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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橘子洲大桥不仅
仅是一座桥，还寄托着很多市民
的“老长沙”情结。

那么， 长沙市民又是怎么看
待此事的呢？ 记者采访的10位市
民中，有5位赞成重建，5位赞成保
留。“橘子洲大桥虽然年代不久，
但毕竟见证了长沙的改革开放，
应该予以保留。”一位老先生说。

“为了老百姓的生活， 一座
才几十年的老桥不太值得留
恋。” 在东塘某公司上班的谭女
士说。

橘子洲大桥是应该拆除还
是原址重建， 或是原封不动？市
民朋友有什么看法或建议，可拨
打本报新闻热线96258或微博@
三湘都市报。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曾力力

李国平

大桥存废之争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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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7日讯 “上世纪
70年代修建的湘江橘子洲大
桥，桥体已陈旧，桥面设施简陋，
人行道狭窄，是五一大道与枫林
路之间的‘肠梗塞’。”省人大代
表杨健在今年刚闭幕不久的湖
南省两会上再次提交议案建议，
原址重建湘江橘子洲大桥。

现状：大桥成“肠梗塞”

“建于1972年的长沙湘江
橘子洲大桥（又称湘江一桥）是
长沙湘江段的第一座大桥，结
束了有史以来河东、 河西靠船
只摆渡的历史， 这或许就是该
桥的‘历史价值’所在。”

杨健表示， 橘子洲大桥一
不是古迹，二无特殊历史记载，
三缺乏丰富的文化内涵。 确切
地说就是一座在文革时期、资
金严重不足情况下建造的一座
拱桥。“不但造型无特色， 还缺
乏美感， 在附近宏伟建筑的衬
托下显得不协调。”

杨健说，从2009年开始，橘
子洲大桥日交通流量已达10万
辆次， 超过设计日流量5000辆
次的近20倍，严重超饱和。五一
大道和枫林路都是八车道，而
橘子洲只有双向四车道， 已经
成为了东西连通的“肠梗塞”。

“近年来，长沙市政多次对
桥体进行整修， 我认为靠这种
小打小闹、 修修补补的做法很
难让大桥彻底改观，因此，拆除
重建是非常必要的。”

建议：原址重建橘洲大桥

“长沙作为中南地区政治、
经济、文化、商贸、旅游及金融
中心， 尤其在交通枢纽方面具
有巨大的发展优势。 我们应该
拿出当年改造五一路的魄力和
勇气， 拆除制约城市发展的橘
子洲大桥，新建一座气势宏伟、
造型独具一格、美观新颖，能与
橘子洲景区配套的现代化多功
能大桥。”

杨健建议， 从五一广场下
坡（平和堂前）开始，到河西枫
林宾馆前停车坪南北分叉，北
连接枫林路， 南围绕岳麓山新
建一条高架路， 这样既不影响
师大、湖大、中南工大师生的学
习与生活， 又不破坏岳麓山景
区的生态， 给游人一个良好的
休闲氛围。

其实， 早在去年杨健就提
出过类似建议。长沙市政府给予
的答复是：橘子洲大桥修建年代
早，代表当时的技术水平，具有
一定历史文化价值，同时还存在
岳麓山风景区及河西道路接线
条件等不利因素， 不宜拆除重
建。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曾力力 李国平

橘子洲大桥
维修史

橘子洲大桥日
车流量超过 8万辆，
大大超过设计荷载，
桥面损伤严重，拱桥
桥面出现裂缝。2006
年5月17日起， 长沙
市路桥征费维护管
理处对大桥桥面局
部维修，对破损路面
进行了开挖、沥青填
充和压实，在底层和
面层重新铺油。5月
20日左右，局部改造
完毕。

受拱桥自身特
点、 车流增多以及
2008年初冰灾等因素
影响，橘子洲大桥桥
面裂缝达500余处。当
年7月，大桥小修改造
工程开工，8月20日前
完工。此次修整修复
桥面铺装层，恢复桥
面平整度与抗滑能
力，提升大桥整体形
象，同时加强桥面防
排水措施，恢复桥面
的排水功能。

大桥路面出现
近300处“补丁”。超
过半数的“补丁”已
经出现凹陷，再加上
桥面原本就有的多
处凸出，车辆通行时
会出现颠簸的现象。
从 7月 23日晚开始 ，
相关部门对橘子洲
大桥路面整修，出现
坑洞的部位整修一
新，桥面行车舒适度
提高。

“橘洲大桥老了，应拆除重建”
省人大代表杨健：交通流量超饱和，成长沙东西连通的“肠梗塞”

2009年11月，长沙市规划
局曾就橘子洲大桥规划方案进
行过公示。 但终因扩建付出的
结构成本太大而不了了之。

两个方案不了了之

当时有两个方案可选：
一个是保持现有橘子洲大

桥不动，在老桥北侧增加一幅3
车道桥梁， 东西桥头及橘子洲
三个节点交通组织方式与现状
组织方式一致， 只是取消桥头
上桥信号灯， 由东往西的车辆
走新桥通行， 由西往东的车辆
走老桥通行， 估计工期14~15
个月，估算投资约3.16亿元。

另一个是保持现有橘子洲
大桥不动，在老桥南北两侧各增
加一幅2车道桥梁，在湘江大道
及潇湘大道设置上下桥专用匝
道，新桥主要通行途经湘江大道
和潇湘大道的车流，同时通行所
有公共汽车以及上下橘子洲公
园车辆，现有老桥只通行东西方

向的小型汽车，估计工期15~18
个月，估算投资约5.2亿元。

4年后，同期公示的福元路
大桥已经建成通行， 橘子洲大
桥拓改则不了了之。

拓改面临现实困难

“橘子洲大桥拓改面临几
个现实困难。”长沙市规划系统
一位人士介绍，“桥梁与两岸道
路对接一般是中线对中线，如
果扩建，桥梁线型就不流畅了，
可能会像老芙蓉北路浏阳河桥
一样出现错位。”

“扩建橘子洲大桥要付出的
结构成本太大。”这位人士介绍，
长沙现在有10条过江通道，过
江交通比较流畅，特别是伴随长
沙地铁建设，并没有出现难以忍
受的交通拥堵，“和扩建橘子洲
大桥相比，新建另一座过江通道
如劳动路桥的成本可能更低，规
划可以起到引导的作用。”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叶子君

长沙现已建成通车8桥各领
风骚。 橘子洲大桥是双曲拱桥，
1980年获第一届国家优秀工程设
计金质奖; 银盆岭大桥是当时全
国最大的双塔单索面斜拉桥;猴
子石大桥在全国首次采用三角
形稳定性施工; 月亮岛大桥是我
国首次采用造桥机施工的桥梁
连续梁桥，黑石铺大桥是当时全
国最大的钢管拱桥，三汊矶大桥
是当时亚洲最大的自锚式悬索
桥，福元路大桥动用了国内尚在
起步阶段的步履式平移顶推技
术，只有湘府路桥最低调，由于
周边飞行限高，采用了平实的连
续梁桥造型。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叶子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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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江8桥各有千秋

不是古迹，还缺乏美感
橘子洲大桥一不是古迹，二无特

殊历史记载， 三缺乏丰富的文化内
涵。不但造型无特色，还缺乏美感，在
附近宏伟建筑的衬托下显得不协调。

东西连通的“肠梗塞”
从2009年开始， 橘子洲大桥日交

通流量已达10万辆次， 超过设计日流
量5000辆次的近20倍，严重超饱和，已
经成为了东西连通的“肠梗塞”。

多次对桥体进行整修
近年来，长沙市政多次对桥体进

行整修， 我认为靠这种小打小闹、修
修补补的做法很难让大桥彻底改观，
因此，拆除重建是非常必要的。

长沙市规划局：
曾考虑扩建大桥，成本太大夭折

2月18日晚高峰，长沙橘子洲大桥车流密集。 记者 李健 摄

2月18日，长沙橘子洲大桥，去年7月才整修的路面，现在又出现
了许多凹陷。 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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