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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万里长江，奔腾向东。作为中国第一

大河，长江横贯东西，孕育了华夏文明，却

也分离了陆地、阻隔了南北交通。新中国

成立以来，一座座跨江桥梁相继建成，既便

利两岸居民的出行与生活，也为区域发展

铺就坦途。俯瞰壮美长江，“长虹”遍布，天

堑上的通途不断扩展，宛若一座灵动的桥

梁“博物馆”，诉说着我国桥梁建设的奋进

历程，铺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时代画卷。

万里长江，百桥飞架

长江上有多少座桥？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自 1955 年建设

首 座 跨 江 通 道 武 汉 长 江 大 桥 开 始 ，截 至

2023 年 12 月，已建成包含公路、铁路、市政

桥梁及隧道在内的 140 余座过江通道。

根 据《长 江 干 线 过 江 通 道 布 局 规 划

（2020—2035 年）》，到 2025 年，建成过江通

道 180 座左右；到 2035 年，建成过江通道

240 座 左 右 ，全 面 形 成 布 局 合 理 、功 能 完

善、保障充分、集约高效的长江干线过江通

道系统。

纵览万里长江，一座座大桥不断刻录

下中国桥梁建设发展的铿锵足迹。

上游，巫峡入口处，全长 612 米的重庆

巫山长江大桥被誉为“渝东门户桥”。天堑

长江一直是渝东区域经济发展的天然障

碍，严重制约巫山整体经济发展的规划布

局。重庆巫山长江大桥 2001 年 12 月开工，

攻克了三大世界级施工技术难题，成为长

江上第一座公路中承式钢管拱桥，自 2005
年 1 月竣工通车以来，不仅顺畅了渝东交

通，更成为一道亮丽的三峡旅游景观。

中游，九省通衢间，我国首座公铁两用

桥——武汉长江大桥历经近 70 年风雨，坚

固如初、巍然挺立。这座“万里长江第一

桥”兴建于 1955 年 9 月，两年后通车运营，

是我国桥梁史上一座里程碑，打破了长江

流域自古以来船运过江的历史。

下游，飞虹越大江，全长 6772 米的南

京长江大桥，自 1968 年竣工通车以来，已

成为支撑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关键交通节

点。这是长江上第一座由新中国自行设

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

主桥钢材全部由鞍钢炼制，有“争气桥”之

称 ，开 启 了 我 国 自 主 建 设 大 型 桥 梁 的

时代。

视线再向下，长江入海口，由崇启大

桥、上海长江大桥和上海长江隧道组成的

过江通道，是由海上进入长江的第一座“桥

梁+隧道”组合式过江通道，极大地缩短了

上海至江苏东部地区的出行距离，有力促

进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华东地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跨江桥梁，不断跨越

跨越时间长河，放眼万里长江，一座座

大桥的建成通车，一项项纪录的接连突破，

背后是我国桥梁建设技术的全面升级和产

业链的不断完善——

交通运输部公路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中国现代桥梁建设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独立自主、80 年代的学习与追赶、90 年

代的跟踪与提高。

这一过程也基本反映在长江跨江桥梁

的建设上。

建成于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武汉

长江大桥，见证了我国长大桥梁技术的从

无到有。

始建于 1960 年的南京长江大桥，最初

车道可容 4 辆大型汽车并行。桥下，南京

长江大桥最高通航水位 24 米，可通过 5000
吨级货轮。

20 世纪 90 年代，原交通部组织实施的

桥梁跨江工程，促进了公路大跨径长大桥

梁的发展，悬索桥、斜拉桥建设进步显著，

混凝土结构梁桥和拱桥在跨径上也一再突

破世界纪录。

1999 年 9 月通车运营的江苏江阴长江

大桥是我国第一座跨度超千米的特大桥，

大桥设计、施工过程中建立了一套科学、有

效的悬索桥施工与控制技术，突破了如大

温差的钢箱梁路面铺设、北锚沉井等很多

世界级难题，为中国后续同类桥梁工程建

设积累了成功经验。

随着桥梁建设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南京

长江大桥同处江苏境内的润扬长江大桥，

2005年通车，全线采用双向 6车道高速公路

标准设计。桥下，润扬长江大桥通航净高达

50米，可通行 5万吨级货轮。润扬长江大桥

的建造更是有了更明确的生态环保要求。

大桥采取路面独立排水系统，路面径流水

不直接排入长江，减少对长江水质的影响；

大桥建造时对相关水域实时监测，更好保

护施工段内江豚、中华鲟等动物。

从 1968 年 第 一 座 跨 江 大 桥 算

起，江苏南京已接连建设了 5座跨江

通道。2000 年通车的八卦洲长江大

桥、2005 年通车的大胜关长江大桥、

2012 年 通 车 的 栖 霞 山 长 江 大 桥 、

2020 年通车的江心洲长江大桥，另

有上坝夹江大桥作为夹江过江通道

纳入市级管养体系。南京市公路事

业发展中心长江桥梁隧道管理中心

主任丁泉介绍，5 座过江大桥每天通

行 30 万辆车，江南江北从地理上来

讲已没有太大区别。

早上 7：45，南京市公路事业发展

中心养护工作人员王翰从位于南京

江北的老浦口码头附近的家中出发，

驾车 5 分钟通过南京长江大桥，8：15
左右就来到长江南的单位。王翰说，

现在看望父母或者朋友聚会，不管去

江南江北，都是“一脚油门的事”。

王翰的外公对南京长江大桥有

着别样的情感。老人家 1953年从山

东到南京的工作单位报到，早上 8点

到江北的浦口火车站，再从浦口码头

排队乘坐轮渡过江，到单位已是傍

晚。1968年大桥建成通车，长江两岸

的火车站和铁路线打通了，京沪铁路

串联在一起。当时，老人家回山东乘

火车经过南京长江大桥，广播里 4 分

钟歌曲播放完了，火车就开过了长

江，节约了好几个小时。

跨江大桥让产业也更加流动起

来。2020 年通车的江心洲长江大桥

将南京河西新城、江心洲科技生态

岛、江北新区研创园串联在一起。

今 年 44 岁 的 肖 征 宇 是 一 名 创

业者，从事自动驾驶相关的软硬件

产品生产经营。他家住南京城东，

生产传感器的公司在南京城西，制

作 软 件 的 公 司 则 在 南 京 城 南 。“江

心 洲 长 江 大 桥 是 我 去 两 个 公 司 的

必 经 之 路 ，通 勤 很 方 便 ，而 且 分 公

司和重要客户在安徽合肥，从江心

洲 长 江 大 桥 往 合 肥 走 可 缩 短 半 小

时车程。”肖征宇坦言，江心洲长江

大桥的建成通车，对公司拓展长三

角业务很有帮助。

南京大学长江产经智库区域经济

首席专家吴福象说，沿江的交通大动脉

打通后，区域内的经济联系和合作加

强，推进了区域间双向产业转移，各城

市根据自身区位优势和产业发展基

础实现差异化发展；与此同时，长三角

众多城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跨江

大桥能带动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放眼长江江苏段，400 多公里的

江面上已建起 18个通道，相当于平均

24公里就有一座过江通道。未来，待

规划内通道全部建成后，这一数值将

进一步缩短至 10公里，将进一步缓解

过江难题，更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使用者——

跨江加速 发展提速
本报记者 姚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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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南京江心洲长江大桥。

赵振宇摄（人民视觉）

图②：重庆朝天门长江大桥。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供图

图③：1960 年，南京长江大桥正桥桥墩

需要深潜水作业。图为潜水员冒着生命危

险下水作业，保障大桥建设。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桥

工段供图

图④：武汉长江大桥修建期间，建设者

进行技术交流。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图⑤：武汉长江大桥修建期间，建设者

进行柱桩联结的作业。

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供图

图⑥：湖北燕矶长江大桥项目，技术人

员云端全过程检测混凝土状态。

范昊天 陆落义摄影报道

图⑦：张靖皋长江大桥项目，机器人辅

助钢塔焊接。 许丛军摄（影像中国）

图⑧：建成 50 多年，南京长江大桥依然

发挥着重要作用。图为南京长江大桥上繁

忙的景象。 马千里摄（人民视觉）

图⑨：重庆巫山长江大桥。

文振效摄（影像中国）

图⑩：江阴长江公路大桥。

江苏省江阴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建成时中国跨径最大、综合建设

条件最复杂的特大型斜拉桥——苏通长江

大桥。 许丛军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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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楚东门户，鄂州之滨，

伴随最后一车混凝土入模，湖北燕矶

长江大桥双塔的钢筋部品施工全部

完成，预计 2026年建成后，将成为世

界首座不同垂度四主缆体系悬索桥。

为提高施工效率、减少高空作业

风险，大桥建造采用了钢筋部品智能

施工工艺。中交二航局现场施工负责

人马龙介绍，相较于传统工艺由塔吊

把单根钢筋吊装到塔上，再由工人

在高空逐根绑扎，钢筋部品事先在工

厂内进行智能加工，再运输至现场拼

接组装，能大幅提高安装效率、有效

压缩工期，提高钢筋保护层合格率水

平，减少作业人员安全风险。

马龙介绍，钢筋部品智能施工

工艺的出现，首先得益于钢筋加工

的工艺革新、大体积混凝土温控技

术的升级以及云工厂系统的技术突

破。钢筋部品吊装对吊具稳定和平

衡提出了更高要求，一节段钢筋部

品超百吨，稳定吊装并不容易。马

龙介绍，施工中，他们在吊具吊点数

量和吊装胎架结构上做了精细设

计，减小了钢筋部品压强，不仅使钢

筋不易变形，还使得吊装部品更加

稳定，钢筋对位更加精准。

这还不是燕矶长江大桥建造面

临的最大挑战。

不同于其他桥梁，燕矶长江大桥

建造现场受附近鄂州花湖机场影响，

既要满足“上可行飞机、下可通船舶”

要求，又要尽可能避开长江岸堤边的

巨大地质断裂带，大桥主塔高度被限

制在 200 米内。因此，塔身既要“身

材匀称”又要“壮实”，主塔采用内圆

外方壁厚达 4米的 C60混凝土结构。

“塔壁越厚，强度越高，带来的施

工开裂风险越大，节段混凝土内外温

差控制难度也越大”，中交二航局项目

技术负责人罗航介绍，为精准控制混

凝土内外温差，团队做了 240组对照

试验，最终研发了适用于不同塔高对

应季节气温的防裂混凝土配比和养

护方法。同时，通过对筑塔机的技术

改造升级，改善了高空作业安全和混

凝土高空蒸气养护条件，实现了主塔

2× 35个节段混凝土零开裂的目标。

“进入 21 世纪，长江上，梁、拱、

斜拉和悬索四大桥型还在不断涌现

世界级的工程。”交通运输部公路局

有关负责人说，桥梁建设突飞猛进与

我国综合国力增强、产业结构与布局

不断完善，特别是人才的培养和储

备、技术的积淀有直接关系。中国桥

梁建造技术的发展一方面得益于近

年来工业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

智能机器人、智能信息采集技术、云

工厂系统等技术的不断突破，为中国

桥梁建设者不断赋能，特别是近些年

一系列世界超级桥梁的建造，也为中

国建设者积累了丰富实践经验。

建设者—

创新超越 逐梦前行
本报记者 韩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