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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公路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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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路建设对青海经济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各种原因致使公路建设加剧了对环境的破

坏, 在青海特殊的环境条件下, 环境反过来加剧了对公路的破坏, 使得公路建设极为困难, 抗灾功能低下。通过

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公路建设对脆弱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 同时提高公路系统的抗灾功能, 使得公路建设走上

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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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in Problem s and Coun term easures of H ighway
Con struction in Qingha i Prov 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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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 ighw ay con struct ion is very impo rtan t to the econom ic developm en t of Q inghai P rovince, bu t fo r

variou s reason s h ighw ay con struct ion has a seriou s impact on the natu ra l environm en t. A t the sam e t im e, the

frag ile environm en t of Q inghai P rovince m akes h ighw ay con struct ion very diff icu lt. T he environm en ta l safe2
guards of the h ighw ay con struct ion system are vu lnerab le. W e m u st imp rove the environm en ta l safeguards

by imp lem en t ing effect ive m easu res to reduce the environm en t impacts of con struct ion. T h is w ill help ach ieve

the goal of su sta inb le developm en t of h ighw ays in Q inghai P 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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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对于西部, 特

别是象青海这样地广人稀, 各种自然资源丰富 (如矿

物资源、旅游资源、动植物资源等) , 却依旧贫穷落后

的地区, 要想脱贫致富, 就必须加大力气改善投资环

境。而投资环境包括: 基础设施情况、资源情况、环境

状况、人力资源等。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 特别是公

路建设, 就显得极为重要。公路建设在加强物资、人员

的交流方面极为重要, 更重要的是, 它同样带来发达

地区思想观念和先进经验。

西部大开发战略是要建立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而不是大开挖, 不能以破坏当地自然资源及环境为代

价进行的掠夺式开发。青海省地处青藏高原, 生态环

境脆弱, 地质灾害种类繁多且频繁发生, 加上公路建

设主靠国家财政拨款, 适逢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

公路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必须坚持开

发和保护并重之路, 在思想上突出体现公路建设和环

境保护的矛盾统一。公路是一种延伸很长的条带

(线)状构筑物, 跨越地域广泛。面对各种自然灾害, 使

得公路建设极为困难, 同时公路遭受各种自然灾害或

潜在致灾因素影响的机率高; 另一方面公路建设也会

给沿线地区生态环境质量等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研

究各种工程地质灾害对公路建设和公路建设对环境

的影响, 对于地区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笔者通过近几年在青海公路设计和施工

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来探讨青海这一特殊生态环境

脆弱地区如何减少公路建设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 以

及如何战胜各种工程地质灾害对公路系统的破坏, 提

高公路系统的抗灾能力。

2　青海省公路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 1　青海省公路的现状

青海省铁路线路结构和布局单一, 线路质量差,

水平铁路线路结构和布局单一, 线路质量差, 水平远

远低于全国, 只有兰青线是惟一的对外通道, 大量的

资源和各类产品要通过这条线运往全国各地。随着西

部大开发的深入, 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强和加快, 绝大

部分产品要远销全国各地, 所以外运压力越来越大,

制约了青海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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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路基础设施技术水平起点低, 通行能力差, 通

达深度不足, 公路病害多, 抵御灾害能力弱, 混合交通

严重, 公路路网密度低, 公路密度为 2. 53 km ö100

km 2, 公路通车里程在全国排第 26 位, 同时运输站场

设施少, 服务功能不配套。现有公路大多依然没有形

成正式的等级公路, 路线受不良地质和地形限制, 平、

纵指标多处严重超限, 路窄、弯急、坡大, 沿线排水防

护工程严重欠缺, 涵洞设置数量少, 孔径小, 淤塞严

重, 路基排水沟少而不畅; 个别路段在河床里布设, 由

于缺少防护措施, 存在晴通雨阻现象, 也正由于现有

公路等级低, 致使养护费用高, 愈来愈不能适应区域

经济发展总体上的要求, 严重降低了公路为经济建设

的服务功能。

青海省是一个有待开发的贫困落后的多民族省

份, 2001 年 GD P 为 3. 01×1010元, 远远低于全国其

它省份, 资金紧张, 财政入不敷出, 公路建设资金投入

长期严重不足, 缺少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 难

以多方式吸引外资, 使得青海交通运输发展缓慢, 加

上公路养护资金短缺, 难以保障区内公路四季通畅,

这一切都严重制约着青海经济的发展。

2. 2　青海省的环境状况及人类活动引发的环境问题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 是中国众多江河

的“江河源”所在地, 是中国的水塔, 青藏高原是东亚

季风气候的启动器和全球气候的调节器, 这一地区的

生态状况对中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有着重要影响, 具

有明显的敏感性、超前性和调节性。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年轻、最高的高原, 气候变

幻无常, 地质活动剧烈, 自然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由于

高原强辐射, 低气压, 低气温, 低含氧的高原气候使得

各种生物生存的环境异常严酷, 加之水热结构与交换

不协调, 地表组成物质稳定性差, 地质基础不稳定, 因

此生物群落结构简单, 生态系统极易遭受破坏, 而且

生态系统一旦遭受破坏将很难恢复。

现在人类活动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影响已经

很强烈地表现出来。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效应,

已引起青藏高原局部地区冰川消融和多年冻土融化

的加剧, 过度放牧、乱砍乱伐和大规模的挖掘冬虫夏

草, 加速了高原草场的退化, 草被覆盖率降低、草产量

降低、土壤侵蚀加重, 沙尘暴肆虐, 土地荒漠化和盐碱

化趋势增强, 森林、草场对大气的调节作用减弱, 降

雨、降雪量减少, 水土流失加剧, 高原湿地和湖泊淤积

现象严重, 各条重要河流泥沙量剧增, 由于人口的不

断增加, 工农业生产以及人们日常生活用水量不断增

加, 这对下游各省、乃至我国的国民经济将造成严重

的威胁。

2. 3　环境引发的工程地质灾害

青藏高原目前强烈的隆升仍在持续, 是我国新构

造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强烈的地壳构造运动使本区

岩层受到冲击和强烈挤压, 地层发生冲断褶皱和迅速

抬升, 活动性断裂众多, 地震活动频繁。频繁强烈的地

壳运动, 加上人类活动, 引起环境破坏, 使得青藏高原

的断裂褶皱发育, 岩层破碎, 公路建设中的各种工程

地质灾害如: 滑坡、坍塌、泥石流、水毁、涉水、涎流冰、

积雪及风吹雪、雪崩、多年冻土、沙害、翻浆沉陷等类

型齐全, 分布广泛而又密集, 暴发频繁且防不胜防, 是

名符其实的“灾害博物馆”。这一切都会对公路建设无

论从设计、施工到公路的养护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3　搞好公路建设、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在青海省这样的环境脆弱区进行公路建设, 如果

在规划、设计、施工、营运养护阶段对环境保护问题考

虑不周, 就必然会对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

很可能诱发新的环境灾害。但也不能因噎废食, 就不

修公路, 不要发展。实现公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合理

途径应该是在工程实施的各个阶段均采取各种有效

措施, 在提高公路自身承受各种自然灾害的同时, 切

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应充分体现“预防为主、保护优

先、建设和保护并重”的原则, 使公路建设对脆弱生态

环境造成的影响和恶劣环境对公路的影响都降低到

最低限度。

3. 1　规划设计阶段的对策

3. 1. 1　首先必须做好各种外业调查　详实的外业调

查资料是做好规划、设计的基础, 只有好的设计才能

充分体现公路建设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外业调查必须弄清楚该地区及设计路段的人文、

社会以及经济发展情况, 交通量现状和预测、荷载情

况以及沿线的各种自然条件如: 地形、气候条件、水

文、水文地质、土的类别和性质、工程地质条件、植被

覆盖等。

3. 1. 2　做好设计工作　根据详实的调查资料, 在满

足一般地区选线原则的基础上, 针对青海省的实际,

反复比选, 充分利用山间的平坦地带、山坡台地和山

坡平缓地带通过, 以减少工程量, 降低造价; 通过牧区

时, 尽量利用简易路, 少占草山; 尽量避开地下水和积

雪较多的地方, 减少防护工程量; 注重路线平纵横的

结合。比如对于冻土路段尽量减少开挖, 提高路基, 以

保证路基稳定; 研究确定病害工点的整治工程方案

时, 应遵循“技术可行性—经济合理性—方案可靠性

—养护便捷性”的“四阶段实施性技术原则”。采用现

代科技手段进行工程勘察、勘探和监测, 查明病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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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形成机制、主导因素、激发因素及抗灾工程各设

计准确的参数, 对其发生发展规律做出科学的评价,

为方案研究提供依据。对于活动日趋弱化或稳定的病

害工点或病害地段, 具备条件时应尽量绕避; 无法绕

避但在现有的技术经济条件下治理上有把握时, 应安

排整治, 做到一劳永逸, 不留遗患。

3. 1. 3　合理的设置各种构筑物　对于跨越沟谷跨度

较大的桥梁, 尽量做到一孔跨越贯通, 减少对沟谷及

两岸自然环境的破坏。小桥涵洞的设置原则上应做到

一沟一涵, 尽量避免并沟设涵, 以保持原有的自然地

形风貌。泥石流的整治应结合桥涵设置综合考虑。泥

石流的排、导、拦、固工程, 应该顺应自然, 因地制宜,

合理处治, 避免强排、盲导、硬拦, 固而无本, 使泥石流

整治的周边生态环境能处于良性循环状态。傍山临河

水毁路段, 应该设置支挡及防护工程, 遏制周边生态

环境的恶化。

3. 1. 4　规划选定合理的各种料场和弃土场　公路路

基工程主要就是土方和石方工程, 合理的选择取土

场; 沙、石料场以及弃土场, 避免引发滑坡、崩塌、泥石

流等灾害的发生。到处开花, 乱挖乱弃, 不但影响工程

质量, 更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恶果。

3. 2　施工阶段的对策

3. 2. 1　严格依照设计料场进行取料　设计是建立在

大量的详实调查基础上, 必然有其科学的依据。很多

施工单位, 由于只考虑到眼下利益, 就近取料, 乱掘乱

挖, 不但影响美观, 严重的可引起附近草场退化和沙

化, 取石料时, 乱放大炮, 引起崩塌、落石、滑坡等灾

害, 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现象不胜枚举。同时

主要要严禁在高、陡边坡上采料、取土, 以免诱发边坡

失稳, 引起新病害, 给日后养护带来困难。应避免在固

定、半固定沙地内取弃土和破坏沙生植被, 在流动沙

丘、沙地地段取弃土时, 应选择其下风侧并采取平整、

覆盖措施。对于设计中土、石料料场, 选择不当的地

方, 应适当增加借方运距, 减少施工现场周边生态环

境压力。

3. 2. 2　严格管理废方　路基施工中在山区河谷地

带, 由于线路拓宽或线形的需要经常出现挖方远远大

于填方的现象, 这就需要弃方, 不能利用的废方应按

设计要求或选择地势低洼, 无地表径流、植被稀疏、适

当远离线路的地点堆放, 但施工中却经常出现将废方

弃于河道、湖泊、湿地等现象。我们曾设计的一条公

路, 沿着黄河峡谷, 山势陡峭, 老路拓宽以后, 产生了

很多废方, 结果很多施工单位,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按

设计要求, 放大炮, 很多废方乱堆乱弃, 几场暴雨下

来, 结果大量土石方进入黄河。这对下游大型水库、水

电站, 对下游人民的生命安全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在别的路段上, 很多施工单位山区施工, 废方顺着山

坡边挖边往山坡下弃, 不但致使大量草山被毁, 生态

破坏, 而且这些弃方, 经常发生滑坡、坍塌, 在暴雨的

作用下, 往往形成泥石流, 进入黄河上游的各条主要

支流, 使得当地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 对黄河上游的

几个大水库造成安全隐患。这就要求设计上要选好弃

土场, 并对弃土工作拿出切实可行的施工方案, 必要

时可设置拦截坝等设施, 使得弃土弃渣堆弃形态稳

固; 施工单位要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弃土弃渣; 业主、监

理单位在严把质量关的同时, 还要切实落实环保措施

的执行, 使得施工要有利水土保持, 避免坍塌流失。

3. 2. 3　切实做好复垦工作　公路沿线大多为高原草

场或草山, 施工中应尽量减少对原有地表的开挖面,

并采取措施保护高寒植被, 减少对原有地表植被的破

坏。为了保护植被, 施工时可采用分段施工, 植被移植

的方法, 使地表高寒植被的损失量减少到最小程度,

具体操作上, 要求施工清表和取料时, 应做到草皮统

一堆放。路基主体工程完工后, 要及时把草皮复植于

路基边坡上, 这样既能增强路基边坡的稳定, 又能起

到改善环境的效果, 取料场取完料后, 同样要利用原

来的草皮进行复垦, 对于重要地段也可以通过喷种草

籽的办法, 通过加注养料, 促使草皮再生。

3. 2. 4　严格管理施工便道　施工便道对于工程能否

按期完工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施工中却常常出

现施工车辆沿无边际的自然便道自由行驶, 甚至随心

所欲, 在草场上随意开设便道, 严重破坏草山、草场。

切实管理好施工便道对保护稀有高原动植物和环境

保护有重要意义。

3. 2. 5　竣工后应及时清理施工现场　清理施工临时

占地, 清除临时工程废弃物, 恢复原有地貌, 不留有碍

自然景观的施工痕迹。此外, 为保证公路改建整治之

后能够长期、安全地正常运营, 必须强化养护管理和

保通, 要逐步增加人员和设备配置, 扩大养保规模, 提

高养护管理队伍人员的技术素质, 增强维护公路技术

状况能力, 确保对突发灾害的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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