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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九号线列车驶过化龙桥站 罗斌 摄/视觉重庆

1月25日，重庆轨道交通又迎来
历史性一刻：轨道交通九号线一期全
线顺利通车运营。这意味着九号线一
期项目在市发改委、市住房城乡建委
等相关部门，以及重庆交通开投集团、
重庆轨道九号线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简称“九号线公司”）、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的努力下，圆满
完成了建设任务，重庆轨道交通运营
里程突破了400公里。

今后，市民从沙坪坝高滩岩站到
渝北兴科大道站坐轨道交通出行，全
程只需58分钟，为中部槽谷地区新增
了一条过江通道。

咬定通车目标不放松
用加速度跑出高效率

“九号线一期建成通车，彰显了建
设过程攻坚克难之不易，更饱含坚毅
前行之不凡。”九号线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

事实上，九号线一期自2017年3
月开建以来，就面临重重困难：项目原
本采用PPP模式，2019年4月开始调
整为EPC模式；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让工程建设按下了“暂
停键”；2020年夏，重庆遭遇嘉陵江
20年来最大洪峰过境，部分工点受
灾；作为打造寸滩国际新城配套重大
基础设施，2020年10月，全线又临时
新建邮轮母港站……

不仅如此，九号线一期也是我市
在建和已建轨道交通线路中难度最大
的线路之一，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
管理层面均面临巨大挑战。

负责建设的中建五局重庆九号线
一期工程总承包指挥部相关负责人表
示，沿线建筑密集，穿越渝怀铁路、渝
怀铁路复线、渝利铁路、渝万铁路、成
渝客专等铁路；沿线存在岩溶及岩溶
水、断层破碎带、膨胀土围岩、松散地
层、瓦斯等不良特殊地质，导致施工高
风险点多、难度大。

“节点目标不变，通车目标不变！”
九号线公司迎难而上，作出掷地有声
的承诺。

以新增建的邮轮母港站为例。为
确保2021年6月30日完成土建目标，
九号线公司准备委派勇担当、综合能
力强的王梦泽担任邮轮母港站业主代
表。尽管王梦泽家中有两个年幼的孩
子需要照顾，尤其是女儿，早产两个多
月，只有半岁，身体虚弱，需要不定期
前往儿童医院复查，但他仍挺身而出。

在王梦泽的积极协调和精细管理
下，邮轮母港站建设高峰期，不到220
米的车站内，6个开挖掌子面同时施
工，单班作业人员达到350人，全天
560人，确保了整个建设期内没有发
生人员伤亡事故的事件。

最终，2021年6月28日，邮轮母
港站如期完成土建工程并移交铺轨单
位。“这为九号线建成通车拔除了钉
子，扫除了最大的障碍。”九号线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0年，为抢回因疫情失去的时
间，中建五局安装公司靠前谋划，在铺
轨前期，就增加了大量工装机械设备、
材料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制定了抢工
应急方案，跟踪土建现场实际进度，工
期计划超前预警，物资提前储备；储备
劳动力后备资源。一系列举措，确保
了辅轨项目如期完成。

迎难而上、攻坚克难，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在我市相关部门积极支
持、协调和督导下，以及九号线公司和
全体建设者的努力下，项目建设用加
速度跑出高效率，频频传出好消息：

2021年6月30日，全线洞通；
2021年7月15日，全线轨通；
2021年8月16日，全线电通；
2021年10月16日，通过项目工

程验收；
2022年1月10日，不载客运行顺

利结束；
2022年1月25日，顺利实现开通

初期运营。

克难攻坚推动创新
为山地城市轨道建设提供样本

两江环绕的重庆，地形复杂，九号
线一期项目由南至北，可以说，施工过
程中遇到了重庆轨道交通建设中所遇
到的所有难题。相关部门和单位将创
新贯穿于整个施工过程中，为山地城
市轨道建设提供了示范样本。

比如，嘉华轨道专用桥跨越嘉陵
江，南接渝中区、北至江北区，全长
619米，主跨252米，距下游已建成的
嘉华公路大桥仅80米，大桥建设不仅
难度大，施工风险也大，尤其是桥梁的
P5主墩位于嘉陵江主航道南侧深水
区，是建设中最难的一个挑战。

中建三局三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攻克难关，项目团队经过长达半
年的论证，在亚洲首创采用机械开挖
的无覆盖层深水围堰基槽施工工艺，
通过冲击钻成孔、工程钻机修边、蛙人
潜水+水下高清摄像头配合捞渣的方
式，在嘉陵江河床上建成一个 28.5
米、壁厚2米、重800吨的钢围堰，相

当于在水下8层楼的江中心安置一个
“金刚罩”。

同时，项目采用新工艺——非爆
破施工，不仅能够有效保护嘉陵江水
源、涵养生态，而且对岩层扰动与周边
环境影响很小，有效地保护了周围建
筑物安全。这为复杂水文情况下水下
无覆盖层基槽施工开辟一条全新路
径，具有很好的借鉴推广意义。

创新不止。红岩村站建成国内首
个高速电梯群，设计的圆形竖井通过
垂直电梯连接地面出入口，不仅改变
了以往轨道电扶梯连接地面出入口的
设计模式，让乘客从车站内部到地面
出入口时间可节约七八分钟时间，而
且工期可节约半年时间。

在车站装饰方面，红岩村站则创
新性设计为全国首个红岩文化和红岩
精神轨道站；刘家台站以声光电的形
式，突出了作为“重庆名片”的鎏嘉码
头的前世今生。

列车更智慧，部分列车搭载智能
列车乘客服务系统，可以显示车厢拥
挤度等信息，让乘客乘车更方便。

健全分层次的管理体系
打造智慧工地

项目建设既要保速度，更要保质
量。

自项目进场开始，九号线公司就
聚焦“安全地铁”“绿色地铁”“品质地
铁”三大目标，以“安全、质量、投资、进
度”作为工程建设管理的四项基本内
容，建立健全分层次的管理体系，组织
制订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及规章、规
程等，有效地实施工程建设管理，从而
确保了工程质量。

2020年 7月，嘉陵江20年来最
大洪峰过境重庆，江水暴涨，最高水
位比日常平均水位足足高出12米，
洪水淹没了整个P5墩围堰平台，但
由于P5墩及围堰平台设计合理、施
工质量过硬，经历两次洪峰冲击后
P5墩安然无恙，为项目如期通车提
供了重要保障。

九号线公司还积极推动大数据、
智能化、BIM、物联网等集成应用系统
与施工现场深度融合，通过“扫一扫”

“刷一刷”“点一点”“试一试”等智慧工
地建设，为项目安全管控上了一道“双
保险”。

2021 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搭建的九号线BIM项目荣获“第

二届湖南省BIM技术应用大赛”一
等奖。

新增一条跨江通道
全程只需58分钟

九号线一期开通后，我市轨道交
通新增了一条过江线路。今后，市民
从沙坪坝高滩岩站到渝北兴科大道站
可以坐轨道交通出行，全程只需58分
钟，大大方便了沿线市民出行。

此次开通的23个车站中，有9个
车站与已开通运营的6条轨道交通线
路实现换乘。这在重庆已经开通运营
的10条轨道交通线路中，换乘站数量
仅次于环线，位居第二。

“以后，坐轨道不用爬坡坎了，家
门口就可坐。”家住江北区春森彼岸小
区的李婆婆兴奋地说，以前乘坐轨道
交通到鲤鱼池站，一路都是坡坎，需要
10多分钟。

受益的不仅是春森彼岸小区的居
民。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九号线一期快速连接了三峡广场、化龙
桥、观音桥、江北嘴、保税港等重要的商
圈和港口地区，为中部槽谷地区新增了
一条过江通道。这将有效提升中心城
区南北向运输能力，改善沿线居民的出
行条件，有力推动中心城区经济发展。

曹克勤 雷鸣

乘客乘坐轨道九号线列车 罗斌 摄/视觉重庆

踔厉奋发担使命 笃行不怠谱新篇
——轨道交通九号线一期建成通车纪实

聚焦轨道上的都市区
系列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