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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天高速公路以著名的“汽车城”湖北省十堰市为起点，途径旬阳、安康、石泉、汉中等陕南要
地，一路西进至山城略阳掉头北上，沿嘉陵江畔的深山峡谷，到达陕甘界大石碑，终点为甘肃省天水
市，全长750公里，在陕西境内466公里，其中“汉中西”项目工程151公里。

　　汉中西工程建设者，面对地质结构复杂、常年多雨，膨胀土滑坡、资金告急，攻克一道又一道难
关，奉献陕西高速人的热血忠诚，为国家筑造一条山区高速路的样板工程。
本书收录了人物专访、纪实报道作品70余篇，作者以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和图片，向世人展示了汉
中西项目各参建单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恢宏历史画卷，真实记录了汉中西项目征地拆迁、工程建
设、环境保护、廉政建设等方方面面，详细介绍了该项目精细化管理和打造低碳环保路的成功经验，
还有管理处、施工监理单位的典型人物和事迹，是极具有可读性和参考价值的报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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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家高速公路网十堰至天水联络线(G701 1)陕西境汉中至陕甘界高速公路路线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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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全国最先进的滑坡处治技术在此得到应用”——访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王恭先、马惠
民专家
　4.这是一条精品之路——访西安公路研究院道路研究所工学博士、副所长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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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答：从整体上来看，我感觉这条路应该是、也肯定是精细化管理的一个示范工程，我相信这个工
程的质量是能够经得住时间检验的。
　　首先他们的路面和桥面精细化铺装、小构件预制等等，做得都不错。
特别是针对破碎山体采取的防护措施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在前期路基施工和构造物施工中，连续出现了山体不稳定和滑坡现象，他们实施了一个突出的、超前
的施工管理措施，那就是先稳定山体，在边坡防护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你们在现场也看了，他们采取了钻孔灌注桩深加工支护的方式先稳定山体。
在隧道进出口，也是采取先稳定山体，然后再进出洞。
实践证明，这些办法都是非常有效的，保证了前期路基建设以及构造物建设的稳步推进。
　　第二，管理处在标准化施工管理上与别的道路不一样。
在路基施工、桥涵施工、互通区施工上都采用了很多比较新的理念。
比如桥梁施工，有一座高架桥，我记得是中建五局施工的，这座特大桥是整个项目的控制性工程，它
的地理位置给桥梁建设带来很大难度。
我在现场看到，由于场地受地域条件的限制，施工摆布非常困难，还有因为它是双幅的桥，不能同时
架设，必须先架设一幅，再架设另一幅。
再有就是，那座特大桥的墩柱高度很高，基本上都在30米、40米、50米。
我去现场看的时候，正在进行架设，施工单位在架桥的工艺和工序摆布上动了很多脑筋，一般的施工
单位是完不成那个任务的。
　　再一个就是茶店互通立交做得有特点，它没有用惯用的片石浆砌，而是将施工中产生的弃土回填
到互通区。
这样，通过废弃土回填再加上绿化，就做成了没有人工防护痕迹的一个互通区，这就是现在提倡的绿
色、环保、生态理念的具体实践。
　　这条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2011年准备通车的路段，另一部分是2012年通车的部分。
在快接近通车的路段我们看到了，路面的施工非常规范，有几个地方比较突出。
一个是边坡、边坡排水、防护这些附属工程。
一般来说都是重主体、轻附属，可是在这个项目，他们把附属工程也当做主体工程一样来抓，是目前
在我看过的高速公路里面最为突出的。
再一个是路面施工，从设计到施工、到管理都是相当不错的。
总的来说，我感觉这条路的管理者是动了很大的脑筋，如果一个项目管理者没有花精力和心思在这上
面，肯定达不到这个程度。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秦巴山水间绿色十天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