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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8日，中心城区“两
轨一桥”正式开通。其中，轨道交通9
号线二期（兴科大道至渝北区花石沟）、
10号线二期（鲤鱼池至后堡）当日下午

两点通车投入初期运营，郭家沱长江大
桥当日17时通车。至此，重庆中心城
区多了三条南北向交通大动脉。

9号线二期起于渝北区兴科大道，
止于渝北区花石沟，全长8公里，设车站
5座，分别是春华大道站、兰桂大道站、
中央公园东站、丛岩寺站、花石沟站。其
中，中央公园东站与10号线一期换乘。

10号线二期（鲤鱼池至后堡）起于
10号线一期鲤鱼池站，止于后堡站，设

车站4座，分别是曾家岩站、大礼堂
站、七星岗站、后堡站。其中，

曾家岩站与 2 号线换
乘，七星岗站与1

号线换乘。 郭家沱长江大桥及六纵线北段通
车项目起于南岸区峡口立交，止于两江
新区观音堂立交。其中，郭家沱长江大
桥是国内已建成的最大跨度路轨两用

钢桁梁悬索桥，全长1403.8米，上
层桥面为双向八车道城市

快速路，下层为轨道交
通8号线预留过

江通道。

“两轨一桥”通车，让中心城区南
北向交通更加便利。其中，9号线二期
建成后，与9号线一期贯通运营，为中
部槽谷北部片区发展注入新动能。10
号线二期与10号线一期贯通运营，将
有力分担轨道交通3号线客流压力，实
现江北机场、重庆北站等重要交通枢
纽快速通达。郭家沱大桥及六纵线北
段建成后，实现两江新区和南岸区的
快速通达，有效缓解中心城区南北向
交通压力。

南北“通透”双向奔赴
“两轨一桥”通车，重庆中心城区多了三条南北向交通大动脉

轨道交通9号线二期、10号线二期
以及郭家沱大桥的通车，由此贯通的重
庆中心城区三条南北向的新通道，给大
家出行带来怎样的便捷，给产业经济的
培育带来怎样的促进？重庆轨道交通
建设已经达到什么水平？

郭家沱大桥通车
将促进东部槽谷一体化发展

“从来没有想到过，从峡口到江北
只要10分钟！”南岸区峡口镇农家乐经
营者张光军说，以前，从南岸区峡口到
江北区要绕行，至少需要40分钟。

“郭家沱大桥通车后，实现了两江
新区和南岸区之间的快速通达。相信
以后会有很多人过来耍，我们的生意肯
定会越来越好。”他认为。

从郭家沱大桥通车中受益的，当然
不只是沿线居民。

重庆经开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郭家
沱大桥通车后，将形成重庆第一条纵贯
东部槽谷的南北向大通道，显著提升东
部生态之城与北部智慧之城的互联互
通水平，强力带动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龙兴高端制造业基地等重要组团高效
协同发展，进一步促进东部槽谷一体化
发展。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透
露，目前，中心城区城市道路规划“一
环七纵八横九联络”共956公里快速
路网体系，截至目前，已通车 573 公
里，基本形成“一环六纵五横三联络”
快速路网结构。随着郭家沱大桥通
车，中心城区累计建成“37桥22隧”，
累计城市道路通车总里程超6250公
里，路网密度达7.1公里/平方公里，位
居全国前十。

两条轨道线开通
沿线上百万人直接受益

“10号线二期填补了南滨路没有地
铁的空白，贯通人口最为稠密、城市功
能最为集中的两江四岸核心区，带动老
城区城市更新，将有力分担轨道交通3
号线客流压力，实现江北国际机场、重
庆北站等重要交通枢纽全城快速通
达。”1月18日，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

测算显示，10号线二期新增两处轨
道跨江通道，全网跨嘉陵江轨道能力由
原有的约18万人次/小时增至约23万
人次/小时，跨长江轨道能力由约17万
人次/小时增至22万人次/小时，将极大
地缓解过江压力。

9号线二期与9号线一期贯通运
营，使得中心城区再添一条南北向轨道

交通骨干线路。来自市住房城乡建委
的数据显示，9号线二期、10号线二期
两条轨道线路可带动沿线100多万人
出行，极大推动沿线产业发展，助推两江
四岸核心区——长嘉汇、空港新城、会展
城、创新经济走廊、两江国际商务中心、
仙桃数据谷等地高质量发展，还将推动
大礼堂、七星岗等片区城市更新步伐。

据悉，10号线二期与一期贯通运营
后，我市将研究并适时开行大站快车至
后堡站上线运行。届时，乘客乘坐大站
快车从后堡站至王家庄站，用时将由64
分钟压缩至51分钟。

5号线北延段开通在望
重庆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有望超500公里

随着这两条轨道交通的建成通车，
重庆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达到492公里。
预计今年一季度，5号线北延段有望初

期运营。届时，我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有望超过500公里。重庆轨道集团董
事长王峙表示，在我国，轨道交通运营
里程超过500公里的有北京、上海、广州
等6座城市（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突破500公里，意味着重庆轨道交通的
运营里程将在全国城市中名列前茅。

目前，重庆已经形成了全世界规模
最大的山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网络。由
12条运营线路构建而成的“环射+纵横”
运输体系达到478公里（不包含18日通
车的两条线路运营里程）。随着轨道交
通运营里程达到500公里，重庆轨道交
通每日能够为至少600万乘客提供便
捷、安全的出行服务，占公共交通出行比
例达50%以上。

重庆轨道交通还将延伸到部分主
城新区，为推进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
推动城市综合实力提升打好基础。重
庆将迈入世界级地铁城市行列。

“两轨一桥”通车带来哪些重大利好
轨道交通10号线二期南纪门长

江轨道专用桥，是世界上最大跨度城
市轨道交通专用斜拉桥。在重庆的轨
道交通桥梁中，这样的第一，可谓比比
皆是。

例如，9号线嘉华嘉陵江轨道专
用桥是世界上最大跨度城市轨道交通
专用连续刚构桥（主跨 252 米），环线
鹅公岩长江轨道专用桥是世界上最大
跨度自锚式悬索桥（主跨600米），3号
线菜园坝长江大桥是世界上最大跨度
公轨两用提篮拱桥（主跨420米）。

重庆轨道交通桥梁，凭啥创下这
么多世界第一？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
公司轨道桥梁经理漆勇认为，重庆是
有名的山水之城，交通设施有着很多
跨越两江的需求，自然会涌现出一些
特大跨径、特殊结构形式的桥梁。

漆勇表示，重庆是茅以升科技教
育基金会桥梁委员会认定的中国“桥
都”，创新基因融入了这座城市桥梁建
设的灵魂。大量的轨道交通桥梁建设
需求，是以往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过
的，使得重庆桥梁工程设计师可以在
这个领域大胆尝试、不断探索、精益求
精，“重庆涌现出这么多世界第一的轨
道交通桥梁工程，是必然的结果。”

重庆轨道交通跨江桥凭啥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探秘>>>

山城重庆，建筑素来独具特色。
轨道交通9号线二期、10号线二期以
及郭家沱长江大桥的设计有哪些特
色、亮点，给我们带来哪些令人耳目一
新的创意？1月18日，重庆日报记者
就此采访了相关人士。

重庆城投集团人士介绍，郭家沱
大桥采用单孔悬吊双塔三跨连续钢桁
梁悬索桥设计，主跨跨径720米，整个
钢桁梁总重约2.5万吨，相当于4座埃
菲尔铁塔。在设计上，郭家沱长江大
桥钢桁梁和主塔涂装采用的是浅蓝
灰，主缆颜色是国际橙，吊索是皓月
白，配合桥塔“门楹纳水”造型，将水元
素融入传统门式桥塔之中，与山城重
庆的独特景观风貌相得益彰。

林同棪国际工程咨询（中国）有限
公司轨道桥梁经理漆勇表示，南纪门

轨道斜拉桥桥塔设计为带弧线曲面元
素的门型桥塔，既赋予了桥梁力学上
的稳定感，又不失轻灵飘逸的柔美风
格，结合高低桥塔的搭配，空间上形成
丰富的层次变化，与长江两岸风貌形
成有机融合。

“9号线花石沟车站最大的亮点
就是保留了周边的原始生态风貌，
既设计环保，又方便了市民出行。”
中铁二十局集团项目部负责人表
示，施工过程中尽量避免了对周边
关键地质的扰动。不仅如此，花石
沟站还采用站桥合一的建筑形式，
采用了重庆典型山地建筑——吊脚
楼形式，一层为站台，二层为站厅，
将高差接近20米的地形融合，便于
人行道上的客流平接入车站，方便
市民乘车出行。

“两轨一桥”那些独具创意的美感设计

本报讯 1月18日，来自市住房
城乡建委和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团
的消息称，9号线二期、10号线二期
两条线路，初期运营时间为7∶30至
20∶30，工作日及双休日行车间隔均
为10分钟。9号线二期兴科大道等其
余区段、10号线鲤鱼池站等其余区段
运营时间6∶30至23∶00不变。

此外，轨道集团还公布了两条线
路部分站点之间的运行时间，为市民
出行提供参考。

其中，中央公园东到南岸后堡列

车运行时间约55分钟；从沙坪坝高
滩岩直达渝北区花石沟时间约73分
钟；两江新区王家庄抵达南岸后堡为
约 66 分钟；后堡到 T2 的时间为约
45.5分钟；后堡至T3的时间为约42
分钟。

7∶30至20∶30
9号线二期10号线二期初期运营时间确定

相关新闻>>>

作为一名以新能源汽车为核心业
务的中国500强企业员工，王猛是小康
集团新能源汽车自主研发领域整车轻
量化的杰出代表。11年来，他从最基
础的汽车白车身研制、到车辆开闭件
设计，再到担纲主攻车辆轻量化关键
核心技术，为助推实现“双碳”目标和
节能减排做出突出贡献，在平凡的产
业工人岗位上走出一条不平凡的轨
迹，用青春和汗水绘就了“最美产业工
人”的身影。

专攻整车轻量化 助力实现双碳目标

近年来，随着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
问题，汽车轻量化已经成为汽车产业关
键核心技术之一，并受到各国高度重
视。重任当前，具有专业优势和丰富实
践经验的王猛责无旁贷地站了出来。

在公司的全力支持下，王猛突破常
规组织架构，牵头组建轻量化新科室，系
统性搭建起整车轻量化工作流程，在保
证汽车安全性、操稳性及舒适性等各项
性能不降低的前提下，通过新结构、新工
艺及新材料等轻量化手段减少自身重
量，从而提高汽车的动力性，减少燃料消

耗，降低排气污染。3年来，王猛带领的
工作小组在公司赛力斯SF5、AITO问
界M5等车型上累计实现900kg以上的
轻量化减重，使公司产品的轻量化水平
在全国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王猛的眼光不仅仅局限于开展具
体的轻量化攻坚，更注重在工作中探
寻这一业务的前瞻和发展。为了避免
因缺乏清晰的战略指导而产生方向错
误和资源投入不匹配等问题，他主动
挤出业余时间，于2018年考入西南财
经大学 MBA 专业攻读战略管理方
向。通过近2年的研究及实践，制定
了小康集团轻量化发展战略，并以此
为指导，抓住我国倡导低碳环保的大
好时机，克服内部的劣势，积极争取进
一步发展轻量化技术。

根据分析结果，王猛进一步提出了
小康集团轻量化技术发展的短期及中
长期战略目标。他从制定技术路线图、
各专业轻量化结构设计、关键材料及工
艺轻量化手段等方面提出战略实施措
施，并建议从企业文化、人力资源、资金
流程和宣传策略等方面保障战略的实
施，以推动小康集团轻量化快速发展。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实现规模化应用

在新车型研发过程中，他从不满
足于现状，持续追求细节改进，带领团
队反复推敲设计优化点，现如今，鸭尾
式尾翼、稳定式侧裙、拱形弧线翼子
板、整体平展式底盘等优秀的低风阻
设计已成功运用于在研车型。

王猛不断提升产品能效水平，推
动专用增程系统DE-i在AITO问界

M5 上批量交付，油电转换率实现
3.2kwh/L，油耗降低达20%。针对増
程式电动车的使用特点，定制开发了
占比高达88%的高效区，热效率远高
于传统燃油发动机，从而实现最佳的
燃油经济性。同时采用四缸及多项
NVH技术，达到纯电NVH性能体验，
较同类油车降低2.5dBA。増程器搭
载的SHG90永磁同步低速高效发电
机，与发动机之间采用直连结构，无效

率损失，电机系统效率达到95%，达到
行业领先水平。

王猛主导研发的精准定位7天线
蓝牙无感数字钥匙、40W无线+66W
有线充电等智能化技术也极大地提升
了产品竞争力和用户体验感。上述技
术的突破，成功填补了小康集团智能
汽车在人机交互领域的空白。

2017年以来，王猛先后发表《概
念车身框架结构的轻量化设计与优
化》等5篇论文，取得“前机舱传力结
构、整体式双导轨升降器”等授权专利
110项。他主持的部分汽车基础及关
键核心技术研究成果并已在公司华为
智选赛力斯SF5和AITO问界M5等
多款产品上实现规模化应用。

不计得失唯奋斗 个人与团队共成长

王猛谨记产业工人的朴素初心，
锲而不舍地追求卓越，在勤奋工作的
同时，他发扬“钉子”精神，尽一切可能
挤出时间加强学习，自我提高，于
2020年被评为高级工程师，并在同年
取得了MBA硕士学位。在个人成长
的同时，他不忘团队的整体进步，引导

项目小组时刻关注行业前沿发展方
向，创新工作思路、在攻关实践中不断
提升整体技能水平，多次在澳门车身
大会等全国性行业会议中获奖。

为了第一时间掌握设计成果应用于
产品的情况，王猛多次主动请缨参与新
车型高原、高寒试验。行程中，他和同事
不畏艰苦，累计辗转5万余公里，在高原
反应以及零下20℃极寒低温的极限挑
战中掌握了测试工作的第一手数据。

为了保证项目质量和进度、随时把
握项目工作节奏，王猛长期自愿放弃个
人节假日休息，加班加点奋战在研发设
计的第一线，常常工作至凌晨两三点，
成功带领团队将项目周期缩短30%，为
集团商业成功做出重要贡献。

2022年3月，正值研发数据冻结的
关键节点，其妻生小孩，为了不影响研
发攻坚进度，陪产的王猛积极与各工程
师线上研讨技术方案，保障研发进度需
求。在安顿好妻女后顾不得休完护理
假就毅然主动返岗作业，加班加点全面
审视可能落下的工作，确保了项目节点
高质量达成，得到同事的赞誉。

潘锋 图片由重庆市总工会提供

王猛：自主研发整车轻量化的杰出代表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30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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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由记者廖雪梅、杨永芹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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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月 1818 日日,,重庆轨道列车正通过重庆轨道列车正通过
南纪门长江轨道专用桥南纪门长江轨道专用桥。。

特约摄影特约摄影 钟志兵钟志兵//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1月18日，10号线二期曾家岩站与周公馆相邻，是唯一一
座建在路面上的轨道站。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

1 月 18 日，郭家沱长江大桥，市民纷纷赶在通车前前往
“踩桥”。 特约摄影 郭旭/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