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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兴建在世界屋脊上的青藏铁 路，无疑是人类挑战自然义一令 人惊叹的壮举，它应陔比在世界 第
三大河——长江上拦腰设坝还 要震撼瓢心。
 青藏铁路的开发和修建尤其 艰难，但它对青海和两藏两省区 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也最显著。
青 藏铁路筑路时逢山开洞，遇水搭 桥，劈开亿万年的冻土。
从此， 神秘的两藏不再遥远；公路上长 途的跋涉和颠簸；空中航线上奢 侈而短暂的飞掠，都在舒适
、明 亮、宽敞、快速的高原列车面前 黯然失色。
 青藏铁路把人潮源源不断地 载人藏，无疑对西藏的旅游开发 和经济增长大有裨益。
但能量巨 大的铁路也会带来负面的影响， 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生态改变， 同时也会带来人际情愫
的微妙变 化。
这些，或许不会引起一般人 的留意和计较，但在多年之后， 这片充满神秘的雪域高原圣地， 却有可
能变得和其他任何一个省 和自治区一样为世人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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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青藏高原卫星遥感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青藏铁路穿越的崇山峻岭。
从青藏铁路所经地点的海拔曲线上，我们可以看到列车所逾越的三个台阶。
第一个台阶是海拔3500米到3680米的日月山和关角山段，第二台阶是海拔4800米左右的昆仑山到唐古
拉山口段，第三台阶是海拔5072米的唐古拉山口。
    去西藏难，难就难在青藏高原的高海拔地段。
如今青藏铁路通车了，沿着青藏铁路，我们感受到的是车窗外掠过的大山大川，是高天的青蓝和白云
，是茫茫原野上奔跑的羚羊⋯⋯和那些淳朴的牧人。
　　　　在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编者多次往返西藏的经历，编撰了这本图书，伴随大家一路
西行，感受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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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蓦然回首，我们从词语闪烁的故纸和老人们嗫嚅的诉说中，可以隐约地感觉到，以20多年的艰苦
劳作和数百名筑路者生命为代价的青藏铁路第一期工程，留下了人类筑路史上最沉重的一页。
工程的艰巨，路基中所渗透的血汗，完全可以与18世纪美国修筑的西部铁路相匹。
在将近200多年之后，中国也开始拓展西部铁路。
若论中国西部自然资源的优势，应与美国西部相若，因而为修筑这条艰难道路，而付出巨大代价，应
该物有所值。
而在21世纪展开的青藏铁路第二期工程，就明显地减少了许多原始性的失误，所有筑路者都在严密的
保护下进行劳作。
因为二期工程的大部分区段，处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荒漠高原腹地，其中唐古拉山和风火山地段的海
拔高达5000米以上。
这些客观环境，不容许任何盲目的热情和幻想去主宰工程行为，也不允许任何违背自然、对抗自然的
非理性作为，因为这里是“生命禁区”。
唐古拉山上的苦行僧中国铁路第一工程局桥梁工程处承担了唐古拉山区段7．04千米的筑路筑桥工程。
平时，人们最爱听女歌手李娜用那撕裂云天的女高音唱出《青藏高原》。
随着高昂嘹亮的歌声，人的魂魄便不由地飘浮在唐古拉山的雪峰、蓝天、白云和茫茫草原上。
但是，当来到现实中的唐古拉山，所有的诗情画意都在顷刻间化为乌有：这里一片荒芜，罕见人烟。
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一半，缓慢地走路也会气喘吁吁。
4月天仍旧积雪遍地。
白天气温虽然在0℃左右，但太阳的辐射却灼得人们脸庞发烫，若不做好防晒措施，皮肤不出3天就会
起泡、糜烂。
总工程师梁广利永远难忘初到唐古拉山北坡第一夜的恐惧。
那是2002年4月5日，时值清明。
此时在内陆，正是春光明媚，桃李盛开，人们踏遍山野扫墓祭祖的日子。
梁广利和7名青年人来到开心岭开辟居住地。
等搭起帐篷，开始埋锅做饭，已是黄昏时分，夕阳西下，逼人的寒气即刻袭来。
草草吃完半生不熟的米饭，就赶紧钻进了被窝。
尽管每人垫上3床褥子，盖3床棉被，仍然冻得直哆嗦，只好8个人紧紧挤在一起，才聚得一团热气。
而高原的半夜不仅仅是寒冷，缺氧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队员们心跳加速、胸闷、头痛欲裂，并且有
人开始呕吐，只好轮流吸氧气。
老梁忍着痛苦，眼睁睁地看着飘忽不定的烛光，内心担忧：如果氧气用完了，他们很可能会成为唐古
拉山的头一批殉难者！
最有效的减肥法到了5月，人们对高海拔的生活开始适应。
而且大批的氧气和药品也及时运到。
复测线路开始了，队员们每天都扛着器械，踩着冰雪在唐古拉的荒山上奔走。
在海拔将近5000米开心岭上，5月的气温相比内陆的寒冬有过之而无不及。
人们被冻得手脚麻木，脸色乌青。
尤其在狂风暴雪袭来之时，不要说走，连站都站不稳，只能回到帐篷躲避。
到了8月，虽然还不时的有雨夹雪，但晴天里的气温毕竟也上升到了15℃左右。
不幸的是太阳极其恶毒，100多名队员，几乎都被强烈的紫外线灼伤，嘴唇、鼻子、面颊和耳朵都脱了
一层皮。
个别皮肤稍差者，凡脸部突出的部分都起泡并且溃烂，就像被热油烫伤一般。
一位职员的妻子从家乡前往探视，到了丈夫跟前都不敢相认，因为分开不到一年，年轻的丈夫竟然秃
了顶，脸色紫黑，身体干瘦，活脱脱一个藏族牧民！
在高原上变瘦是个普遍的现象。
由于缺氧和低气压而消耗人体的大量热量；高山反应则导致失眠和食欲不良，几乎所有人都在“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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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唐古拉山不到半年，队员们的体重就减轻了5～10千克不等。
最明显的感觉是裤子宽松了、皮带显得长了，于是只好不断地剪皮带．以适应腰围的不断收缩。
有趣的是，研究减肥的人们知道了这种现象，竟然把“上高原”作为快速减肥的“良方”，写进有关
的文章里。
巧妇难为高原之炊“上了高原，吃饭也是一场革命”。
这是在青藏铁路的工地上流行的一句话。
中铁一局机械筑路处的厨师张长林便是这场“革命”的主角。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到了高原，张长林才知道，这“高原之炊”更为艰难。
刚到通天河之初，长林连续3夜睡不好觉，头疼、胸闷并且恶心。
清晨，他忍着痛苦从床上爬起来，操持一天的3顿饭。
厨房不大，炉火持续燃烧，又耗去许多氧气，使原本就缺氧的他几乎窒息；只好不断走出厨房，到外
面猛吸几口空气，再返回操起锅铲。
糟糕的事还不止这个，缺氧使得石油气炉火不旺，因为气压低，所以不论蒸米饭、蒸馒头还是煮面条
都要用高压锅。
不料头一回用高压锅煮面条不得要领，揭开锅盖一瞧，竟成了一锅粥！
经过好些天的摸索试验，张长林终于掌握了一套在4500米以上海拔做饭的技巧，他蒸的米饭，大伙儿
都特别爱吃。
可是谁又料到，高原上吃饭竟然又比做饭还要难。
队员们因为高原反应，根本没有食欲，哪怕再好吃的饭菜，他们一口都不想尝；反复劝说，还是有许
多人不想动嘴。
体力消耗大，睡眠不好，再不进食，人很快会垮掉。
工地的指挥者只好动用命令：谁不吃饭，立即打行李回家！
“厌食者”们这才都往肚子里塞饭菜，一直到盘光碗净，才允许离开餐桌。
一个也不能少在青藏铁路施工，对筑路者生命最大的威胁是低压性缺氧。
而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辟青藏公路时，资源匮乏，科技落后，加之环境恶劣，极易引发感冒、高烧
，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筑路者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于是，许多年轻的人们将他们的生命奉献给了
高原。
据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修筑川藏公路时，平均不到2千米，就要失去一位筑路者的生命。
如果川藏公路全长2000千米，付出的便是上千人的牺牲！
而在50年前修筑青藏公路的风火山路段时，每隔1千米就要倒下1个人。
可见国人在建川藏、青藏公路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到后来，从60～70年代修筑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区段时，也有201位铁道兵战士付出了生命！
到了本世纪，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科技进步也使高原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得到
改善。
中铁一局的高层决策者在青藏铁路开工之初，就明明白白地提出：“上青藏高原的工人要去多少回来
多少，一个都不能少！
”2001年3月初，筑路工人尚未出发，工程局就先在海拔4600米左右的沱沱河建立了一所工地医院。
5月份又建立制氧站和高压舱。
工人进驻沱沱河工作线之后，上级立即颁布了医疗保护规定：一、每人每天必须强制吸氧两个小时以
上；二、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沱沱河和通天河等地区工作的人严禁饮酒，并建议戒烟；三、医院在抢
救病危者时，有权调动任何车辆；四、每一个作业区都安排医护人员巡视，大的作业区段建立卫生所
；五、为所有职工发放预防及治疗高山症的药物，如红景天和“高原安”等，以及护肤霜、防护镜及
防寒服等。
P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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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青藏铁路的开通不仅是青藏人民的福音，也是广大旅游爱好者的福音。
该书是一本沿着青藏铁路的线路介绍青藏壮丽风光的著作，优美的文字和精美的图片，为美丽的雪域
高原留下原始的生态资料和旅游指南。
此书的出版，将让更多的人了解青藏，走进青藏，关爱青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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