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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用了近8年时间
建成中心城区首座跨江大桥

□本报记者 廖雪梅

在重庆，桥梁与城市发展结下不解之缘。来自市住
房城乡建委的消息称，自1966年中心城区首座跨江大桥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通车以来，截至目前，重庆中心城区已
建成跨江大桥30座，其中跨嘉陵江大桥16座，跨长江大
桥14座。而整个重庆境内的桥梁数量超过1.3万座。

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绍，1967年的重庆城区遥
感影像图上，只能看到一座跨江大桥——牛角沱嘉陵江
大桥。直辖后，重庆建桥的速度加快，从最初的几年建
一座桥发展到一年同时开工修建几座桥。因为重庆桥
梁数量多，桥梁规模大，桥梁技术水平高、桥梁多样化、
桥梁影响力强，茅以升桥梁委员会2005年年会认定，重
庆是中国的“桥都”。至此，桥梁和火锅、美女一样，成为
重庆的城市名片。

2021年，重庆桥梁家族将再添生力军。预计今年，中
心城区将有礼嘉嘉陵江大桥、水土嘉陵江大桥、蔡家嘉陵江
大桥三座桥梁建成通车，市民出行将变得更加方便快捷。

中心城区已建成
跨江大桥 30座

中心城区修建的跨江桥梁一览表

（资料由市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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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名称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

北碚朝阳大桥

石门大桥

高家花园大桥

黄花园大桥

马鞍石大桥

东阳大桥

渝澳大桥

嘉华大桥

碚东大桥

水土大桥

嘉悦嘉陵江大桥

北碚朝阳嘉陵江复建桥

双碑大桥

千厮门大桥

曾家岩嘉陵江大桥（主线）

长江大桥

李家沱大桥

鹅公岩大桥

马桑溪大桥

大佛寺大桥

地维大桥

石板坡长江大桥复线桥

菜园坝大桥

鱼洞大桥上游幅桥、下游幅桥

朝天门大桥

观音岩大桥

鱼嘴大桥

鼎山大桥

东水门大桥

通车
时间

1966.1

1969
（已停用）

1988.12

1998.12

1999.12

2001.11

2001.11

2002.1

2007.6

2007.12

2009.5

2010.2

2011.7

2015.2

2015.4

2020.12

1980.8

1997.1

2000.12

2001.12

2001.12

2004.8

2006.9

2007.1

2008.12
2011.8

2009.4

2009.7

2009.01

2013.6

2014.3

▲这是2016年1月12日拍摄的重庆嘉陵江大桥。自2002年
渝澳大桥建成通车后，嘉陵江大桥改为渝中区往江北区单向通
行。 特约摄影 苏思/视觉重庆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 记者 谢智强 翻拍 资料照片由重庆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提供

◀当年建桥时YMK吊机拆轨，准备后移。
记者 谢智强 翻拍 资料照片由重庆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提供

重庆横河川仪
有限公司成立

1995年6月22日

□本报记者 廖雪梅

6月18日早上9点，牛角沱嘉陵江大
桥上车流不息。这座位于渝中区上清寺
和江北区董家溪之间的桥梁，是重庆中心
城区最繁忙的桥梁之一，每天通过的车流
量接近10万辆。

“诞生”于1966年的牛角沱嘉陵江大
桥，是重庆中心城区第一座跨江大桥。在
重庆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内，25卷珍贵的档
案资料记录着这座大桥建设的全过程。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该档案馆，
采访了参与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建设的相
关人士，了解到大桥背后的故事。

重庆人早就想在嘉陵江上修桥

重庆，四山环抱、两江相拥，交通不便
限制了城市发展。重庆人早就有了在嘉
陵江上修建跨江大桥的想法。

《重庆市市政环卫建设志》记载，江北
地区是重庆与四川东北部、陕西联系的重
要通道。1929年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
市政当局就有在嘉陵江上建桥的想法。

为什么要在江北边上修桥？
原来，抗战时的江北，已发展成为重

庆城市的一个繁华地带——人口有10万
人左右，江北城、溉澜溪、相国寺沿江一线
有中小厂家140余家。“大量人、财、物需
要过江，嘉陵江成了阻碍城市发展的天
堑，修建桥梁有了紧迫意义。”市城建档案
馆馆长徐惦耕介绍。

1946年制定的《陪都十年建设计划
草案》中，提出了在两江之上修建大桥的
想法。随后，中国近代桥梁工程大师茅以
升受重庆市政府委托，完成了两江大桥初
步设计。在他的设计方案中，长江大桥选
址东水门大码头至下龙浩，全长982米；
嘉陵江大桥拟建在曾家岩与陈家馆（现春
森彼岸附近）之间，全长500米。

但因经费缺乏，两座大桥未能开工。
1948年，时任市长杨森认为，同时兴建两
江大桥人力物力均不允许，决定先建投资
较小的嘉陵江大桥。1949年1月，重庆士
绅在沧白路沧白堂为嘉陵江大桥举行了
奠基典礼。当时，嘉陵江大桥计划从沧白
路修到江北水府宫，长460米。

但大桥真正动工，是解放后的事情
了。

解放后的重庆发展日新月异，原有的
“母城”市中区（现渝中区）显得非常局促，
城市急需向外扩展。而江北地区发展迅
速，大批工厂拔地而起，修桥被提上议事
日程。

一份半个多世纪前的《重庆市嘉陵江
公路桥设计意见书》显示，重庆首座城市
大桥修建的位置曾有两个选择：一是牛角
沱，一是高家花园。

选择在牛角沱建桥的原因有二：一是
当年的高家花园在市区上游，属于郊区；
但牛角沱在市区范围内，在牛角沱修建大
桥，既能方便市民出行，花费资金也较
少。二是那时人们已有了修三峡大坝的
想法。选址牛角沱建嘉陵江大桥，既能满
足大坝蓄水之后的水位，在牛角沱修建大
桥的规模和跨度，也能保证万吨级船队通
行。综合考虑，在牛角沱修建嘉陵江大桥
成为最佳选择。

桥墩建设，采用了当时世界
上最先进的技术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的修桥地址确定
下来了，但解放初期的重庆，并没有修建
大型桥梁的经验，物资、设备以及技术人
员都很缺乏，如何把这个“巨无霸”修起来
成了难题。

上世纪50年代，重庆迎来了机会：武
汉长江大桥通车后没多久，建设武汉长江
大桥的队伍到重庆修建白沙沱长江大桥。

原重庆城建局局长林君宴是牛角沱
嘉陵江大桥的首批技术员之一。他回忆，
市委、市政府对修建白沙沱长江大桥在人
力和物资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但也
提出了请求：到市区来看看，给嘉陵江设
计一座跨江公路大桥。

于是，武汉大桥工程局设计处在设计
完白沙沱长江大桥后，又设计了一个五跨
连续钢桁梁桥——牛角沱嘉陵江大桥。

1958年12月，牛角沱嘉陵江大桥正
式动工。该桥总长 600.56 米、宽 21.5
米。“这座桥梁对重庆有着特殊的意义。
是它，圆了重庆人的大桥梦。”林君宴认
为。

据介绍，为解决建大桥缺技术的问
题，在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开工之前，重庆
城建局市政工程处派出技术人员到白沙
沱长江大桥工地学习。牛角沱嘉陵江大
桥使用的很多建桥技术都与武汉长江大
桥、白沙沱长江大桥相同，是当时世界上
最先进的技术。

为解决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建设缺少

大型设备的问题，施工方利用修建白沙沱
长江大桥的间隙，将一些暂时闲置的大型
设备用拖船运输，从白沙沱长江大桥的施
工现场拉到牛角沱嘉陵江大桥的施工现
场“借用”。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的桥墩建设采用
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也就是苏联
专家在武汉长江大桥采用的大型管柱基
础。因为嘉陵江的沙卵石覆盖层有数十
米厚，桩要穿过它们打进河床基岩上，还
要深钻5米才能稳固，再用水下钢筋混凝
土浇注起来。桥墩上部看起来单薄，其实
有直径20多米的深墩在水下，是非常结
实的。

水泥论斤用，10万立方米
土石方几个月搬空

虽然各方建桥热情高涨，但谁也没有
想到，牛角沱嘉陵江大桥施工竟花了近8
年时间。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1958年 12月开
工，不久就碰到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1959年至1961年)，大桥建设进入停滞状
态。

1964年，大桥建设复工。随着“原班
人马”回到工地上，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建
设进入快车道。

一组数据说明了当时牛角沱嘉陵江
大桥建设的热火朝天景象——重庆城建
集团桥梁分公司原总工程师刘成清回忆，
大桥上清寺一端，原是一座山，为建设引
桥，山被挖出了一道凹槽；工地上每天穿
梭着上千人，许多学校还为牛角沱嘉陵江
大桥设立了义务劳动日；10万立方米的土
石方，几个月就搬运一空。

桥墩建设是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建设
过程中最紧张的环节。因为桥墩建设必
须要在嘉陵江的枯水期进行，一年只有3
个月左右的时间。工人们争分夺秒，吃
住都在岸边，换洗的衣服都是家人送来
的。

此外，这座大桥还有一个有意思的设
计，就是钢架上的铆钉结构，让钢结构之
间的连接更加稳固。铆钉结构需要通过

热铆接技术完成，铆钉必须要烧到300℃
以上，再进行铆接。焊接工人最多工作两
三个小时，就要换一班。

林君宴透露，由于牛角沱嘉陵江大桥
项目没有纳入国家建设计划，属于地方

“自选动作”，钢材和水泥等建设材料都需
要自己筹措。没有重型吊装设备，就用土
办法，用千斤顶顶；没有大型浮船，就用小
船拼凑；没现代化机具，就用人工操作；建
桥用的水泥、钢材极度匮乏，大家就把水
泥当金子一样珍惜，论斤用。

在此过程中，自主创新成为牛角沱嘉
陵江大桥高品质建设的一大亮点。

建设跨江大桥，好钢材是关键之一。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施工必须要16锰钢，
才能达到要求，但当时全国能生产16锰
钢的只有鞍钢。如果从鞍钢生产钢铁运
到重庆，会增大建设桥梁的开销。为此，
市里决定由重钢负责大桥钢材冶炼，再由
山海关桥梁厂加工，最后运到牛角沱嘉陵
江大桥施工现场。

大桥的桥面板采用的是预制板施工，
加工地点选在人和街的一个街心花园
里。桥面板的硬度要求很高，需要使用高
标号水泥。南岸水泥厂为大桥专门研究
生产出了高标号水泥，既节省了开支，又
保证了质量。

林君宴还透露了一个细节：1965年，
他正在值班，突然得到通知，让大家在大
桥的脚手架上铺上长木板，说是有领导要
过桥到对岸去视察，后来大家才得知走过
桥的是邓小平。

市民出行变得风雨无阻，桥
梁成为城市发展助推器

1966年1月20日，耗资1400多万元
的牛角沱嘉陵江大桥正式通车，全城轰
动。

“通车前几天，桥上基本都是行人。
可能从那时开始，重庆人便对桥有了很深
的感情。以至于后来，每一座桥通车，都
有好多市民来‘踩桥’。”徐惦耕说。

“嘉陵江大桥没通车前，渝中区和江
北城之间的往来全靠木船。”市公交集团

退休职工祁莹全回忆，木船一次只能运
送十来人，市民往返两岸要花大半天时
间。渡船出现后，一次可运送100多人
渡江，速度提高到10多分钟一趟。但每
逢遇上冬春大雾天气，上午要封渡，而夏
季遇洪水就整天封渡，人们出行仍然受
到限制。

随着牛角沱嘉陵江大桥通车，两岸居
民结束了只能靠轮渡过江的历史，出行变
得风雨无阻。中心城区有了第一班市中
区到江北区的公交线路——从上清寺出
发，经嘉陵江大桥到红旗河沟转盘，然后
再开到五里店，最后抵达江北嘴。因为坐
车从华新街到上清寺仅一站，又刚好驶过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人们把坐这趟公交称
为坐“过河车”。

得益于这座桥梁通车，渝中半岛和江
北五里店地区迅速发展起来。此后，中心
城区的每一座跨江大桥通车，都对两岸的
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

徐惦耕介绍，牛角沱嘉陵江大桥通车
后，成为各方珍爱的“宝贝”——为防止被
人破坏，桥上安排有军队驻守。直到上世
纪80年代，驻军才撤出。

2009年，牛角沱嘉陵江大桥被列入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桥梁上乱涂乱画
等，将按《文物保护法》进行处罚；大桥要
维修改动，也要经过文物部门批准。

2018年，因为多年“服役”，桥梁行车
道板底板存在大量裂缝，钢桁梁杆件锈蚀
严重等病患，时年50多岁的牛角沱嘉陵
江大桥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一次整修。
大修采用了修旧如旧的方式推进，尽量选
择与原结构相同或兼容的材料，使用传统
工艺技法施工。在桥身与桥墩、桥面等得
到精心整治后，牛角沱嘉陵江大桥恢复了
1966年建成时的风貌。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修过程中，这
座桥梁上不仅增设了交通监控系统、防
雷接地系统以及桥梁健康检测系统，其
景观照明系统也进行了提档升级，变得
更加“耳聪目明”、光彩照人。承载重庆
城市发展历史和记忆的传奇之桥——牛
角沱嘉陵江大桥，正焕发出新的生机和
活力。

1995年 6月 22日 中日双方共同出资 1300
万美元组建的重庆横河川仪有限公司成立。这是
中国仪器仪表行业最大的一家合资企业。该公司
成立后，形成以 EJA 系列变送器为主导产品、年产
变送器5.4万台的能力，建立起具有20世纪90年代
世界先进水平的变送器仪表生产基地。2020 年 6
月，主营产品EJA智能变送器突破总销量400
万台大关，是中国主要的变送器制造供应商
之一。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