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 月 3 日，起自中国云南昆

明、终到老挝万象，全长 1035公里

的中老铁路建成通车。中老铁路

全部采用中国管理标准和技术标

准建设，是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联通

的国际铁路。

自此，老挝从“陆锁国”开始变

为“陆联国”。在这片占芭花盛开

的土地上，“澜沧号”将一路奔驰，

联入中国铁路网，驶向国际。

中南半岛六国，老挝被中国、缅甸、泰国、越

南、柬埔寨包裹在中间，是唯一的“陆锁国”。

这个四季盛开占芭花、并以此为国花的国家，

全境 23.68 万平方公里，80%为山地和高原。“地

势北高南低，且多被森林覆盖，有‘印度支那屋

脊’之称。川圹高原海拔 2000—2800 米，最高

峰普比亚山海拔 2820 米。”五年多来，谢毅用脚

走遍了中老铁路沿线。

2010 年，被中国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二院）任命为中老铁路

设计总体后，谢毅首次到老挝考察，第一印象

是“多山缺路，交通极度不发达”。

境内铁路里程仅 3.5 公里。从中老边境磨

丁口岸到老挝南方的占巴塞，全长 1400 多公里

的 13 号公路是老挝唯一的陆路交通大动脉，且

标准低，弯急坡陡。“到万象约 800 公里，多为盘

山道，且经常堵车，正常需要走 30 多个小时。”

谢毅说。

12 月 3 日，起自中国云南昆明、终到老挝万

象，全长 1035 公里的中老铁路建成通车。其

中，昆明至玉溪段长 106 公里，为设计时速 200

公里的双线电气化铁路，已于 2016 年 12 月建成

通车；新建玉溪至磨憨段长 507 公里，为设计时

速 160 公里、双线单线相结合的电气化铁路；新

建磨丁至万象段长 422 公里，为设计时速 160 公

里的单线电气化铁路。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后，昆明至磨憨最快 5

小时 20 分可达，磨丁至万象最快 3 时 20 分可

达。加上口岸通关时间，旅客从昆明至万象最

快 10 小时左右可达。

自 此 ，老 挝 从“ 陆 锁 国 ”开 始 变 为“ 陆

联 国 ”。 在 这 片 占 芭 花 盛 开 的 土 地 上 ，“ 澜

沧 号 ”将 一 路 奔 驰 ，联 入 中 国 铁 路 网 ，驶 向

国 际 。

“很快，可以从万象乘坐高铁到香港、广州、

武汉、成都、重庆、北京、上海、哈尔滨、乌鲁木

齐、拉萨……”在老挝网友上传的中老铁路体验

乘车视频下，有网友这样留言。

“中老铁路全部采用中国管理标准和技术

标准建设。”如今已担任中铁二院总工程师的

谢毅说。

“铁路通车后，我要
去中国‘跑市场’”

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滞后的交通，严重制约

着老挝的经济发展。

“急需的大宗物资要先海运至泰国港口，再

汽运到老挝。运距远时间长，且费用也很高。”

中国铁路物流老挝公司员工阿伦·率达拉说，

从中国运物资到老挝，需要 20 多天，如果有一

条铁路，运输时间将缩短至四五天，而且运费

也会大大降低。

“受中国‘互联互通’提议启发，老挝提出变

‘陆锁国’为‘陆联国’的战略设想。随着老中

铁路筹备工作和‘一带一路’不断推进，老挝已

将这一设想上升为国家战略，将内陆国家的劣

势转变为地理位置优势，让交通不便的老挝通

过互联互通，成为连接周边国家的枢纽，特别

是成为中国与东盟地区互联互通的一个重要节

点。”2015 年 6 月，老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副部

长、中老铁路项目联合工作组老挝方组长尼拉

塔纳玛尼在万象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契合老挝变‘陆锁

国’为‘陆联国’的战略。”2018 年 11 月，在昆明

举行的中老投资洽谈会上，老挝计划投资部副

部长康展·翁森本表示，中老铁路项目是中老

历史上投资额最大的项目，将为老挝在贸易、

投资、旅游等方面打下很好的基础。

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

国”为“陆联国”战略对接项目，中老铁路成为

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亲自决策和推动的重大战

略合作项目。

2010 年 5 月，中老铁路项目中方协调组在

老挝考察时，受到老挝最高领导人的接见。“连

续四天，中老相关部门负责人，甚至老挝副总

理，一起往返万象、万荣、琅勃拉邦、孟塞到磨

丁的铁路初测路线。”中老铁路项目中方协调

组成员谢毅说。

经多方考察、谈判，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铁道部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公共工程

与运输部关于铁路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两国

商定，新建中老铁路老挝（磨丁至万象）段长

422 公里，设计时速为 160 公里的单线电气化铁

路，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下属中国铁

路国际公司投资控股、与老挝合资成立的老中

铁路公司承建，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全线采

用中国技术标准、使用中国装备并与中国铁路

网直接连通。

2015 年 12 月 2 日，中老铁路项目奠基仪式

在老挝首都万象隆重举行。中老两国领导人共

同出席了奠基仪式。

中老铁路开工后，无数老挝人开始追赶铁

路带来的机遇。

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城市、距今已一千

多年历史的琅勃拉邦，是老挝著名的古都和佛教

中心，将是中老铁路线上的重要一站。“铁路建成

后，这座古城相信能吸引更多中国游客，而琅勃

拉邦也能得到快速发展，贫困问题将随之逐步解

决。”老挝琅勃拉邦省省长坎平说。

49 岁的卡玛·占姆尼在万象经营着一家小

型贸易进出口公司，看着中老铁路建设的新

闻，她开始为以后的生意做起打算。“铁路通车

后，我要去中国‘跑市场’，便捷的交通，将为我

们生意人拓宽‘商路’提供更多契机。”卡玛·占

姆尼说。

世界首条，全线系统
绿化景观设计跨境铁路

11 月 17 日，老挝第九届国会第二次会议闭

幕后，老挝总理顾问、老挝国家工商会副会长

瓦莉·韦萨蓬和其他老挝国会代表，第一次坐

上“澜沧号”动车组，往返首都万象和北部旅游

城镇万荣。“站房外观尤其屋顶是老挝风格，装

修融合了老挝和中国的文化，符合老中铁路的

特色，建设得很漂亮。”瓦莉·韦萨蓬说。

沿中老铁路，往返昆明与万象，“澜沧号”一

路驶过，“滇中胜景、林海茶韵、傣族风情、绿色

森林”的景观一一映入眼帘。

中老铁路是世界第一条全线开展系统性绿

化景观设计的跨境铁路，也是亚洲首条融合了

生态环保、景观美化、人文风情的长大干线铁

路工程。

中老铁路位于横断山脉南延段，线路穿越

三山、横跨四水，山高谷深，最高点与最低点相

对高差达 2900 米，地形条件极为复杂。“沿途经

过中国云南玉溪、普洱、西双版纳，老挝北部森

林、琅勃拉邦等地区，森林密集、自然环境保护

相对完好，如何选线成为关键。”谢毅说，设计

之初，中铁二院就根据国家有关部委要求，制

订了将中老铁路打造为绿色景观长廊示范性工

程的目标。

设计人员从环保选线、工程优化设计到创

新环境保护措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绿色设计

流程。大量选用桥隧方案，既符合地形需要，

也最大程度绕避了环境敏感点。

“全线桥隧比高达 71.1%，桥隧总长 712 公

里，其中隧道总长 609 公里。”分管中老铁路隧

道设计的中铁二院副总工程师张海波说。

老挝万荣县是重要旅游城市，在万荣地区

的选线方案中，有西、中、东三条线路方案。但

无论是选用西线还是中线，都会对该地生态、

河谷及人居环境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设计人

员坚持“环保理念”，经过严格的比对，选取了

“以隧道形式深入东侧山体中”的东线方案。

中国云南省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

（以下简称元江县）的芒果闻名遐迩。元江站

区绿化设计选用了芒果，每当果实成熟时，不

仅果香四溢，且青、黄、粉三种不同颜色的芒

果，还给站区增添了丰富的色彩。

地域特点、民族特色让中老铁路的每一个站

房各具风格、各有千秋。老挝段的琅勃拉邦站站

房融入当地寺庙和王宫建筑纹样元素，中国段的

墨江站站房设计融入当地哈尼族文化特色……

别具一格的站房，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节

能环保。据了解，中老铁路站房节电设备设施配

置率达 80%以上，节水设备设施配置率达 100%，

基本完成了“一站一景”的精品站房建设。

中国智慧攻克了一
个个世界技术难题

中老铁路是一条科技之路，通过科技创新

攻克了一个个世界技术难题，为中国乃至世界

高原山区铁路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让中国

铁路的经营理念、成功经验、技术标准等走向

国际。

友谊隧道位于中老边境，北端位于我国云

南的磨憨口岸，南端位于老挝境内的磨丁口

岸，是中老铁路唯一的跨境隧道。友谊隧道全

长 9.59 公里，其中我国境内 7.17 公里，老挝境内

2.42 公里。中国中铁二局集团玉磨铁路项目部

副经理潘福平与徒弟白小可，分别负责国内、

外段施工。

“隧道局部含盐量高达 80%以上，对隧道结

构腐蚀性大，国内外罕见。”潘福平说，为攻克

这种罕见的地质难题，建设单位先后邀请隧

道、地质、材料等方面的专家研讨，确定了“注

浆堵水、全包防水、圆形多层结构、强化材料防

腐”的设计方案。历经 16 个月的努力，2017 年 9

月，研发的混凝土达到实体强度指标要求，攻

克了岩盐高侵蚀性世界难题。

中老铁路元江特大桥位于玉溪市元江县境

内，大桥全长为 832.2 米，有 4 个桥墩 2 个桥台，

其中最高的 3 号桥墩高达 154 米，相当于 54 层

楼房的高度，为世界同类铁路桥梁第一高墩。

同时，大桥主桥采用变桁高上承式连续钢桁梁

结构，249 米的主跨也创同类型桥梁世界第一。

为降低结构重心，减少大桥的地震作用力，

中铁四局项目部先后邀请三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参加桥式方案研讨会，首创一种新的施工工

法。“在两个钢筋混凝土空心墩顶部，通过横梁

以‘X’形钢结构，横向连接，在确保承重达标的

前提下，实现减轻桥墩重量达 30%。”中铁四局

玉磨铁路项目部总工程师欧阳石说。

在 中 老 铁 路 磨 万 段 名 副 其 实 的“ 大 脑 中

枢”——万象调度中心，办公、货物、计划调度

以及口岸站管理的中心级信息系统设备，均集

中在一个平台上，实现了业务信息跨区域、跨

部门、跨业务综合应用，成为中老铁路互联互

通的重要技术支撑。“万象铁路调度中心是以

中国高铁施工工艺质量标准为依托，将建设与

运营结合，用 BIM 技术指导施工，打造的一个

集中国铁路技术全要素的老挝版调度中心。”

中国铁建电气化集团中老铁路磨万段项目技术

负责人唐文琦说。

中老铁路沿线所有设备全部由中国自主研

制，从特种桥梁到超长铺轨车的精准铺路，再

到“澜沧号”全部采用“复兴号”列车技术，以及

中国铁路列控系统的全线加持，无一不体现中

国铁路建设者们的智慧及“中国力量”。

“我将有幸成为老挝
第一代女火车司机”

中老铁路建设期间，中国政府积极为老挝

培养铁路急需的工程师及技术工人。

希达今年 23 岁，来自老挝北部城镇孟赛，

那里自古就是中老商帮往来的必经之路。希达

的家紧邻正在建设的中老铁路孟赛火车站。

“当时听说要修中老铁路，我就很希望到铁路

上工作。”希达说。

看似一个普通的心愿，希达实现起来并不

容易。希达曾在中国留学，对中国文化痴迷，

能讲标准的普通话，喜欢中国电影和歌曲，但

是对于从事铁路专业工作，她那时还是外行。

为此，希达专门到中国昆明学习了电气自动化

专业。通过刻苦努力，她破格进入中老铁路第

一期机务培训班。“我将有幸成为老挝第一代

女火车司机。”希达骄傲地憧憬着。

谈到未来的工作，希达表示，作为中老青年

友谊的代表，她将带着家族和个人的梦想，为

中老友谊作出更多更大贡献。和希达同样幸

运，因为中老铁路建设，在中国建设者的帮助

下，老挝成长起第一代现代铁路工程师及技术

工人。

不久前，在中老铁路建设工作会议上，34

岁的宋宅·赛雅冯被授予了中老铁路项目“铁

路工匠”荣誉称号。这位在中老铁路技术部负

责隧道开发的老挝籍员工，曾是中老铁路老挝

籍员工培训学校的第一批学员。“来到（中老）

铁路工作后我认真接受培训，学到了更多知

识，学会使用更高端的仪器设备。”宋宅说，（中

国）铁路系统施工更复杂，技术更有难度，项目

也更丰富。

技术水平与工作经验提升后，宋宅有了更

大的梦想。“老挝铁路建设才刚开始，将来，铁

路可能贯穿老挝南北、遍布老挝全国。”宋宅

说，以后自己积累了经验和技术，说不定可以

成立自己的测绘公司，和中国公司合作。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充分发挥铁路工科教育

优势，与老挝合作成立的“中老铁路班”，是国

内首次为“一带一路”培养本土化高级铁路技

术人才。“自 2017 年开始，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结

合办学优势、人才优势和专业优势，与老挝苏

发努冯大学开展国际合作办学，目前已培养了

两届共 25 名老挝留学生。”11 月 12 日，在上海

应用技术大学与老挝苏发努冯大学联合主办的

“中老铁路通”民间交流座谈会上，学校党委书

记郭庆松说。

一大批老挝现代铁路人才已陆续进入老中

铁路公司，迎接中老铁路开通。

12 月 3 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见证下，首

列绿色“澜沧号”将于老挝万象和中国昆明对

发。一列列“澜沧号”将穿行在占芭花盛开的

土地上，一路奔驰，通过中国铁路网，带领老挝

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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