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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6_BB_E5_9C_9F_E2_c41_63661.htm ７月１日，青藏铁路将

开通试运营。与坚守一线全线上万名建设者一样，作为青藏

铁路建设总指挥部专家咨询组组长的张鲁新，“五一”假期

并不轻闲：在总指专家办公室，张鲁新盯着电脑不断处理冻

土观测数据，桌上电话声不断。 张鲁新是青藏铁路线上坚守

时间最长的建设者，59年人生中，雪域守望36个春秋，只为

解决“冻土”这一建设高原铁路世界性难题。 情定雪域 平均

海拔4000米，位于“生命禁区”，建设世界海拔最高、难度

最大的高原铁路，张鲁新的命运与冻土紧密相联。 建设青藏

铁路必须确保冻土的热稳定性。世界上在冻土区修筑铁路已

有百年历史，但效果不十分理想。据俄罗斯1994年调查，上

世纪７０年代建成的第二条西伯利亚铁路，线路病害率达27

％。运营近百年历史的第一条西伯利亚铁路，1996年调查的

线路病害率达45％。 为建设青藏铁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

始，铁道部就在青藏高原海拔4600多米的地方，建立了冻土

科研基地风火山观测站。 1970年，张鲁新从唐山铁道学院工

程地质专业毕业后，投身铁路建设事业，开始涉足多年冻土

地区的工程技术工作。 为确定冻土性质进行地质化验，张鲁

新与一同伴一年曾挖437个试坑。在海拔4800米以上的高原，

呼吸正常人一半的氧气，一个试坑挖下来，累得气喘吁吁。 

他们没雇临时工，就是招来临时工也吃不了那份苦。进行有

关冻土的全方位调查，他们每天单调地重复着：一天走十几

里路，挖坑、试验、填图。 为确定青藏铁路路线方案，1975



年，张鲁新和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程国栋等7人去错那

湖一带考察。 开始，他们坐解放牌卡车，卡车陷进去了，他

们就骑马，马陷进去了，他们就步行。在雪域高原考察，往

往几天不见人烟，只有地上的野驴和天上的苍鹰与他们作伴

。 与死神擦肩 进行高原冻土研究，茫茫雪域，孤独与危险时

时相伴。 1976年7月，张鲁新一行三人到尺曲河一带考察。一

场暴风雪突然袭来，搅得天昏地暗，他们迷失了方向。 暴风

雪停止了，乌云没有散去。他们意识到越走越远，越走越危

险，最后只好坐在一个山坳里等待同志们来解救。白天与黑

夜交替了两个轮回⋯⋯ 张鲁新平时喜欢吃糖，衣袋里放着

的3块糖，是他们3人的唯一食粮。 大本营里，程国栋等人苦

苦等了两天不见张鲁新归来，预感出事了，急忙带人出去寻

找。 为了找到张鲁新，程国栋决定兵分三路，打着火把，顶

着夜色，在空旷的荒原里他们含着眼泪高喊着张鲁新等人的

名字。 黑夜里，张鲁新3人已经筋疲力尽，他们听到了远处

同事的呼喊声，却无力回应。 “怎么办？我们等死吗？” “

火柴盒里还有三根火柴，用火柴给同志们发个信号。” 没有

料到，第一根火柴划着后即被风吹灭了，同伴要划第二根，

被张鲁新制止了。 张鲁新说：“你不是还有一个纸烟盒吗？

把纸烟盒撕成３个纸条，用火柴点燃纸条，一条接一条地燃

下去，同志们或许会发现我们。” 同伴照此而行。沉沉黑夜

中的那一丝亮光，被程国栋发现了⋯⋯ 记不得多少次与死神

擦肩。科学考察中，张鲁新遭过土匪抢劫，因身上没有财物

，躲过一难；他曾因食物中毒，吐了两天两夜，在高原上硬

挺着活了下来；一次途经唐古拉山，大雪封山半尺多厚，司

机不敢开车前进，张鲁新下车，在前面趟路引导司机开车，



风雪中跋涉3公里，最终冲出死神魔掌⋯⋯ 上世纪80年代，由

于工程技术与国家财力等问题，青藏铁路建设在格尔木划上

“暂停”符。 从事青藏铁路冻土研究的100多位专家，相继调

走、改行、退休。张鲁新与少数人留了下来，怀着坚定的信

念继续守望雪域。张鲁新是幸运的，建设青藏铁路成功破解

“冻土”这一世界性难题，几代科学家的努力与梦想，他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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