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高谷深，沟壑纵横，特殊的地形

虽然造就了贵州美丽的自然风光，却也

给 山 中 百 姓 外 出 设 下 了 重 重“ 路 障 ”。

一座座大桥连高山、越峡谷、跨江河，让

贵 州 实 现 了 从“ 千 沟 万 壑 ”到“ 高 速 平

原”的巨变；因为桥数量多、种类全、有

精品，贵州也成了“桥梁博物馆”。

万桥飞架，托起美好生活。越织越

密 的 路 桥 网 ，改 善 了 贵 州 人 的 生 活 条

件 ，分 布 山 间 的 基 础 设 施 得 以 有 效 连

接，隔江相望的人们从此便利出行。

桥网通达，铺就发展之路。大桥给

大山增添别样的风景，也让小村热闹了

起来。这不仅是贵州交通建设跨越式

发展的生动缩影，也是祖国大地山乡巨

变的一角拼图。 ——编 者

图①：一 名 村 民 带 着 孩 子 们 眺 望 杭 瑞 高 速 的 周 家 坝

大桥。 王 文摄（人民视觉）

图②：改建后的花鱼洞大桥，跨越红枫湖的主拱如同一

个红色“提篮”。 尹 刚摄（人民视觉）

图③：晨光下的坝陵河大桥。 石 觉摄（影像中国）

图④：专业选手在坝陵河大桥进行低空跳伞。

图⑤：贵州现存最早的桥梁普济桥。

图⑥：群山环绕的天空之桥服务区面朝平塘大桥。

图④—图⑥为贵州省交通运输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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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去贵州，既能看到一桥飞架南北的磅礴

气势，也能体会悠悠古桥的无尽韵味。”最近，62
岁的黄清海从北京出发，过三峡，入贵州，自驾

2000 多公里，为看桥而来。

我的第一站是平塘大桥，这座桥边一年有 300 来

天可以看见云海，桥塔高耸入云，所以当地人叫它“天

空之桥”。

进入平塘县，来到“中国天眼”的东北部约 25 公

里处，眼前是蜿蜒曲折的槽渡河，河谷上空就是平塘

大桥。这座 2019 年通车的斜拉桥全长 2135 米，其中

大桥最高桥塔 332 米，相当于 110 层楼高。

最好的观桥视角是天空之桥服务区观景台，最

佳的观景时间便是清晨。春末夏初时节，空气格外湿

润，晨间雾气正浓，此时来到观景台上，便如同置身云

端世界，而对面天空之桥的钻石形索塔设计也在云雾迷

蒙间若隐若现。等了约两个小时，雾气渐渐消散，大桥才

露出真容——只见绿水青山间，3 座桥塔巍然屹立，自然之

美映衬壮观工程，这样绝佳的风景实在令人震撼。

沿着高速再往西走，就抵达了安顺市的坝陵河大桥。

坝陵河大桥如卧龙般横在峡谷之上，只看一眼就令人难以

忘怀。它是目前贵州少有可以进入桥体内部观光的世界级

大桥，不——那不仅仅是桥了：桥端建有数十米高的观光电

梯，直达桥面下的步道，行走其间，头顶不断传来汽车疾驰

而过的声音；370 米以下是奔腾的坝陵河，巨大的水面高差

吸引了不少人来体验蹦极、低空跳伞等运动。

坝陵河大桥东岸下方，还有贵州第一座以桥梁为主题

的科技馆——坝陵河贵州桥梁科技馆。透过里头的图片、

模型和纪录片，我好像看到了无数路桥人以工地为家，喝山

泉、住山洞、闯难关，创造了中国建桥史上的一个个奇迹。

大桥长虹横天，故事动人心魄。驱车继续向前，我还想

去看看那些保留 下 来 的 绳 桥 、石 条 桥 、铁 索 桥 、廊 桥……

从一座座桥的身影中，感受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

（本报记者 陈隽逸采访整理）

看桥人，不远千里
黄清海

爷爷参与修建川黔铁路乌江大桥、爸爸参与修

建贵遵高等级公路上的吊拉组合桥……受家庭熏

陶，罗池浩也与桥结缘。身为贵州平塘县天空之桥

服务区区长，他服务着来来往往的看桥人，也眼看着

桥边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天空之桥服务区是观赏平塘大桥的极佳地点，也是贵州

第一个获得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称号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高

山云海、研学旅游、特色农货在这里被激发出更多能量。

一个服务区，怎么化身景区？

随着社会发展，停车、加油、就餐这“老三样”已经不能

很好地满足人们对服务区的需求。作为人流、物流的重要

集散地，服务区应该承担更多功能。天空之桥服务区不仅

具备传统服务区所有的功能，还有桥梁科普馆、悬崖酒店、

房车露营地、观景台和观星台等，吸引了不少人在此歇脚、

游览，从“路过型”服务区转变为“目的型”服务区，“天空之

桥”交旅融合效益日益凸显。

刚到服务区工作时，我和同事走访了周边村寨，发现村

里的果蔬等农产品销路一般。后来，贵州省交通运输厅专门

修通了周边 3 个村寨到服务区的硬化路，在服务区开设了乡

村振兴农产品直营店，售卖当地农户种植的百香果、甜脆柿

等优质水果和农特产品。过去藏在深山里的好水果，被装进

了游客的行李箱和后备箱，走向了大江南北。

随着大桥建成和服务区发展，紧挨着平塘大桥的村子

发展得越来越好。除了销售农产品，天空之桥服务区还将

附近村子的万亩果园引入开发范围，利用水果采摘等活动

帮助当地发展旅游休闲产业。

贵州架起一座座大桥的背后是无数人的共同努力，建成

后的大桥也改写了无数人的生活。过去，大桥是满足交通需

求的重要工具；现在，大桥本身也成为人们心向往之的景

点。路通了，人来了，产业旺了，桥边的老百姓日子更美了。

（本报记者 陈隽逸采访整理）

桥边人，日子更美
罗池浩

贵州是世界上喀斯特地貌发育最典型

的地区之一，流水侵蚀下，地表山峰耸立，地

下溶洞纵横。数据显示，贵州共有近 126 万

座 山 ，仅 长 度 10 千 米 以 上 的 河 流 就 有 近

千条。

“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500 多年前，

王阳明面对黔道之艰就发出叹息。山川阻

隔路难行，桥梁成为贵州打通出山路的重

要工程。

如今，雄踞贵州崇山峻岭中的万座桥

梁，让天堑变通途，也让贵州成了名副其实

的“桥梁博物馆”。

“桥梁博物馆”几乎囊
括世界所有桥型

始于普济桥，闻于葛镜桥，
如今世界前 100 名高桥近半数
在贵州

贵州这座“桥梁博物馆”有哪些特点？

数量多。截至 2022 年底，贵州已建和

在建的各类桥梁超过 3 万座，世界前 100 名

高桥近半数在贵州。贵州高速公路通车里

程达 8331 公里，将高速公路连接起来的，是

14230 座高速公路桥梁，这也意味着平均每

过 1公里高速，就有 1.7座桥梁。

种类全。悬索桥、斜拉桥、梁桥、拱桥

……贵州的桥几乎囊括当今世界所有的桥

型。其中，悬索桥以其优越的跨越能力成为

贵州在复杂地质条件下修建跨越大峡谷特

大型桥梁的首选桥型。

有精品。贵州保存至今的古代、近代著

名桥梁很多，在国内乃至全球领先的现代桥

梁更是层出不穷。这些桥梁或历史悠久，或

建造工艺高超，或地域特色浓郁，或具有重

要的历史人文价值。据《贵州桥梁志》记载，

“贵州现存桥梁始于普济桥、闻于葛镜桥、巅

于北盘江桥。”

普济桥是贵州现存最早的桥梁，位于遵

义市，为川黔古驿道桥梁，始建于南宋时期，

明嘉靖年间曾毁于洪水，如今人们看到的桥

体复建于明崇祯年间。该桥为单孔弧形石

拱桥，桥长 14 米，宽 6 米，净跨 7 米，高 5 米，

1985年被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葛镜桥修建于明代，位于福泉市，横跨

麻哈江，为三孔石拱桥。该桥在绝壁之上起

拱，借江心一礁石下脚，设计绝妙，用料考

究，工艺精湛，历经 400 多年仍坚固如初，有

“北有赵州桥，南有葛镜桥”的美谈。葛镜桥

还有一个令人惊讶的技术，就是桥底拱面的

石块没有使用一点黏合剂，巨型石块借助桥

身自重和拱桥张力紧密结合，完美承接住古

桥自身的压力。

杭瑞高速毕节至都格段上的北盘江大

桥是连接黔滇两省的钢桁梁斜拉桥，总重近

3 万吨，大桥桥面至江面的距离为 565.4 米，

高度超过 200 层摩天大楼，是目前已建桥梁

中的世界第一高桥。远远望去，让人仿佛觉

得“大桥不是架在山顶上，是架在天边的；桥

上的车不是开过去的，就

像长翅膀飞过去

的一样”。

世界级难度“逼出”世
界级桥梁

不 仅 要 满 足 出 行 发 展 需
要，还要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

为了满足出行和发展需求，贵州突破重

峦叠嶂的困难，建设了许多实用且美丽的大

桥，一次次刷新世界纪录、捧回国际大奖，这

离不开建设者们对桥梁结构形式和施工工

艺的创新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贵州首创桁式组合拱

桥，并于 1995 年在乌江天险上建成主跨径

330 米的江界河大桥，是当时世界最大跨径

的混凝土桁式组合拱桥；2000 年以后，贵州

桥梁建设施工工艺持续提升突破，如位于安

顺市的坝陵河大桥，是世界上首座山区峡

谷千米级大桥。

坝陵河大桥也拉开了贵州建造世

界级桥梁的序幕。该桥主跨 1088 米，

桥面距水面 370 米，其西岸为关索岭，

东岸为晒甲山。过去，两岸百姓若想

到 对 岸 ，就 算 开 车 也 要 花 费 一 个 小

时。2005 年，贵州开始着手坝陵河大

桥的建设。但两岸地势陡峭，河谷高

深，要修建一座千米级跨径的大桥，难

题不少。

拉导索是悬索桥进入上部构造施工

的关键环节，但这座桥梁跨径大、距离长，

人工拉索不可能，直升机牵引成本又太高，

拉导索成了摆在建设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经过多次考察和全面论证，他们决定使用

遥控飞艇，将毛线粗的先导索牵到对岸，通

过来回牵引，最终形成了猫道的骨架。有

了猫道，才有架设桥梁主缆的高空施工平

台。用飞艇牵引先导索，这在世界上悬索

桥施工中尚属首次，此外坝陵河大桥还成

功突破山区峡谷千米级跨径桥梁建设的其

他诸多瓶颈，形成了成套核心技术。2009
年建成后，坝陵河峡谷两岸通行车程缩短

为 4 分钟。

多年来，贵州在建桥技术工艺方面还在

不断地精进和创新：建桥更加智慧，花江峡

谷大桥搭建了智能化的施工系统，通过 5G
网络将各种施工设备联系起来，可以提高钢

筋安装精度和施工效率；建桥精度更高，德

余高速乌江大桥整体刚结体系用 22 万套高

强螺栓连接，无任何焊接，栓接精度严格控

制在 3毫米之内。

但建造世界级桥梁，不仅要追求技术创

新，还要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

2022 年 4 月，第三十九届国际桥梁大会

上传来消息：贵州的花鱼洞大桥被授予“古

斯塔夫斯·林德撒尔奖”。这座建于普通国

省干线、主跨只有 180 米的“小桥”居然力压

许多跨度大、高度高的大桥摘得国际大奖，

这或许离不开它呵护生态的努力。

1991 年建成通车的原花鱼洞大桥坐落

于贵黄公路之上，限于当年的建造技术，加

上近年来的高车流量，大桥被定为危桥，必

须进行改建。可是，大桥下的红枫湖是饮用

水源一级保护区，炸毁、拆除或另建大桥都

将对环境造成干扰。工程师们想出一个

新奇的方案，用“旧桥建新拱、新拱拆

旧桥”，新旧腾挪渐次回收废料、废

水，再作为新桥原料使用，不造

成环境污染。 2021 年花鱼

洞大桥通车后，实现“水

源 零 污 染 、景 区 零 干

扰、废料再利用、景

观新地标”的预

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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