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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温铁路是国内

首条兼具国务院混合

所有制改革试点和国

家发改委社会资本投

资示范的“双示范”高

铁项目，也是长三角铁

路网重要项目、浙江省

“大通道”战略十大标

志性工程、浙江省投资

改革创新重大项目。

一期工程起于义

乌市义乌站，向南途经

金华市所辖义乌市、东

阳市、磐安县，台州市

所辖仙居县，温州市及

所辖永嘉县等共计3市

6 县（市）区，终至温州

南站。一期工程线路

全长 218.259 公里，

工程中桥梁 74 座，总

长 52.003 公里，隧道

56 座，总长 138.273
公里；车站7座。

工程共设置弃土

（渣）场 100 处，位于

荒沟及缓坡上，采用灌

草形式复绿，最大程度

地恢复环境。

工程穿越的部分

区域位于括苍山水土

流失重点预防区内，穿

越 长 度 130.335 公
里。

义乌、磐安、仙居、

永嘉、瓯海⋯⋯当看到

这些地名，你的脑海里

浮现出了什么样的画

面？

连绵起伏的绿色山

丘，溪水和江水在山丘

间奔流。

杭 温 高 铁 一 期 工

程，就要飞跃这几个地

方，在绿色山丘中潜行、

跨过大江大河、路过村

庄和田野，为浙江便捷

的交通再插上一双翅

膀，风驰电掣般地从北

向南穿越浙江全境。

杭温高铁也是一个

绿色交通示范工程。这

个月，杭温高铁（一期）

全线环水保示范观摩活

动将在项目三标段所施

工的磐安段举行。

临时工地上毛绒绒

的小草已经有了秋色，

三标段工程部长武兆驰

正在现场监督工程进

展，他见证并参与了杭

温高铁（一期）对于“绿

色”的执着追求。他说：

“工程里的环境水土保

护，就如同做手术一样，

要先有科学论证，才能

精准下刀，最终目的是

尽量少地影响大自然原

来的‘健康器官’，同时

又能确保未来的安全和

健康。”

就如同做手术一样，

要先有科学论证，才能精

准下刀，最终目的是尽量

少地影响大自然原来的

“健康器官”，同时又能确

保未来的安全和健康。

——杭温高铁三标段

工程部长武兆驰

从规划到施工都“抠”环保，一条绿色高铁的建设进行时

穿越山水，杭温高铁一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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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600页的水土保持方案

杭温高铁从设计规划开始，就将环境保护和水

土保持紧密结合。杭温高铁（一期）建设有长达400

多页的环境评估报告、将近 600 页的水土保持方案

报告书，密密麻麻书写的文字、数据、表格，都是对

山、水和土地的呵护。

对于外行而言，我们只能预想到几个直观的环

境问题，比如隧道爆破会有噪音，渣土车的运输会有

扬尘，施工中会有污水。

其实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武兆驰解释说：“高

铁施工是个复杂的过程，挑战来源于各个方面，比如

生态环境、噪声、振动、地表水、环境空气、固体废物

处理、防止水土流失等等。”他说，所有可能出现的环

境保护和水土保持问题，都要在最初勘测时加以注

意，并写进环评报告，最终还要在建设方案和水土保

持方案中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杭温高铁三标段位于金华东阳市、磐安县、台州

市仙居县境内，全长接近43公里，有磐安站、仙居站

两个车站。“我们标段有 6 座桥，7 个隧道，其中隧道

长度就有 36 公里，都是山，施工难度大，同样的，环

境保护的要求也更高、难度也更大。”在高铁线路如

何前进、站点如何选择等方面，环境保护都是相当重

要的依据，武兆驰举例说，当时在建设方案中，磐安

站有两个选址，现在定下来的选址在扰动地表面积、

损坏植被数量、开挖和抛弃土方等方面，对环境的破

坏都更小，所以才有了如今的磐安站。

“绿”到每个细节

我们常常看到高铁建设中拔地而起的巍巍支撑

柱，看到毫厘必较、严丝合缝的钢轨，但是在看不到

的地方，参建者也精益求精地把工程中的环保做到

了可控、透明、可管。

施工规划最先进场的是环水保工程，武兆驰说：

“高铁施工队伍非常专业，三标段的参建者高峰期有

2500多人，分布在沿线，相当于一个小型社区。”

在工程开始之初，参建人员的驻地设在哪里，如

何解决这些人员的吃住，也和环保息息相关。武兆

驰拿出了一份整改通知，上面标注了一个食堂餐厨

和洗碗池安装油污分离器的整改回复，“正常一个工

区要考虑上百人的食宿和生活，污水要纳入地方管

网或抽排，油污分离处理是必须要做好的。”

后勤的环保问题都在“斤斤计较”，工程具体施

工中就更不用说了，在每个参建者心里，环境保护早

就被加粗重点关注。

隧道施工，沉淀池必不可少。“隧道施工使用风

钻打孔然后爆破，要有机油做润滑，还有泥

浆水会排出。所以必须建沉淀池、调节沉

淀隔油池等设施，把油、泥浆分

离，把泥脱水变成泥饼子，而沉淀后的水非常珍贵，

要循环使用。”武兆驰说，“我们标段的隧道特别多，

特别长，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施工地点在很偏远的

山间，有的施工点没有场地做环保工程。”

在磐安隧道的出口，正好遇到两山一沟，很窄

小，不能挖山，不能动原有植被。“离开不远就是好

溪水库，是当地生活用水的取水口，怎么可以有污

染？”

沉淀池不仅要建，还要建得安全合理。武兆驰

和团队就在这个山沟沟的位置上，上上下下摸索了

很久，最终在离隧道口将近 300 米远的地方找到了

一块相对平缓的场地，“沉淀池一定是距离隧道口越

近越好，但是我们不能破坏原有环境，几乎是一米一

米推进和论证修建沉淀池的可能性、对环境的影响，

最终才选定了位置。”

62个钻孔怎样减少到38个

磐安段施工的地理位置特殊，隧道长度将近施

工总长度的85%，能不能有更环保的施工方式？

“面对隧道施工环境差、作业时间长、劳动强度

高，我从开工第一天就在想，能否找到一条隧道开挖

更环保、更节能、更省成本、减少劳动量的方法？”武

兆驰说，最终他把目光聚焦在了隧道爆破施工工艺

创新上。

现在开掘比较硬的石质隧道，基本用钻爆法

施工，就是工人用风钻打孔，然后放入炸药，进行

爆破。

正常全断面开挖的一个工作面上要打160个左

右的炮孔，其中周边孔约62个。“熟练工人在完全不

通风的隧道里，顶着高温、噪音、扬尘工作4个小时，

才能打好这 160 个钻孔，是非常辛苦的。”武兆驰说

他几年前学过爆破知识，知道有工程师在基建工程

上使用非传统的聚能爆破，“当时有工程师发明了聚

能管，可以让炸药的力量从散射变成向两侧集中，这

样就能提高爆破的效率。”武兆驰带着施工队伍从

2020年开始尝试用聚能管爆破，在一次次的实践尝

试中，他们又创新工法加上了水袋，用上了聚能水压

爆破的方法，“工人现在只用打38个钻孔，就能达到

原来 62 个周边钻孔的爆破效果，可以节约 30 分

钟。”炸药用量少了将近一半，粉尘少了，更环保了，

工作时间少了，也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

“推广新方法也不是一帆风顺，老工人有时候不

信任新方法。”武兆驰说。有段时间他经常听到这样

的话，“小年轻，你还给我解释原理，我都做了十多年

爆破了”，一批工人不愿意尝试，武兆驰就用新老方

法做对比，“一半用老方法钻孔，一半用我推荐的新

方法，一起爆破，对比结果。”赢一次，就能赢得一批

工人的信任，“大概是2021年3月以后，我们三标段

就全面用上了新的施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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