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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日，由市住房城乡建委组
织实施，中交二航局及重庆城投集团共
同投资建设的白居寺长江大桥建成通
车。桥都重庆又添一座跨越长江的新
地标。

大桥建设过程中，用到了哪些创新
元素？一起来了解一下。

世界最大跨径公轨两用
钢桁梁斜拉桥

白居寺长江大桥工程是重庆市“七
横线”跨越长江的控制性节点工程，起
于大渡口区陈家阁立交，止于巴南区内
环快速路太阳岗组合立交，全长约3.7
公里。其中，跨越长江的主桥——白居
寺长江大桥全长1384米，主跨660米，
为世界最大跨径公轨两用钢桁梁斜拉
桥。该桥上层桥面宽38米，为双向8
车道城市快速路，下层桥面宽19.2米，
为轨道交通18号线预留过江通道。

记者了解到，目前通车的是白居寺
长江大桥上层公路部分。主要范围为：
巴南侧内环快速路衔接白居寺长江大
桥上、下巴南立交及华陶立交2个方向
的4条匝道全部开放；鱼洞长江大桥方
向可通过陈家阁立交上、下白居寺长江
大桥；西成大道茄子溪方向可通过陈家
阁立交上白居寺大桥及中坝路文家湾
立交方向。

预计春节后，巴南侧珠江城、荣盛
小区周边居民还可通过太阳岗立交上
下内环快速路，再通过简家槽立交上、
下白居寺长江大桥；大渡口侧中坝路沿
线居民可通过陈家阁立交前往鱼洞大
桥方向。

白居寺长江大桥建成后，将把江
津、九龙坡、大渡口、巴南等四区串联起
来，并成为直连巴南龙洲湾片区和长江
文化艺术湾区的重要通道。届时，市民
开车从大渡口到巴南南泉仅需10余分
钟。

桥梁能“说话”，桥塔形
状像水滴

大桥总设计师、重庆设计集团市政
院公司副总工程师（桥梁专业总工程
师）杜春林介绍，2013年，他带领团队
开始开展项目前期研究；2015年，正式
开展项目设计工作。“在设计初期，我们
便确定了设计方向，那就是希望通过设
计，让桥梁能‘说话’。”

让大桥说话的“语言”，便是水。两
江环绕的重庆，因水而兴，因水而美，从
某种程度上说水是重庆的灵魂。为让
大桥与水元素主题相切合，体现生命之
源的纯洁、神圣、朴素气韵，白居寺长江
大桥采用纯白色涂装，以谦逊高雅的姿
态融入周边环境，与自然融为一体。

杜春林认为，白居寺长江大桥的最
大亮点，就是将大体量的主梁和桥塔建
筑物，通过充满人文和地域特色的水滴
桥型方案表现出来，给人带来的不是厚
重和压迫感，而是一种唯美感觉。这也
是杜春林一直以来的心愿，让桥梁成为
重庆的“城市名片”。

合龙误差不超过两根头
发丝

白居寺长江大桥建设者之一——
中交二航局白居寺长江大桥项目工程
部部长黄辉揭秘了桥梁建设过程中的

“智慧建造”密码。
大桥两座主塔高度均为236米，相

当于84层楼高，为重庆中心城区最高
桥塔。大桥主塔采用空间多曲面水滴

形混凝土结构，共分为55个节段，由
上、中、下三道横梁和两个塔柱构成。

大桥钢桁梁采用倒梯形布置，共划
分为93个节间，由110万套高强螺栓栓
接而成；全桥钢桁梁总重约4.43万吨，超
过“鸟巢”的用钢总量，相当于6.3座巴黎
埃菲尔铁塔的用钢量。钢桁梁架设以两
座主塔为支点，分别向两侧进行双悬臂
对称拼装施工，拼装长度大、结构抗倾覆
风险高。项目团队严把各项工序，利用

“跷跷板”原理，在次边跨及中跨采取压
重措施使钢桁梁顺利搭上边墩，成功完
成边跨合龙，最后高质量完成0.1毫米精
度要求的中跨合龙任务。

“0.1毫米是什么概念？普通人一
根头发的直径是0.05 毫米到 0.08 毫
米，也就是误差最多不超过两根头发
丝。”黄辉介绍。

白居寺长江大桥建设背后的创新元素
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

轨道交通9号线一期工程于1
月25日正式开通运营。列车从沙
坪坝高滩岩站出发，沿线经渝中区、
江北区，直达渝北区兴科大道站，沿
线市民出行更加便捷。

9号线一期项目由南至北，施
工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难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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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最大的挑战。为攻克这个难题，
项目团队通过冲击钻成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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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建成一个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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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施工人员通过各种技
术创新，建成了世界最大跨轨道连
续刚构桥。

又如，9号线红岩村车站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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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了以往轨道电扶梯连接地
面出入口的设计模式。乘客从车站

内部到地面出入口时间可节约七八
分钟时间，工期节约半年时间。在
这座车站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还
针对红岩村车站埋得深的特点，将
传统的“双侧壁导坑法”工法，变为
更经济高效且具有可实施性的新工
法——初支拱盖法，推进项目加快
进程。

技术创新助力轨道交通9号线
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为让乘
客出行更加安全，1月18日起，我市对运行
高速公路的客运车辆（共计77907座位），分
步骤、分批次启动智能安全带安装改造，该工
作将于4月30日前全部完成。

安全带是车上重要的安全设施。据统
计，使用安全带，在交通事故中可减少死亡、
重伤人数约40%-50%。

1月18日下午，记者在大学城西部客运
站安装现场看到，改造后的安全带配备有智
能提醒装置。记者坐到座位上，智能安全带
约3秒钟就能感应到，并自动发出“请你系好
安全带”的提醒语音。若坐在座位上一直不
系安全带，每隔约10秒钟左右，装置就会循
环提醒一次。中途取下安全带时，装置也会
立即发出提醒。

为推进此次智能安全带安装改造，市
交通局申请了财政专项资金 450 万元。
改造对象为运行高速公路的中心城区485
辆公交车辆，以及2015年至2018年4月1
日期间出厂投用、运行高速公路的 1536
辆省际、县际班线客运车辆，共计 77907
座。

重庆为营运客车
配备智能安全带
将于4月30日前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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