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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段总长度近15公里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是上海

市中心城区北部东西向交通主
动脉，自2014年12月23日正式
开工建设，全长约19.1公里，分
西段工程和东段工程。西段工
程自中环北虹路立交至天目路
立交热河路接地点，长约10.9公
里，已于2021年 6月18日先行
通车。东段工程自文安路接地
点至周家嘴路内江路，包含新建
路（西）、新建路（东）、黄兴路3对
进出口匝道，本次试通车后将全
部投入使用。

试通行后，来自中环或北翟
路地道的车辆，按 60 公里时速
计，30分钟内就可横跨长宁、普
陀、静安、黄浦、虹口、杨浦六个
行政区，到达周家嘴路内江路，
将有效缓解延安路高架和内环
北段的交通压力，对提升沿线商
区活力和方便周边居民出行起
到积极作用。

北横通道主体工程高架段
长 3.1 公里，隧道段的总长度
14.7公里，采用15米直径单管
双层隧道。国内外尚没有同等
类型和规模的穿越中心城区地
下道路工程案例，这也意味着，
北横通道成为目前世界最长的
城市核心区地下道路。值得一
提的是，北横通道仅隧道主线提
供的车道面积就达到32.1万平
方米，对于节约宝贵的城市土地
资源、改善城市生活环境、促进
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绿色和智慧也是北横通道
建设中的特点。北横通道在圆
隧道内部结构侧墙采用免装饰
混凝土，简洁、大方、美观，突破
了传统工艺的束缚，省去了二次
装修结构，既缩短了施工周期，
又节省了装饰成本，显著提高了

施工质量，也是全国首创城市桥
隧工程综合绿色低碳精品示
范。北横通道盾构施工期间采
用泥浆干化方式，将盾构泥浆压
滤转换为土方进行外运，有效保
障了推进工效，并最终实现了弃
土、弃浆的资源化利用。

无人机倾斜摄影、虚拟现实
（VR）、物联网等多项信息化技
术，建立基于BIM的工程全生命
周期协同管理平台，都在北横通
道建设中得以使用。全国首次
在城市低净空长隧道中进行无
人摊铺、压实新工艺应用，提高
了施工无人化、智能化、数字化
水平，助力实现道路施工精细化
质量管控。首次综合运用交通
全息感知和智慧防灾、结构健康
监测等功能模块，在运营中也能
实现高效管理。

盾构穿越屡创全国纪录
记者从负责建设的上海城投

公路集团获悉，工程实施以来，北
横工程建设者在人口密集、建筑
林立、设施复杂的情况下，克服多
重困难，打破了多个全国纪录，打
造了数个全国首例。

2023年7月25日，随着两台
15米级超大盾构——“建功号”
和“纵横号”会师安国路工作井，
北横通道工程实现隧道全线贯
通，用实干实绩不断书写盾构穿
越领域的“百科全书”。

北横通道线路沿长宁路-苏
州河-新会路-天目路-海宁路-
周家嘴路，经北部长宁、普陀、静
安、黄浦、虹口、杨浦六区，共20个
街道、64条道路，13次穿越轨道
交通，总计下穿89处108栋各类
建筑（含百年历史保护建筑），11
次上跨和穿越苏州河，用一次次
完美穿越打破了多项全国纪录。

如“建功号”盾构机于2022

年1月1日至3日成功穿越运营
中的地铁10号线，与10号线区
间隧道最小垂直距离仅为7.5米，
施工难度之高，被誉为2022年上
海“第一穿”。“建功号”盾构穿越
还实现全国首例大直径盾构软土
切桩，实现全国首例15m级超大
直径盾构机软土切桩施工，为今
后同类型施工提供了宝贵经验。

而“纵横号”盾构机成功下穿
运营中的轨道交通4号线，并一
举创下15m级盾构在软土地层中
穿越轨交“五项之最”，即最小变
形、最小夹角、最急曲线、最大坡
度和最小净距。在黄兴路井始发
最小覆土深度为7.78m，为0.5倍
盾构直径埋深，属全国首例。

北横通道新建工程主线隧道
最大埋深约 55 米，平均深度 25
米，长距离穿越饱和软土层，难度
堪比“豆腐里打洞”“米缸中穿
越”。城投公路北横通道项目管
理团队通过实践应用穿越控制实
时量测技术，迭代提升穿越微沉
降精细控制方法，不断精心雕琢
超大直径盾构穿越施工精细化控
制技术，集成了超大直径盾构穿
越城市核心区系列关键技术，形
成了“微扰动”盾构穿越技术等一
批技术成果，荣获上海市科技进
步一等奖。

大型设施向地下要空间
记者从市政总院获悉，北横

通道建设承载了三代市政总院
人“奋斗者精神”。从上世纪80
年代按照全高架方案进行规划
预留，到如今全线近80%路段转
入地下，北横通道在规划方案上
的与时俱进，体现了上海新一轮
城市发展理念中“大型市政设施
向地下要空间，尽可能留出地面
空间服务公交、慢行”的创新突
破。

全线通车的北横通道长达
19.1公里，其中地下道路长度相
当于外滩通道4倍多，是国内目
前规模最大的以地下道路为主体
的城市主干通道。通道一端联系
中环北虹路，另一端衔接周家嘴
路越江工程，与延安路高架平行，
是上海中心城“三横三纵”骨架性
主干路网中收尾的苍劲一“横”。

随着“井字形通道”的成功，
地下道路在推动城市发展、缓解
核心区交通拥堵和优化中心城
路网的重要作用已日益显现，从

“申字形高架”网络，到以北横通
道、浦东大道（东西通道）、外滩
通道为代表的“井字形”地下道路
网络，上海的路网形式在不断突
破，解决交通问题的思维在不断

突破，地下立体交通作为城市可
持续发展的新动力这一理念也必
将被越来越多的借鉴和效仿。

北横通道并不刻意追求全
地下概念，总体设计中充分考虑
与现有城市路网衔接，也综合考
虑建造成本等因素。北横通道
部分路线采用高架形式，不仅能
与现有高架道路系统实现全互
通立交，同时也降低了地下道路
的建设和运营维护的难度。创新
采用小客车专用道路的技术标
准，不仅有效提高地下空间利用
率，满足90%以上的城市车辆通行
需求，也使得北横通道的施工难
度、施工风险和投资明显降低。

这一工程也是城市更新与
深层地下空间集约利用的新典
范。北横通道充分利用城市深
层地下空间，穿越城市核心区建
筑群，构建多点进出超长地下连
续交通通道。通道布置8对进出
口匝道，与中环西段、南北高架
形成两处互通立交，联系骨干路
网。管理用房、风塔、附属设施
或隐于景观绿地、或与待开发地
块、地下空间结合建设。集约高
效、环境友好、低影响度的建设
模式，为核心区骨干道路立体
化、城市功能更新、交通与环境
协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北横通道主线全线通车
系世界最长城市核心区地下道路 工程历时10年实现多项首创

昨天22：00，北横通道东段主线（热河路-
双阳路）试通车，这标志着上海北横通道主线全
线贯通。这一历时10年的工程，实现了多项首
创，凝聚了上海智慧。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首届上海国际邮轮
节于昨天启航，持续至 8 月 31
日。作为上海国际邮轮节的主
场活动之一，“老码头‘乐享华
夏’海派邮轮风情秀”在具有深
厚历史底蕴的老码头盛大开幕。

此次活动以“海天同舟”为主
题，将上海国际邮轮节海派艺术

展、邮轮摄影展以及邮轮船模展布
置在一个空间内，一次打卡即可网
罗三个主题展，不仅标志着上海邮
轮经济的又一盛事，更是东西方文
化交流与经济发展的新起点。

步入活动现场，满满的“混搭
风”，既有海派名家字画，更有邮轮
模型，都具有浓浓的海派风情。

记者看到，邮轮船模展和邮
轮摄影展包含了华夏国际邮轮有

限公司、皇家加勒比游轮公司、
MSC地中海邮轮公司、招商维京游
轮公司、蓝梦国际邮轮公司提供的
邮轮模型以及邮轮主题摄影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航海博
物馆借出的横洋船模型，为清代
往来台海两岸的贸易帆船。通
过邮轮摄影展和邮轮船模的展
陈，人们能够一站领略各家邮轮
公司的深厚历史与独特文化，以
及它们在探索广袤世界进程中
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开幕式上，随着象征着启航
的船舵缓缓转动，老码头正式开
启了“乐享华夏”海派邮轮风情秀
的新篇章，带有强烈文化属性的
上海邮轮经济将迈上新的台阶，

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吴昌硕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吴

超表示：“今年是海派文化艺术巨
匠吴昌硕大师的180周年诞辰，
作为海派艺术的巨擘，他的作品
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
艺术魅力。这次特展我们将主题
命名为‘海天同舟’——‘大海’培
育了海洋经济，发展了邮轮经济，
也可以理解为是东西方文化交
流、经济发展的载体；而‘天’，是
现代航空业的舞台，也是人类文
化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空间。‘海天
同舟’是一个和合共生的概念，传
达了将经济发展与文化自信相关
联的美好愿景! ”

据悉，这三个展览将贯穿整

个邮轮节，为广大艺术与文化爱
好者提供了一个欣赏与学习的平
台。上海国际邮轮节以老码头为
舞台，展现了上海在邮轮领域的
独特魅力和广阔前景。8月10日
起，还将开放户外打卡区域，供市
民游客体验邮轮场景合影打卡。

主办方表示，上海国际邮轮
节是“上海之夏”标杆活动之一，
不仅展现了上海在邮轮产业领域
的独特魅力和无限潜力，更促进
了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通过
此次活动，上海将进一步巩固其
作为国际邮轮母港的重要地位，
也将推动邮轮旅游市场的繁荣发
展，同时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更
加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体验。

去老码头 看上海国际邮轮节首场秀

海派邮轮风情秀展出的邮轮模型。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摄

昨晚22时，北横通道东段主线试通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