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９月以来， 中国桥梁建
设不断吸引着世人眼光。

９月１０日， 杭瑞高速公路控
制性工程———尼珠河大桥正式合
龙 。 大桥桥面距谷底达５６４米 ，
相当于２００层楼高， 刷新世界第
一高桥纪录。

９月１９日， 沪通长江大桥２８
号主塔墩承台混凝土浇筑收官，
进入到新的建设阶段。 大桥主跨

１０９２米， 是世界最大跨度公铁两
用斜拉桥。

９月２７日， 港珠澳大桥主体
桥梁正式贯通 。 大桥总长５５公
里， 是正在建设中的世界最长跨
海大桥。

这是中国桥梁快速崛起的一
个缩影。 统计显示， 近十年来，
我国公路桥梁平均以每年２．７万
座的速度增长。 ２０１５年末， 全国

公路桥梁达到７７．９万座 。 其中 ，
特大桥梁３８９４座、 大桥７．９万座。

“桥梁建设水平是一个国家
综合实力的具体体现。”交通运输
部有关负责人说， 上世纪九十年
代以来， 伴随着大跨径桥梁建设
的发展，我国在桥梁标准规范、计
算理论、模型试验、材料科学、施
工工艺、施工设备、施工控制、检
测技术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近年来， 中国建桥人不断刷
新着世界桥梁纪录， 创造着 “第
一” “之最”。

“就建桥水平来说 ， 中国目
前是全球的 ‘引领者’。” 一些桥
梁建设者认为， 近年来世界上有
难度、 创纪录的桥梁， 大部分由
中国建桥人建造。 目前， 我国已
形成千米级斜拉桥设计施工成套
技术、 跨海特大跨径钢箱梁悬索
桥关键技术、 多塔悬索桥设计施
工技术、 跨海集群工程建设关键
技术……

“可以说 ， 现在中国桥梁在
数量和质量上都是世界第一， 研
究、 施工水平都不错。” 全国工
程勘察设计大师、 桥梁专家王用
中认为， 中国既是桥梁大国， 也
是桥梁强国。

不过 ， 在另一些专家看来 ，
国内桥梁建设取得的很多 “第
一”， 多集中在跨径、 塔高等指

标上。 在桥梁工程技术的基础理
论研究 、 结构的耐久性和安全
性、 成套施工技术等方面， 与发
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距离。 桥梁
建设在标准规范的提升、 桥梁国
际组织的认知方面还是短板。

中国交建副总工程师孟凡超
说， 中国总体上正朝着桥梁强国
迈进。 和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比，
我们在设计技术、 建设理念等方
面还有一定差距。

“发达国家之所以能走在世
界桥梁强国的前列， 根本原因还
是较高的理论研究水平、 人才的
创新能力和强大工业基础的有力
支持。 尽管他们最近十余年新建
的桥梁很少， 但研发工作并没有
停下来。” 中国工程院院士、 桥
梁及结构工程专家项海帆说。

“评价国家桥梁技术水平 ，
桥梁核心软件的自主化程度是一
个很主要的指标。” 交通运输部

公路科学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吕建
鸣说， 我国桥梁设计工作者近３０
年来开发使用过多款桥梁分析软
件， 但国内桥梁设计单位主要用
的并不是我们自己开发的。 中国
成为桥梁强国 ， 必须依靠自己
的、 响当当的桥梁核心软件。

项海帆认为， 中国桥梁界已
经走出一条自主建设的成功之
路， 与强国的差距也相对较小。
只要不盲目自满， 在国际化程度
上继续努力， 中国桥梁有机会从
大国逐步走向强国， 并在２１世纪
的国际桥梁竞赛中脱颖而出。

“我国是发展中的国家 ， 有
长江、 黄河， 有辽阔的海疆， 有
大量工程机遇， 为桥梁工程师提
供了施展才华的平台。 桥梁工程
师应不断创新， 建成更多的杰出
桥梁工程， 引领我国走向桥梁强
国。” 中国工程院院士、 桥梁设
计专家林元培说。

毫无疑问， 中国是桥梁大国———超过１００万座公路和铁路桥梁， 世界上任
何一个国家都无法企及。 就跨度而言， 世界最大跨径的前十座悬索桥、斜拉桥、
钢拱桥，以及前十座最长跨海大桥，中国均占据半壁江山乃至更多。那么，中国能
否称得上桥梁强国？ 中国桥梁跨度“第一”背后存在哪些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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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桥梁强国吗？

随着科技发展和财力投入加
大， 我国完全具备建设大跨径桥
梁的实力。 同时， 采用 “一跨过
江” 的大桥、 建设千米以上跨度
桥梁近年来也成为一种风潮。

王用中认为， 真正进入世界
桥梁跨度前列的都有其合理性。
很多桥梁在宣传时称其某某第
一， 既有追求第一的心态， 也与
奖励制度、 管理评价办法和体系
有关。

一些专家指出， 桥梁建设不
能一味追求大跨径。 大的跨越距
离代表了桥梁的施工难度和技术
水平， 但在建设规模达到一定标

准、 施工工艺相对成熟完善后，
个别指标特别是跨度的提升， 并
不代表技术水平的实质性进步。

“建桥跨径要在满足各种功
能条件下， ‘宁小不大’。 一般
情况下， 小桥比大桥省钱， 维护
费用也更低。” 中国工程院院士、
桥梁工程专家郑皆连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不经
济不合理超千米大桥的出现， 有
业主的好大喜功， 少数为了追名
逐利的地方领导盲目争跨度 “第
一” 而不顾经济性， 甚至任意指
定桥梁的跨度、 追求新奇特的桥
梁造型； 也有设计院走入误区的

设计理念， 一些设计院认为造千
米级大桥才代表高水平。 此外，
主管部门与桥梁建设相关单位之
间， 在大桥跨径选择上也时有矛
盾和冲突。

“从近年来建成通车的桥梁
看， 桥梁的造价越来越高， 这里
面有人工、 材料上涨的因素， 也
有桥型选择追求 ‘长、 大、 高、
特’ 等因素。” 交通部相关负责
人说。

专家认为， 我国大桥建设 ，
除了桥长 、 跨径等硬件上的第
一， 应更注重科技含量、 技术创
新等软件上的第一。 据新华社

———桥梁跨度 “第一” 背后的隐忧

隐忧与警醒： 造桥不可 “好大喜功”

桥梁强国： 当下抑或 “未来”？

桥梁大国： 数量第一， 大长桥梁引领世界

新华社电 以色列前总统希
蒙·佩雷斯２８日凌晨在特拉维夫
哈伊姆·谢巴医疗中心去世， 享
年９３岁。

哈伊姆·谢巴医疗中心发言
人向记者证实了佩雷斯去世 的
消息 ， 并表示佩雷斯去世时 ，
他 的 家 人 和 朋 友 陪 伴 在 他 身
旁 。 但以色列官方尚未就此消息
作出回应。

佩雷斯本月１３日因中风被紧
急送往哈伊姆·谢巴医疗中心治
疗， 当时他出现了严重的颅内出
血。 ２７日下午， 佩雷斯的病情急
剧恶化， 医生表示他的脑损伤已
经不可逆转， 并出现了呼吸和肾
衰竭， 导致全身器官衰竭。

今年１月， 佩雷斯曾因心脏
不适两次入院治疗。

佩雷斯生于１９２３年８月 。 他
曾任以色列国防部长 、 外交部
长、 财政部长 、 总理和总统等
职 ， 被 称 为 以 色 列 政 坛 的

“常 青 树 ” 。 因 促 成 以 巴 和 平
协议 ， １９９４年 ， 佩雷斯与以色
列 前 总 理 拉 宾 、 巴 勒 斯 坦 前
领 导 人 阿 拉 法 特 共 同 获 得 诺
贝尔和平奖 。

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去世

新华社电 被称为韩国史上
最严反腐败法案的 《禁止不正当
请托与收受财物法》 （又称《金
英兰法》） ２８日起正式生效， 法案旨
在根除公务人员的贪腐行为。

法案草案由韩国首名女性大
法官金英兰于２０１２年提出， ２０１５
年３月获国会审议通过， ２０１６年９
月６日法案施行条例获韩国政府
国务会议通过。

按照法案， 韩国全国各级政
府机关工作人员、 教职员工、 媒
体从业者等及其配偶 ， 接受宴
请、 礼品和红白喜事礼金的金额
不得超过３万韩元 （约合１８０元人
民币）、 ５万韩元 （约合３００元人
民币） 和１０万韩元 （约合６００元

人民币 ）。 如与职务行为有关 ，
无论金额多少均属违法。

法案规定， 不正当请托包括
介入审批和审批过程 、 人事升
迁、 入学、 征兵、 业务检查、 住
院不排队等１４个类型。 提出不正
当请托者， 无论请托行为是否实
际发生， 都将成为处罚证据， 而
接受请托且与工作有关的一方，
也会受到刑事处罚。

法案弥补了韩国原有法律的
漏洞， 规定不管是否与职务行为
有关， 如单次收受超过１００万韩
元 （约合人民币６０００元）、 或者
年收受超过３００万韩元 （约合１．８
万元人民币） 的财物或招待， 都
将受到刑事处罚。

韩国出台最严反腐法

新华社电 世界卫生组织２７
日公布一份新报告， 其中的空气
质量模型显示， 全球高达９２％的
人口生活在空气污染程度超过世
卫组织限值的地区。

该模型根据卫星和地面观测
站数据， 对各国的人口和空气污
染情况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全
球绝大多数人口所在地区的空气
污染程度超过 《世卫组织环境空
气质量指南》中的限值。这一标准
是，直径小于２．５微米的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年平均值应低于或等于
每立方米１０微克。

世卫组织负责公共卫生和环
境等事务的官员玛丽亚·内拉说：
“这个新模型使我们向前迈出了
一大步， 能够对因暴露于室内和
室外空气污染而导致的６００多万

例死亡 （占全球每年总死亡人数
的九分之一） 这个巨大全球负担
作出更加可信的估算。”

模型中的数据显示， 中国城
市与农村地区的细颗粒物浓度中
位数为每立方米５４微克 。单看城
市地区空气污染更为严重 ，细
颗粒物浓度中位数为每立方米
５９微克。

报告说， 空气污染物的主要
来源包括交通排放、 家用燃料和
废物焚烧、 燃煤发电和工业活动
等。内拉表示，全球应迅速采取行
动应对空气污染，解决空气污染
问 题 的 方 法 包 括 在 城 市 推 广
可持续的交通方式 、管理固体
废物、 普及清洁的家用燃料和炉
灶、 使用可再生能源并减少工业
排放等。

全球九成多人口呼吸“超标”空气

新华社电 新西兰新总督就
职仪式２８日在首都惠灵顿议会建
筑前的广场举行， 帕齐·雷迪在
仪式上正式宣誓就任第２１任新西
兰总督， 接替已经届满离任的杰
里·迈特帕里， 成为第三位出任
新西兰总督的女性。

就职典礼上， 几十名毛利人
为雷迪举行传统的毛利欢迎仪
式。 雷迪检阅了三军仪仗队， 并
在就职典礼上致辞。 她在致辞中
表示自己很荣幸接受总督职务，
并对迈特帕里及先前曾担任总督

的两名女性致敬。 新西兰总理约
翰·基当天出席就职仪式。

雷迪出生于１９５４年， 曾是一
名律师并在新西兰惠灵顿维多利
亚大学作讲师。 雷迪还曾在多家
私营和公共机构任职， 并曾任新
西兰电影委员会主席。 她于２０１４
年被英国女王授予 “女爵士” 荣
誉头衔。

新西兰是君主立宪制国家，
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 总督为英
国女王代表。 新西兰总督由总理
提名， 英国女王任命， 任期５年。

新西兰第三位女性总督宣誓就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