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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紧密结合我国西南地区铁路建设实践，系统论述了西南地区区域地震地质环境、地质灾害分布规律、
形成机理及防灾减灾对策；分析了西南地区崩塌、滑坡、泥石流、岩溶、地面塌陷、隧道涌水、有害
气体、采空区、岩爆与大变形等不良地质现象及膨胀土（岩）、红黏土、软土、盐岩等特殊岩土的工
程地质问题及其对工程的危害；总结了西南铁路工程地质五十多年来山区铁路选线技术、工程地质勘
察与测试技术、地质综合勘探技术、地质灾害防治技术等的应用研究与实践的成就与经验，并对21世
纪铁路工程地质技术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展望；最后还介绍了西南地区穿越“地质博物馆”的宝成铁路
、成昆铁路、南昆铁路、滇藏铁路、玉蒙铁路的工程地质勘察成果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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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西南铁路建设概况　　1.3　主要铁路通道概况　　1.3.2　重庆通道　　（1）襄渝线　　
自焦柳线上湖北省襄樊，向西经老河口至陕西省安康，然后向西南经四川省的达州至重庆直辖市，全
长899km。
该线开辟了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的又一钢铁通道。
l968年4月和l969年3月该线自东、西两端分别开工，1978年6月全线交付运营。
　　襄渝线穿越武当山和大巴山脉，跨越汉江、嘉陵江两大水系，沿线峰峦重叠、水流湍急，工程艰
巨，桥隧占正线长度的46％，全线90个车站有36个设在桥上或隧道内，洞中有站，桥上有站，构成独
特景观，桥隧密度创下当时中国铁路之最。
该线建成不久，一些地段出现塌方和古滑坡复活，严重威胁运输安全。
建设者在20处滑动的山体上打进288根钢筋混凝土抗滑桩，创造了制服大滑坡的奇迹。
随着襄渝线建成，过去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十堰，现在成为了著名的汽车城。
　　1980年10月，襄渝线襄樊至安康段电气化工程建成通车；1983年12月，安康至达县段电气化工程
建成通车，安康铁路分局成为全路第一个电气化铁路分局。
1998年底，达县至重庆东的电气化改造完成，襄渝线全线实现了电气化。
当人们乘坐奔驰在襄渝线上的列车，在陕西省安康附近的石庙沟站，还可以看到对面一座轻盈腾空、
飞跨汉江的铁路桥，位于安康水电站的专用线上，这就是中国第一座斜腿刚构铁路桥——安康汉江大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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