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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却一度遭遇“非法建筑”的尴尬身份，而这条超长公

路隧道中最关键的通风、防灾、紧急救援等各种技术挑战所

带来的施工困难，以及一年半之前的业主变更事件和工期大

幅度缩短的要求，都让它的诞生充满了坎坷。自古以来，作

为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绵延1600公里的秦岭彻底隔断了关

中与蜀楚的往来。为了方便关中与南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战

国时的秦昭襄王下令沿着秦岭中南北向的深切河谷，在悬崖

绝壁间穴山为孔、插木为梁，铺木板联为栈阁，形成独特的

山间栈道。 几千年来，栈道是人们跨越秦岭的唯一选择，即

便是目前攀越秦岭的多条公路也均与秦岭古栈道存在一定程

度的承袭关系。例如，川陕公路的凤县至汉中段大致沿陈仓

道修筑；西万公路（西安至四川万源）大致沿子午道修筑；

西界公路（西安至界牌）大致沿蓝武道修筑；周城公路（周

至县至城固）大致沿骆谷道修筑。 秦岭地区山势险峻，盘山

公路坡陡弯急，极易出现交通事故。尤其在冬季，岭北海

拔1000米、岭南海拔1200米以上就会因长期积雪而阻断交通

。盘绕在秦岭山区的公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已成为中国

西部区域经济交通的瓶颈。 更好的方式是打通秦岭。早

在1980年代，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的专家就开始做这方面的

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实地勘查和反复论证，第一套西安至安

康的18.456公里的超长铁路隧道方案在1990年代中期敲定，历

经五年建设，西康铁路于2001年10月通车，而其中的秦岭Ⅱ



线隧道则于1999年10月贯通，为设计和修建秦岭公路隧道提

供了极具参考性的地质资料。此时，陕西省政府为了抓住铁

路隧道尚未运行的机会，实现公路隧道的长隧短打、节约投

资、缩短工期的目标，决定利用铁路通车前的时间，将秦岭

Ⅱ线隧道作为公路隧道施工的辅助坑道。秦岭终南山公路隧

道的修建由此提上了日程。 2001年2月，世界规模第一、长度

第二的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从陕西省投资集团对专门为该隧

道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起正式孕育。借助铁路Ⅱ线隧道的试

验段开挖。 这座原规划工期67个月的上下行双线公路隧道全

长18.02公里，虽然次于世界第一的挪威莱多尔单线隧道（

长24.5公里），建设规模却达36.04公里，远远超过前者。该

隧道位于中国西部大通道阿北高速公路（内蒙古阿荣旗至广

西北海）上的西安至柞水段，在青岔至营盘间穿越秦岭，建

成通车后，可将80多公里危险的盘山公路缩短成18公里的高

速路，将原来2个多小时的车程缩短至18分钟。在此之前，终

南山铁路隧道的贯通则使西安至安康的铁路线长度减少了94.5

公里，仅此一项每年为货主节省运费约1.2亿元。 “连通南北

方，对促进陕川经济文化交流的社会意义更为深远。”陕西

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该项目总指挥长乔怀

玉对《建造师》说。然而谁能想到，这项伟大的工程在建设

过程中却一度遭遇“非法建筑”的尴尬身份，而超长公路隧

道中最关键的通风、防灾、紧急救援等各种技术挑战所带来

的施工困难，以及一年半之前的业主变更事件和工期大幅度

缩短的要求，都让它的诞生充满了坎坷。 亚洲第一长隧 切诺

基在险峻崎岖的秦岭山脉中颠簸盘行，左靠崖壁，右邻深渊

，在接近180度的S型大转弯时经常与迎面驶来的货运卡车擦



肩而过。五十多米高的钢筋水泥桥墩巨人般屹立在石砭峪水

库上游的山涧里，给人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 西康公路（西

安至安康）在秦岭山区就是以100多个隧道和多座高架桥组合

而成，其中距离西安市南40公里的终南山隧道是西康全线长

度最长、施工难度最大的隧道。 地质学家李四光曾这样评价

秦岭地质：它是古老的东亚褶皱断层山地中最坚强的一个。

极其复杂的地质构造和高密度的地下断层，使得隧道施工中

最怕出现的高地应力、剧烈岩爆、突发性大涌水、地热高温

溶洞以及放射性物质等现象随时都有可能发生。而在这样苛

刻的条件下，单单是寻找一条地质构造最稳定、施工运营条

件最好又最经济的隧道位置，就已无异于大海捞针。 作为秦

岭铁路隧道的项目总工程师，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的梁文灏

为寻找到最佳的位置，在1980年代就跑遍了隧道可能经过

的460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为探明秦岭地区的地

质情况，他们用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V5大地电磁测深仪

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结合大面积的航测遥感和准确的地面

调绘，以及包括电法、磁法、放射性在内的多种勘探方法，

在避免对原始生态造成破坏的情况下，给秦岭进行了一次详

细的“CT体检”。 在铁路选线时为了避免对秦岭自然保护区

造成的不利影响而特别采取了绕避措施：为保护山顶的近百

头羚牛，隧道洞口设计在比羚牛活动区低1000多米的山坡上

；修建过程中产生的200多万立方米弃碴，也在设计时合理选

择弃碴场地并进行填土造地，为秦岭山区增加了130多亩耕地

。 建设秦岭铁路为公路建设打好了地质详情勘探的前仗，还

为公路的开挖提供了诸多便利。为了加快开挖速度且出碴顺

利，2001年初在铁路Ⅱ线已经铺上铁轨待通行的时候，陕西



省政府决定利用铁路Ⅱ线开挖公路东线，把铺好的铁轨重新

拉出去，横向打出多个辅助坑道开挖公路隧道。事实证明，

这种方法确实节约了大量成本和开挖时间。按常规计算，秦

岭终南山隧道至少需要4-5年才能打通，但借助铁路隧道开挖

辅助坑道后，东线公路隧道创造了18个月全线贯通的奇迹，

节省投资3亿多元。 然而一直到2005年9月份，秦岭终南山公

路隧道的“准生证”却都没有批复下来。 在该隧道建设之前

，我国最长的公路隧道比如雁门关隧道也仅仅只有5.235公里

，对这种18公里的超长隧道建设的技术可行性，国内很多专

家都持谨慎态度。“尤其是通风、防灾和监控系统在超长隧

道中最难把控，”铁道第一勘察设计院负责终南山公路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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