应用了智能化农业
灌溉系统。这套系统共计打
井131口，最大深度280米，灌
溉覆盖面积达11.35万亩，成
功解决了沙漠中植物生长缺
水的问题。

这个系统还实现了“云端”
操作。通过手机，可以控制和监
测灌溉情况，并快速完成“开、
关”工作，在保证植物需水量的
同时节约用水，也免去了维护人
员长途奔波，节省了人力成本。

2022年6月16日，和若铁路开通，首发旅客列车通过若克雅特大桥。图据兵团在线

和若铁路沿线拍摄的芦苇沙障、芦苇方格和耐旱植物组成的防沙“三件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