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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号线全线投资约130亿元

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线路为南北走

向，全长约23.571km，起于汽车北站，终至

万家丽路站，途经芙蓉北路、黄兴路、劳动

路、芙蓉中路及芙蓉南路。

全线共设车站20座， 其中地下站19

座、万家丽路高架站1座。全线投资估算约

130.35亿元，土建施工约48.1亿，共被分为

11个标段。

溶洞是工程难点

和区间的施工难度比起来， 地铁站中

的城南路站或许是最让施工人员“惦记”

的。城南路站在南门口，地下不仅有溶洞，

还有断层破碎带。 曾参与过站点勘测的工

人说，相邻10米的两个勘测孔，一个往下打

了40多米深才到达基岩， 另一个打了10多

米深就触到基岩，小范围内地质变化很大。

地铁双线在五一广场“十字”换乘

1号线与2号线于五一广场站“十”字

换乘，2号线车站顺五一大道东西向布置，

1号线车站顺黄兴中路南北向布置， 东北

角有联络线连接两条线。

今后的五一广场从下至上依次为1号

线、2号线、付费区、黄兴路、五一大道，整个

施工工期预计为30个月。

目前， 五一广场站正在进行五一大道

南北两侧钢便桥施工，预计本月15日左右

完成， 届时原通行五一大道的车辆将挪到

钢便桥上通行，南边有3条出城通道和1条

非机动车道，北边有2条进城通道和1条非

机动车道。 ■记者 叶子君

长沙地铁1号线

开始施工招标

拟定本月开工，2014年9月通车试运营

通用航空发动机，株洲造

株洲市与中航集团合作组建中航湖南通用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

本报9月9日讯 今日，株洲市

人民政府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

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成立了

中航湖南通用航空发动机有限

公司。湖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徐

守盛，副省长陈肇雄参与会议。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制造业皇

冠上的“明珠”。株洲市市委书记陈

君文说，株洲是我国重要的中小型

航空发动机研发与生产基地，拥有

中国南方航空工业有限公司、中国

航空动力机械研究所等大型国有

企业、研究所，相关技术与产业化

能力全国领先，“抱得美人归”名副

其实。

中航湖南通用航空发动机有

限公司， 总投资50亿， 建设期5

年，项目规划用地830亩，分为四

个产区：

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产业

区、航空发动机国际合作区、民用

航空发动机核心产业区、 工业燃

气零部件产业区， 预计年销售收

入60亿。

“中航湖南通用航空发动机

有限公司组建后， 将成为中航

工 业在 相 关领 域 全 国 唯 一 布

点。”副省长陈肇雄说，公司的

产品将成为天津中航直升机公

司、陕西中航飞机公司、珠海中

航通用飞机公司的发动机供应

商 ， 这将提升湖南在我国航空

业的地位。

■记者王梦颖

实习生 刘珊珊

6月22日凌晨， 随着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东南侧的地下水管改造施工进行，

一口埋藏有大量东汉简牍的古井被无意发现。

8月5日，在清理出清、明、宋、隋、唐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存之后，发掘

至地表下3.8米时，古井井口露出；6日，考古和文物保护人员开始全力发掘古井。

8月26日，五一广场东汉古井考古发掘工作基本结束，所有出土文物均被移

入长沙市考古所库房，有待进一步清理。

除2000余枚较完整的

木简外， 井内还出土了大

批竹简和木简残片， 发掘

时因分块整体提取， 共封

装于66个大盆和144个小

盆之中，等待清理。

有别于木简的直接浸

泡，记者在现场看到的竹简

都是由透明玻片从正反两

面包夹主，已从事文保工作

30多年的长沙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文物保护专家肖静

华说：“竹简由于本身纤维

腐朽较严重，这样是为了防

止它们破散。” 他进一步解

释到，这批竹简由于是从井

底整体揭取，并未和泥土分

开，要一片一片清洗、揭剥、

整理，工作难度很大，需要

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

黄朴华表示，下一步他

们将从四个方面对这批东

汉简牍进行保护和研究：

首先对简牍进行浸泡药

水、 恒温恒湿保存等初期

保护；接着将分层、分块整

体提取的简牍进行清洗、

揭剥、整理、编号、拍照和

绘图； 同时向有关部门申

请立项，对简牍实施脱水、

脱色等文物科技保护工

作； 最后对出土简牍进行

释文和整理出版。

“这是长沙第一次发

现东汉中期的简牍， 在全

国也很少， 对填补这段历

史的研究空白有重大意

义。而且，这批简牍质量很

好，形制丰富，尤其是发掘

出了在全国也罕见的大木

简和大尺寸的封简。”据长

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

长黄朴华介绍， 五一广场

东汉古井内出土了大批简

牍， 总数可能超出发现时

估计的近万枚， 以及较多

的漆木器和陶瓷器。

目前看来， 出土木简

是一大亮点， 不仅一次性

出土约两千枚较完整竹简

的情况全国少有， 而且形

制很丰富， 有大木简、木

牍、封简、签排等。其中，尺

寸最大的大木简长47厘

米，宽7厘米，封简长18厘

米，宽7.5厘米，均可入选全

国之最。

记者看到二十多片已

被清洗的木简被分别放置

在长方形塑料小盆里，浸

泡于蒸馏水之中， 其中几

块黄、黑色木块上“临湘”、

“长沙太守呈印”、“永元十

五年”等字迹清晰可辨，书

写十分工整。 黄朴华告诉

记者，这些字多为汉隶体，

也有部分行书，字体独到，

应是出自当时书法家之

手， 而这些与一般木简形

状略有不同的就是封简，

一般放在一卷竹简的最上

面，记录有时间、部门、内

容简要等信息， 就相当于

现代书籍的封面或是目

录。 而另一些木简上则写

有“户曹”“贼曹”等字样，

均为当时掌管户籍、 公安

等部门的官署名， 进一步

印证着考古队员所推测的

简牍内容就是东汉时期的

官方文书档案。

出土木简是目前的最大亮点

下一步将从四方面继续保护、研究

抢救性发掘历时2个多月

长沙地铁1号线一期工程终于开始土建施工招标。 根据初步设计，1

号线一期工程拟定于本月开工，2013年3月实现洞通 (地铁隧道全线贯

通)，2013年7月轨通 (铺轨工程结束)，2013年9月电通 (供电系统调试完

毕)，2014年9月通车试运营。

今年6月， 长沙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站施工现场出土了大量东汉简

牍，上面究竟记录了哪些跨越千年的故事？9月9日，在长沙市考古所，记

者终于近距离接触到了这批东汉简牍。 ■记者 吴名慧

9月9日，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正在清洗木简。 傅聪 摄

回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