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管理学部 孙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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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永福 　 铁路工程专家 。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
２６ 日出生 ，陕西省长安县人 。 １９６２ 年毕业于长
沙铁道学院 。 青藏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博士生导师 。 长期从事铁
路建设技术和管理工作 。 １９８４ 年担任铁道部
副部长后 ，主持研究铁路建设管理体制改革 ，建
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体制 。 研究铁路建设项目
决策体系 ，提出按系统工程建设铁路大通道的
规划设计新理念 。 主持建成大秦 、京九 、南昆 、
宝中铁路以及衡广 、兰新复线等重点工程项目 。
主持重大科技攻关 ，总结出我国山区铁路建设
成套新技术 ，研制成功大秦铁路重载运输成套
设备 。 组织高速铁路技术研究 ，制定了有关标
准规范 。 ２００１ 年后 ，主持青藏铁路建设 ，提出
了建设方针 ，首次建立质量 、环保 、健康安全 、工
期 、投资五大目标控制体系 ，确定了“冷却地基 、
保护冻土”的设计思想 ，攻克了多年冻土 、生态
脆弱 、高寒缺氧“三大难题” ，实现了技术创新 、
管理创新 。 为把青藏铁路建成世界一流高原铁
路作出了重大贡献 。 ２００５ 年当选为中国工程
院院士 。

１９４１ 年 ，我出生在陕西省长安县一个农民
家里 。 由于家庭生活比较困难 ，我很想早些参
加工作 。 １９５５年 ，我满怀激情地考取了铁路工
程学校 ，学习桥梁隧道专业 ，立志当一名架桥修
路的工程师 。 后来 ，我被选送到大学深造 。 强
烈的求知欲使我发奋苦读 ，四年之内以优异成

绩修完了桥梁专业五年制全部课程 。 １９６２ 年
我从长沙铁道学院桥隧系毕业后 ，到郑州铁路
局工务处工作 。 在近两年时间里 ，我对局管内
桥梁进行了全面调查 ，完成了枟钢筋混凝土梁及
预应力混凝土梁裂纹分析报告枠 ，提出了改善设
计的若干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 。

为支援三线建设 ，１９６４ 年 ９ 月我奉调到西
南铁路工程局（铁二局）施工技术处 。 铁二局是
１９５０ 年成立的具有优良传统的铁路建设主力
军 。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１ 日 ，铁二局修建的新中国第
一条铁路 ——— 成渝铁路通车时 ，毛泽东主席题
词“庆祝成渝铁路通车 ，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
在西南铁路干线建设中 ，中共中央 、国务院多次
致电表彰 。 我先后在成都 、贵阳 、凉山甘洛工
作 ，参加了川黔 、贵昆 、成昆铁路建设 。 １９７０ 年
７ 月 １ 日 ，有“地质博物馆”之称的成昆铁路胜
利铺通 ，１０ 月我即转战湘西怀化铁二局指挥
部 ，参加湘黔 、枝柳铁路建设 。 这些年 ，我主要
从事工程配套设计 ，推广科技研究成果 ，解决施
工技术难题 。 例如 ，虾子河隧道内有许多溶洞 ，
暗河水流量很大 ，必须修建桥梁 。 由于隧道净
空很小 ，悬臂式架桥机无法起臂作业 ，我设计了
洞内架梁方案 ，这在全国尚属首例 。

坦赞铁路是我国最大规模的对外经济援助

项目 。 １９７０ 年开工之后 ，铁二局派遣了多批队
伍赴坦赞工作 。 在全线进入施工高潮之际 ，
１９７３ 年 ７ 月我被派往总部设在坦桑尼亚姆比
卡的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工作组机关工作 。 我主
动请求下基层工作 ，获准到赞比亚姆库希第三
机筑队 ，主持了坦赞铁路最后一段工程 ，即姆库
希至新卡比里姆博希段 ２３０ 公里铁路施工技术
和施工组织工作 。 １９７５ 年 ６ 月 ７ 日 ，我们铺完
坦赞铁路最后一节钢轨 ，全部工程经过验收质
量优良 。 我在异国连续工作两年四个月之后 ，
带着坦赞人民的友谊返回祖国 。

１９７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唐山发生 ７ ．８ 级大地
震 。 铁二局奉命组织抢险队 ，开赴唐山抢险救
灾 ，由我负责抢险技术工作 。 当时大小余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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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我把指挥部设在一辆待修的公务车上 ，防止
房屋倒塌伤人 。 我制定了排除险情的技术安全
措施 ，拆除危险建筑 ，清除大量破损钢筋混凝土
结构物和钢结构物 ，杜绝了人员伤亡 。同时 ，我
们修建了大量简易抗震房屋 ，使受灾人员在严
冬到来之前有安身之地 。直到 １９７７ 年春 ，唐山
恢复了生产生活秩序 ，我才走向新的建设工地 。

１９８１ 年 ，由我带领铁二局一支精干队伍进
入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特区开拓经营领域 。
通过激烈竞争 ，我们在蛇口工业区建成一批工
业民用建筑和公共设施 ，包括远东面粉厂 、深圳
第一座五星级酒店南海酒店等 ，站稳了脚跟 ，树
立了信誉 ，创出了品牌 。 这些工程项目不仅取
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而且培养了一大批适应
市场经济的管理人才 。

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 ，我走上了铁二局领
导岗位 。我担任副局长 、局长期间 ，大力清除极
“左”思想影响 ，进行企业整顿 。 制定了“立足铁
路 ，面向社会 ，走向国际”的方针 ，在扩展西南地
区市场的同时 ，在华南 、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
国家开拓经营 。 在企业管理中 ，强调以质量和
信誉取胜 ，在提高工程质量上探索新路子 。 针
对当时人才奇缺的问题 ，采取了委托培训 、吸引
人才等措施 。 我在铁二局工作 ２０ 年 ，领受了老
前辈的言传身教 ，经历了艰苦环境的锻炼考验 ，
积累了比较扎实的基层工作经验 。

自 １９８４年 １２ 月任铁道部副部长之后 ，我
长期主管全国铁路建设工作 。 “七五”期间组织
了南攻衡广 、北战大秦 、中取华东“三大战役” ，
“八五”期间组织了六大通道建设 。 通过深化改
革 ，强化管理 ，创新技术 ，优质 、高效 、安全 、有序
地建设铁路 。 我主持研究制定了铁路建设管理
体制改革方案 ，经过 １９８９ 年 、１９９４ 年两次重大
改革 ，铁路建设管理逐步建立起政企分开 、走向
市场 、规范管理的新体制 。 原隶属于铁道部的
７０ 多万铁路建设队伍走向社会 ，走向国内国际
市场 。 转变政府职能 ，加强了铁路发展规划 、技
术政策和技术标准研究 ，加强了建设质量和安

全管理 ，加强了建设市场监督 。 运用现代管理
理论 ，实现科学决策 ，合理组织工程建设 。 完善
了项目法人责任制 、招标投标制 、合同制 、工程
监理制 ，使铁路建设管理规范化 、制度化 。 我组
织编制“十五”及 ２０１５ 年铁路发展规划 ，体现了
宏观性 、战略性 、政策性 ，提出了按系统工程建
设大能力运输通道的新理念 ，确立了建设“八纵
八横”全国铁路网主骨架的新格局 ，突出了客运
高速化 、货运重载化 、管理信息化的发展方向 。

在铁路建设中 ，我特别重视依靠科技进步 。
在项目设计阶段 ，我要求每个工程项目必须有
创新内容 。在项目施工阶段 ，我要求集中力量
联合攻关 ，突破关键技术 。 衡广复线建设时 ，我
担任指挥长 ，组织攻克大瑶山隧道和南岭隧道
涌水突泥 、长垑河大桥等岩溶桩基 、石质路堑控
制爆破等关键技术 ，统筹解决增建二线与既有
线运输的矛盾 ，三年建成复线 ，使既有线运量每
年均有增长并实现了安全无大事故 ，创造了繁
忙干线大规模改造的成功经验 。 大秦铁路建设
时 ，我担任重载列车成套设备领导小组组长 ，组
织装车 、运输 、卸车配套建设 。坚持自主研发与
引进关键技术设备相结合 ，组织研制成功我国
重载铁路运输成套设备 ；建成了我国第一条通
信光缆 ，我国铁路第一套无线列调 、调度集中系
统 ，总结了重载路基“四区段八流程”工法及军
都山隧道浅埋暗挖法新技术 ，并推广应用 。 在
京九铁路建设中 ，我担任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即全线总指挥 ，把全线分成北 、中 、南三大段 ，试
行了工程总承包责任制 。 组织攻克黄河大桥 、
九江长江大桥 、五指山隧道 、岐岭隧道 、孔垄软
土路基等技术难题 ，四年建成总长 ２ ５５３ 公里
的南北大干线 ，取得了显著经济 、社会 、环境效
益 。 在南昆铁路建设中 ，我担任科技进步领导
小组组长 ，主持制定科技攻关计划 ，组织攻克不
良地质路基 、新型支挡结构 、高墩大跨新结构桥
梁 、高地应力高瓦斯高地震区隧道等技术难题 ，
总结形成了西南艰险山区铁路建设成套新技

术 。 在西安至安康铁路秦岭隧道前期工作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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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增加地质勘测子阶段 ，查明地质情况 ，为
该当时全国最长的隧道设计施工提供了可靠依

据 ；作出采用全断面掘进挖掘机（TBM）建设隧
道的决策 ，促进了我国隧道 TBM 技术发展 。
在芜湖长江大桥建设中 ，我力主将主孔跨度由
２２０ 米改为 ３１２ 米 ，采用组合结构解决桥上飞
机航线 、桥下水运净空与铁路标高的矛盾 。 研
究建立了勘测设计质量保证体系 ，总结推广了
全员参与 、全程控制 、全段创优的经验 。 为解决
电气化设备可靠性差影响运输安全的难题 ，组
织电气化工程质量攻关 ，从设计 、器材 、工艺 、维
护方面采取措施 ，提高了牵引供电接触网安全
可靠性 。在徐连 、宣杭 、秦沈等铁路建设中 ，组
织开展软土路基试验研究 ，发展了软土路基建
设技术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主持了京沪高速铁
路研究工作 ，制定了技术标准 ，优化了线路走
向 ，为攻克关键技术打下基础 。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多年冻土铁

路 。 ２００１ 年我受中央之命主持青藏铁路建设 ，
担任总指挥 ，深感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机遇难
得 。 在这之前 ，从 １９９６ 年开始 ，我组织开展了
进藏铁路前期工作 。 开展大面积选线 ，经比较
研究后推荐了青藏 、滇藏铁路两个方案 。 多次
组织专家对预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论证 。 ２０００
年我率队进行现场考察之后 ，提出了先建设青
藏铁路的建议 。 ２００１ 年国务院批准青藏铁路
建设项目立项 ，我建议在公益性铁路建设项目
中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 ，经批准成立了青藏铁
路公司 。提出了高原冻土铁路建设方针 ，确立
了建设世界一流高原铁路的总目标 ，建立了工
程质量 、环境保护 、健康安全 、工期 、投资“五大
控制目标”体系 。 强化了建设阶段的项目管理 ，
组织攻克多年冻土 、生态脆弱 、高寒缺氧“三大
难题” ，取得了重要成果 。

多年冻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 我曾考察过
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 、贝阿铁路 ，以及挪威 、加
拿大等国家寒区铁路 。 这些铁路建设在高纬度
低海拔地区 ，行车时速多为 ５０ ～ ７０ 公里 。病害

相当严重 ，有个车站地表已下沉 １ ．５ 米 ，有个桥
台已经发生倾斜 ，经常限速通过 。 青藏铁路处
于中纬度高海拔地区 ，太阳辐射强 ，冻土热稳定
性差 ，要求时速 １００ 公里 ，建设难度很大 。 外国
铁路部门对冻土技术采取保密措施 ，不愿为我
们提供多年冻土有关资料 ，这更激发了我的创
新意识 。 我们既要认真吸取国内外冻土铁路经
验教训 ，更要自主创新冻土工程技术 。 我组织
编制多年冻土铁路勘测 、设计 、施工规定 ，并在
实践中修订完善 。 决定加大钻探密度 ，实行地
质勘察监理 ，提高勘测质量 ，基本查明了沿线冻
土分布及特征 。 主持建设 ５ 个不同类型冻土工
程试验段 ，用试验研究成果指导设计和施工 。
组织专家研究确定了“主动降温 、冷却地基 、保
护冻土”的设计思想 。 总结了冻土工程建设由
被动保温到主动降温 、由静态分析到动态分析 、
由单一措施到综合施治的“三大转变” ，以及片
石气冷路基 、通风管路基 、碎石护坡 、热棒（热
管） 、遮阳棚等成套技术措施 ，建立了冻土长期
观测系统 。经过三个以上冻融循环检验 ，冻土
地段路基工程基本稳定 ，桥隧工程坚固可靠 。
俄罗斯 、美国等国家冻土专家现场考察后认为 ，
青藏铁路冻土工程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

面对极其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 ，我们必须
研究尽量减少修建铁路带来的影响 。 按照“预
防为主 、保护优先”的方针 ，我组织研究制定了
建设“高原生态环保型铁路”的具体目标 ，实行
依法环保 ，全员环保 ，科技环保 。 广泛深入地开
展宣传教育 ，增强全员法制观念和环保意识 ，把
搞好环保变成广大建设者的自觉行动 。 首次实
行了环保监理制度 ，建立了铁路环保管理模式 。
要求选线时尽量减少对自然保护区的影响 。建
设中统筹安排取弃土场和砂石料场 ，限定施工
作业范围和便道位置 ，并在完工后平整恢复地
表 。 组织开展了高海拔地区草皮移植和种草试
验 ，大力推广成功经验 ，已有 ３００ 多公里路基形
成“绿色长廊” 。 合理设置野生动物通道 ，保证
了野生动物自由迁徙 。 环保部门监测表明 ，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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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冻土环境 、湿地环境 、水源环境 、植被 、景观等
都得到了有效保护 。 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检查
后认为 ，青藏铁路环保工作具有示范作用 。

２０００年我第一次登上青藏高原时 ，头脑涨
得厉害 ，双脚像踩在棉花包上一样 ，食欲不振 ，
夜不能眠 。 当时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修建青
藏公路及西宁至格尔木铁路 ，有不少人患急性
高原病牺牲了 ，现在已进入 ２１ 世纪 ，我们一定
要保证建设人员健康安全 。 为了解高原铁路情
况 ，我考察了秘鲁铁路 。 在秘鲁中央铁路一条
支线上的拉奇车站 ，我看到矗立着一块巨大标
牌 ，上面用英文写着 ：“这是世界准轨铁路最高
点 ４ ８１７ ．８ 米” 。 这里濒临大西洋 ，海拔 ４ 千多
米仍树木茂密 ，而青藏铁路有 ９６０ 公里在海拔
４ ０００ 米以上 ，最高达到 ５ ０７２ 米 。 低气压 、缺
氧给人带来严重不适 ，生命显得十分脆弱 。 因
此 ，接受建设青藏铁路任务时 ，我首先想到的
是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卫生保障先行” ，保障

建设队伍“上得去 、站得稳 、干得好” 。 广泛听取
专家咨询意见 ，组织制定了枟青藏铁路卫生保障
规定枠 。 建立了体检制度 、习服制度等 ，作出了
生活供应 、劳动保卫规定 ，设置了三级医疗保障
体系 ，建立了突发疫情应急处置工作机制 。 积
极支持防治高原病研究工作 ，推广高压氧舱 、高
氧液体 、一氧化氮治疗等技术 。 总结推广了高
海拔地区人工制氧技术 。 五年建设期间 ，每年
都有 ２ ～ ３ 万人在高原施工 ，没有发生一例急性
高原病死亡 ，也没有发生人间鼠疫疫情 。 国内
外专家认为 ，这是对世界高原医学的重大贡献 。

实践证明 ，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修建青藏铁
路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 广大建设者用智慧和
双手在世界屋脊上建成了一条全天候 、大能力
的钢铁运输通道 ，同时也培育出了“挑战极限 ，
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 。 今后 ，青藏铁路工
程要经受长期运营考验 ，还会有许多新课题需
要继续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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