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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长的铁路隧道
张海波，杨昌宇
China Railway Eryuan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 Chengdu 610031, China

经过近10年的深入地质勘察、线路方案、隧道修建

技术比选及工程设计工作，中国最长的铁路隧道——
高黎贡山隧道于2014年12月正式开工建设，隧道全长

34.5 km。该隧道是泛亚铁路通道西线大理至瑞丽铁路

的控制工程，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滇西地区，穿越青

藏高原南部横断山脉西部。通过该线向西延伸可与缅

甸、印度铁路相接，贯通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乃至欧洲

的铁路，形成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陆路运输通道，促

进沿线地区经贸往来，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对加强中国

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交流、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

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隧道设计为双洞单线隧道，I线、II线工程采用分期

建设模式，隧址位于云南省保山与芒市之间，洞身穿越

地形条件极为复杂的高黎贡山横断山脉，隧道最大埋深

1155 m，埋深超过500 m以上的隧道段落为26.8 km。本

隧道由中国国家层面、中国铁路总公司、云南省共同出

资修建，预计2021年建成通车。预测本隧道2025年及

2035年货流密度分别为6×106 t·a−1、9×106 t·a−1，每天开

行旅客列车8～9对[1]；以旅客列车时速140 km· h−1计，

则通过本隧道大约需要15 min。本隧道及大瑞铁路的建

设，结束了云南省滇西地区不通铁路的历史，尤其是将

彻底解决翻越高黎贡山横断山脉通行困难的历史，过去

从大理到瑞丽乘坐汽车需花费6 ～ 7 h车程，随着铁路

的开通，届时仅需2 h左右就能到达。

高黎贡山特长隧道修建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其交通

功能。高黎贡山横断山脉是滇西地区的一道天然屏障，

横亘于怒江峡谷与芒市之间，高黎贡山山高、坡陡、

切割深，垂直高差达3500 m以上。由复杂的地形条件，

使得高黎贡山成为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壁垒，为顺利翻

越高黎贡山横断山脉，人们付出了大量的努力，尤其

是在1937年年底至1938年8月期间修建的滇缅公路（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有名的史迪威公路），蜿蜒穿梭于高

黎贡山山脉，才缓解了当时翻越高黎贡山的困境和第

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物资的运输需求。随着21世纪社会

经济的迅猛发展，翻越高黎贡山的既有滇缅公路也难

以满足新时代的运能需求，新建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

道应运而生，采用直线隧道穿越高黎贡山横断山脉，

隧道进口面临怒江，出口面向芒市，两端洞口高差达

375 m。

在隧道施工方法的选择方面，进口段21 km洞身地

层以沉积岩、变质岩为主，岩性变化频繁，软硬不均，

受断层、向斜等构造影响强烈，且地下水极为发育，采

用钻爆法施工；隧道出口段14 km洞身地层以燕山期花

岗岩为主，受断层构造影响小，地下水不甚发育，以隧

道掘进机（TBM）掘进施工为主（图1）。平导、正洞

分别采用1台5.6 m和9.0 m直径的岩石掘进机进行施工。

平导小直径TBM掘进机超前施工，进一步探明地质

参数，为I线正洞TBM掘进机的快速施工提供保障。待I
线隧道工程贯通后，再利用贯通平导扩挖施工为II线隧

道。

为增加施工工作面并满足运营通风、防灾救援的需

要，隧道进口钻爆法洞身段设置了两座深竖井（深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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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黎贡山隧道纵断面示意图。

别为760 m和642 m）和一座长达3600 m的斜井，两座

竖井运营期间均作为通风井使用。

地质勘察预测本隧道将通过岩温高于28℃的地温异

常段，并分布有导热水断裂[2]。地热可能造成洞内高

温湿热的恶劣施工环境，对作业人员健康造成危害，且

可能造成施工安全风险，并影响施工进度。为此采用通

风降温、配置制冷设备强制降温、超前注浆封堵热水等

措施，改善并保障施工作业环境条件。

高黎贡山特长隧道运营安全是一个关键问题。采用

两孔隧道之间互为救援的运营防灾救援方案，并与两孔

隧道之间每隔350 m左右设置一处横向联络通道，同时

在距洞口约20 km的洞身中部设置一座长550 m的防灾

紧急救援站，救援站范围设置两隧洞之间的疏散联络通

道，并利用施工2号竖井作为救援站的排烟井，以实现

快速排烟（图2）。
大瑞铁路高黎贡山隧道的长度、竖井深度、斜井长

度、地热处理、TBM的配置等技术，在中国铁路史上尚

属首次。本隧道采用当今中国最先进的施工技术和施工

装备，目前隧道的施工进展顺利。

图2. 高黎贡山隧道紧急救援站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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