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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城北跨黄河超级交通综合体建设速度加快

济南黄河大桥新桥合龙！后年6月通车

老桥见证“大明湖时代”辉煌，新桥助推济南迈向“黄河时代”

拥河入城，一场跨越40年的接力
文/片 记者 于泊升

“从济南黄河大桥老桥通
车，到济南黄河大桥新桥合龙，
已经过去41年了。”山东省摄影
家协会成员崔红军拍摄济南跨
黄桥隧已有些年头，济南黄河大
桥新桥开建至今的每个重要瞬
间，他都不曾错过。

9月28日，济南黄河大桥新
桥上，一块钢桁梁板缓缓落在桥
梁中部缺口处，宣告主桥正式合
龙，济南跨黄交通建设迈上新台
阶，“拥河入城”步伐加快。

立下汗马功劳的老桥

28日上午9时30分，济南黄
河大桥新桥合龙瞬间，崔红军及
时用镜头记录下来。

“钢桁梁从南北两岸向中线
延伸，一段一段组合，就像拼积
木一样。”崔红军在手机上找出
以前拍摄的照片，他准备做一套
新桥的“成长日记”。和很多喜欢
记录城市发展的同行一样，崔红
军将黄河大桥新旧两桥，看成济
南跨黄的标志性作品。

济南黄河大桥老桥1982年投
用，新桥2022年开工，中间相隔40
年。这40年，济南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城市版图不断扩展。

1982年，老桥通车时，崔红
军曾骑车上桥，“老桥见证了‘大
明湖’时代的辉煌，如今，济南要

‘北起’，向更大空间扩展。”崔红
军望向老桥主塔，“济南黄河大
桥”六个字，此时满是岁月留痕。

作为济南第一座跨黄河公
路大桥，老桥为黄河南北两岸连
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
较早的济南行政区划中，济南黄
河大桥老桥控历城、天桥、济阳
三个区县过河廊道，济南居民过
河大多依仗这座大型桥梁。

此外，济南黄河大桥与国道
104相接，德州、滨州以及天津、河
北等地车辆进入济南城区，大都
从这里过河。一时间，济南黄河大
桥成了济南北上的重要通道。

“这座桥出现前，济南人过
黄河靠浮桥，再之前是轮渡。”崔
红军指了指老桥上游不远处，济

北浮桥保留到今天，虽解决了过
黄难题，但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其
在调水调沙以及冰凌期需要拆
除，拆除时间可长达三个月。上世
纪八十年代，济南市民过黄的接
力棒逐步交到大型桥梁“手中”。

在此之前，黄河济南段上已
有铁路桥，但对本地居民来讲，
公路桥是通行的“必需品”。随着
济南黄河两岸联系日益密切，济
南又在西城架设了建邦黄河大
桥。近年来，黄河重大国家战略
不断推进，济南携河北跨步伐加
快，又在黄河上建成石济客站公
铁两用桥、黄河济泺路隧道、黄
河凤凰大桥。

俯瞰黄河，新旧两桥相互倚
靠，一座见证了“大明湖时代”，一
座正见证济南快步迈向“黄河时
代”。新桥在老桥一旁逐渐成型，
像是奔赴一场40年后的接力。

横跨黄河的“钢铁巨兽”

济南黄河大桥新桥两座主
塔呈宝瓶型，吊索从主塔连接到
桥面钢桁梁上，是典型的斜拉索
桥。现场技术人员对这项工程感
到自豪，称其为超级交通综合体。

济南黄河大桥新桥项目有
两个重要部分，也就是跨黄河大
桥建设和零点立交改扩建。其
中，新桥主桥采用主跨488米双
塔双索面钢桁梁斜拉桥，主跨跨
径与老桥主桥等长，是黄河上第
一座不等跨并桥建设工程。“老

桥与新桥的跨径不同，但两桥的
距离只有33米，并驾齐驱，新桥
建成后，老桥会继续保留使用。”

“仔细观察的话，济南黄河
大桥新桥就像是黄河上的钢铁
巨兽，主桥钢结构全覆盖。”在崔
红军的镜头中，新桥的钢结构得
到了很好呈现。作为黄河上跨径
最大、钢桥总长最长的公轨分层
合建桥梁，济南黄河大桥新桥的
工程总用钢量达七万吨。

钢结构主桥桥身分为两层，
分属不同的交通形式。在道路布
置上，主桥公轨合建，八车道公路
在上层，双线轨道交通在下层。

济南近年来新建的跨黄桥
隧大多采用这种公轨合建形式，
黄河济泺路隧道、黄河凤凰大
桥，均预留了轨道交通通道。通
过济南黄河大桥新桥的地铁7
号线，已在黄河南岸开工建设。

综合来看，济南黄河大桥新
桥集合了市政道路、高速公路、
枢纽立交、公轨合建、轨道交通
等，是一座超级交通综合体。

伴河而生拥河而起

“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新
桥上数桥，也能找到一番乐趣。”
崔红军右手指向下游，嘴里念叨
着桥隧名字，“济南黄河凤凰大
桥、石济客专公铁两用桥、济南
黄河大桥、济南黄河济泺路隧
道、齐鲁黄河大桥……”

济南现在拥有的跨黄桥隧，

两只手是数不过来的，铁路桥、高
速路桥、市政路(快速路)桥及公
铁(公轨)两用桥，加起来达16处。

今年，济南又披露出一批过
黄通道规划，常被提及的航天大
道穿黄隧道前期工作开始收尾，
即将进入建设期；顺河、奥体西
路、腊山河西路等几条南北向城
市主路，开始研究如何北延过黄，
其中，奥体西路北延过黄初步确
定为隧道形式……

按照规划，济南建成、再建
以及规划的跨黄通道将达到34
处，济南中心城区范围内跨黄通
道有20多处，平均2 . 5公里1处。
跨黄通道涵盖市政道路、公路、
高速公路及轨道交通多种形式。

此外，济南部分跨黄通道在
规划和建设中，还布设了非机动
车道和人行步道，未来，市民可
以选择自驾、骑行、公路、地铁等
多种方式，穿过黄河天堑。

济南城市发展空间东西长、
南北窄，向北受到黄河天堑制
约，对沿江沿河城市来说，将江
河由城市屏障转变为发展轴带，
是转型升级面临的重要考验。

这些跨黄桥隧，正是济南突
破天堑、拥河入城的底气。

《济南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到，济南要加
密过河通道，促进黄河两岸交通
布局优化、衔接成网。而济南市新
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及强省
会建设，也需要大的交通设施进
行支撑和引导。

黄河桥隧的布局，对促进济
南起步区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支
撑作用，不仅带动北部地区发展，
也有利于主城区进一步集聚资
源、转型升级、增强吸引力。

28日上午10时，合龙已告
一段落，新桥进入下一个建设阶
段。参加合龙活动的人员陆续离
开，崔红军恋恋不舍地向桥下走
去。下桥时，他回望了一眼桥塔。

在黄河边出生，背靠黄河长
大，七十多年来，崔红军无数次
过黄，在他眼中，黄河桥隧已不
仅仅是一种交通形式，它们更像
一个个象征符号，记录着济南伴
河而生、拥河而起的故事。

文/片 记者 于泊升

9月28日，济南黄河大桥新桥
提前6个月完成主桥合龙，钢桁梁
在黄河中线牵手，桥体南北贯通。
与老桥相比，新桥主体更长、更高、
更壮观。作为济南携河北跨的“排
头兵”，集市政道路、高速公路、地
铁、跨河大桥等于一体的济南黄河
大桥新桥建成后，将成为济南北跨
黄河的超级交通综合体。

28日上午，济南黄河大桥新
桥上彩旗飘飘，人头攒动，两台架
桥机矗立在桥梁中部，工作人员
在机械旁做着合龙前的最后准备
工作。在众人见证下，济南黄河大
桥新桥主桥最后一块梁板缓缓起
吊，通过工程机械架设在缺口处。

“最后一节钢桁梁在后场制
作完成后，立刻拉到现场施工。”
工程技术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新
桥南北两座主塔已经封顶，两侧
引桥也在推进，零点立交正进行
扩建，多条匝道已拆除重建。

济南黄河大桥老桥于1982
年通车，是济南黄河南北两岸联
系的重要通道，也是东部城区跨
黄的必经之路。老桥为双向4车
道一级公路，机非混行，多年来与
济北浮桥共同承担起跨黄通行任
务，交通量已超过4万辆，超出大
桥设计通行能力30%—40%。每
年汛期，济北浮桥拆除后，老桥通
行负担繁重。新桥建成后，将代替
老桥和浮桥两座桥梁功能，实现
所有机动车辆全年不间断通行。

新桥作为黄河流域跨径最大、
钢桥总长最长的公轨分层合建桥
梁，上层采用双向8车道一级公路
兼城市快速路，下层采用双线轨道
交通，设计日通行能力达10万辆。
新桥预留地铁7号线通道，这也是
山东首条穿越黄河的地铁线路，同
步实现从老桥单一交通方式到公
轨两用通行能力升级，满足高速公
路、城市快速路、城市主干路三者
之间交通转换需求。

除交通能力提升外，新桥长
度、高度、宽度也提升不少。老桥主
桥长488米、最大跨径220米，新桥最
大跨径488米，等同于老桥的主桥
长。新建黄河大桥位于老桥下游，与
老桥并桥建设，中心间距33.5米，老
桥主塔高68.4米，新桥主塔高168.6
米(历时12个月完成)，与华山顶基
本等高，比老桥高出100米。

新桥主墩位于河道外侧，跨
大堤桥使用连续式钢桁梁，大大
提高了防洪行洪能力。主体结构
则采用钢桁梁结构，抗震性能更
好，工业化和装配化程度更高，在
保障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可提升
桥梁跨度、减轻桥梁自重。

据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一
级调研员刘圣元介绍，济南境内
黄河全长约183公里，共规划建
设34处跨黄通道，目前已建成16
处。起步区范围内，共规划19处，平
均2.2公里一处。目前，济南黄河大
桥新桥、济南黄河黄岗路隧道等项
目正在建设，航天大道穿黄隧道计
划今年内启动建设，齐鲁黄河大桥
预计2024年通车，奥体西路穿黄隧
道有望明年开工。

济南黄河大桥新桥有望2025年
6月底提前实现全线建成通车，原黄
河大桥老桥计划后期改造，为非机
动车和行人通行提供便利条件。 济南黄河大桥新桥与老桥并行，主跨跨径与老桥主桥等长。

济济南南黄黄河河大大桥桥新新桥桥是是泉泉城城在在黄黄河河上上架架设设的的超超级级交交通通综综合合体体。。

葛
记
者
观
察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