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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首座跨珠江人行桥，是世界
上跨度最大、宽度最宽的曲梁斜拱人行
桥，也是广州中轴核心段首个由本土设
计师完成的地标性建筑。”25日，广州首
座连接珠江两岸的人行桥开通，该桥的
主创设计师、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
究院副总建筑师丘建发感慨道。

从去年 5月开工到如今竣工通行，
这座跨珠江人行桥的建设仅用了一年
多的时间。“桥以人行为主，所以我们
在设计上更多地从人的行为习惯入
手，尽可能为市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
的步行环境。”丘建发表示，城市建筑
要以人为中心，对跨珠江人行桥的设
计更加强调人性化，无障碍坡道、地面
防滑处理、倒圆角防撞设计、休闲坐阶

等都是为了方便市民出行，遮阳雨棚、
清凉喷雾以及立体绿化等也能有效应
对广州炎热多雨的天气。

在丘建发看来，广州首座跨珠江人
行桥还是一条连接城市南北轴线的纽
带，串联起周边的广州塔、海心沙、博
物馆、艺术公园等重要设施和景点。
未来，它既可承载传统节日庆典，观端
午龙舟、赏国庆烟花、春节桥上花市
等；也可策划创意新时尚，加入广州灯
光节表演等。

“跨珠江人行桥的建设在广州没有
先例，团队在桥梁的设计和建设过程
中，面临诸多技术问题。”丘建发坦言，
也正是因为这样，跨珠江人行桥诞生
了很多首创技术和工艺，比如整合光

伏、遮阳、喷雾、灯光设计的雨篷，信息
智慧桥梁系统等。

丘建发还提到，这座跨珠江人行桥
的造型是全三维曲面，对结构计算、精
度控制的要求更高。设计中，仅仅是造
型模型和结构计算模型加起来就有近
1000个。另外，为了适应施工现场条件
的变化，很多工作甚至是推倒重来。

“我是土生土长的广州人，见证了
广州一座一座跨江大桥的建设。”丘建
发表示，看着自己操刀设计的人行桥从
设计图纸变成实体，就像看着自己的小
孩长大一样，希望它人见人爱，成为广
州一道靓丽的风景，成为广州人幸福生
活的一部分，成为广州历史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广州仔”主创设计跨珠江人行桥

“希望这座桥人见人爱”

“珠江两岸架起了越来越
多的跨江大桥，但在珠江上建
设跨江人行桥，还是第一次。”
广州市城投集团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总经理陈强表示，
近年很多市民游客建议，建设
一座连接海心沙、二沙岛和广
州塔之间的人行桥，打通新中
轴线的步行阻隔，提升两岸无
缝游览体验，完善区域配套设
施，增添城市空间活力。

陈强介绍，人行桥的规划
建设充分考虑新中轴线珠江
两岸慢行系统的互联互通，有
四个突出功能——

一是提高安全保障。在
便民过江的同时，有利于海心
沙岛、广州塔景区人流的双向
快速疏散。

二是提高环境品质。在

打造两岸无缝衔接观景长廊
的基础上，为市民游客提供独
一无二的通行、观景新体验。

三是提高城市活力。在
提升花城广场、海心沙、二沙
岛、广州塔整个区域环境品质
的基础上，实现珠江新城CBD
商务区向江南延伸、广州塔文
旅融合创新示范区向江北拓
展，成为珠江两岸经济、商务、
旅游、文化发展的新纽带。

四是提高湾区活力。新
中轴线不仅是广州城市客厅，
也是湾区城市客厅，可以在海
心沙、广州塔、人行桥上举办
湾区城市乃至国际性的文旅
及体育活动，配合一江两岸的
滨水环境、灯光、音乐氛围互
动，形成生动的城市活动展示
画面。

1. 超大跨度曲梁斜拱多重组合结
构体系

作为世界上跨度最大、桥面最宽的
曲梁斜拱人行桥，该桥主拱向东倾斜
10°，拱跨198米，拱高56米，主梁为曲
线梁，中跨桥面宽 15 米，东侧步道长约
273 米，西侧步道长 251 米。桥设 23 根
吊杆，主梁采用抗扭性能好的整体箱
型断面，在拱梁交界处将拱与梁固结，
荷载通过吊杆及拱传至基础，具有结
构刚度大、抗倾覆能力强、抗风及抗震
性能好的优点。

2.新型大直径型钢砼抗推桩
桩基直径 3 米，在钢筋混凝土桩桩

顶加入型钢来承受巨大剪力，提高桩
基抗推能力，保证结构的安全。

3. 超高性能混凝土包裹钢箱混凝
土组合结构

拱肋下方设置 10 米超高性能混凝
土层，增强了拱肋局部刚度与抗船撞
性能，并将拱肋钢板与水隔离开来，解
决了水下和浪溅区钢结构防腐难题。

4.新型人行桥桥面铺装结构
自行车道和斜坡处设置2.5厘米超

高性能混凝土层，利用超高性能混凝
土超韧超强特性，增强了薄层铺装与
主结构协调变形与防裂性，并提高钢
梁的耐久性。

5.大跨度曲线人行桥抑振技术
设置了总重 25.6 吨的电涡流 TMD

阻尼器，满足节假日高峰期行人通行
的舒适性要求。

6.部分组合钢箱砼拱肋构造
在拱肋受压区内灌注混凝土，形成

部分钢管混凝土拱桥体系，提高了结
构刚度和行人舒适性。

7.拱脚及拱梁结合节点精细化设计
拱脚与拱座、承台固结及拱梁固结

两处节点构造极其复杂，为确保结构
安全，采用局部模型，对两处节点进行
了精细化计算与设计。

8.骑跨式亲水堤岸平台构造
骑跨式亲水堤岸平台构造实现

了东西侧引桥与堤岸的平接，同时满
足无障碍设计的需求，大大减少大堤
破坏，避免围堰的设置、降低了工程
造价。

9. 新型桥面上张拉吊索的锚拉板
构造

研发了一种新型的锚拉板张拉构
造，减小了锚拉板结构尺寸，方便施工
和后期运营维护。

10.桥梁隐形无缝伸缩装置
采用桥梁隐形无缝伸缩装置，满足

桥梁结构自然及三维动态变形要求。

今日开通的广州首座跨珠江今日开通的广州首座跨珠江
人行桥人行桥，，既是既是““艺术桥艺术桥””也是也是““科技桥科技桥””

位于城市新中轴线上的广州首座跨珠江人
行桥，25日正式开通。

这座人行桥由何镜堂院士领衔、华南理工大
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与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
总院两个团队联合设计，广州市城投集团投资建
设，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施工。大桥的设计以
“琴鸣绢舞、岭南花舟”为概念，极具岭南特色。
同时，大桥处处融入“科技”，采用了我国桥梁建
设史上首次运用的超高性能混凝土新材料抗压
技术，树立起科技建桥的时代标杆。

广州首座跨珠江人行桥
不仅是“民心桥”“艺术桥”，还
是“科技桥”“创新桥”。作为
这座桥的联合设计单位之一，
广州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
院的团队通过创新设计，克服
了结构体系新颖、局部构造复
杂、制造精度要求高、施工控
制难度大等关键技术难点，在
短时间内完成了超大跨度曲梁
斜拱人行桥结构各阶段静力分
析、人致振动、抗风设计、抗震
设计、耐久性设计、接岸平台、
排水防洪等诸多攻关任务。

这座桥的建成，也离不开
近一年来不辞劳苦、挥汗如雨
的建筑工人。记者了解到，人
行桥建设投入建筑工人和技
术人员近500人，克服了多个
施工难点。

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唐云介绍，这
是世界最大跨度的斜拱曲梁
人行桥，具有主梁结构呈曲
形、拱肋横向侧斜、桥梁跨度
大三大特点，梁拱制作安装
精度高、线形控制要求严、运
输吊装风险大、施工水域及
周边区域 环 境复 杂四大难
点。因此，该桥也是一座科
技攻关桥。

唐云举例说，由于桥梁拱
肋约1.3万块构件形状尺寸均
不相同，施工人员选用国内质
量性能最优的拱肋钢梁原材
料，运用三维成像技术和BIM
技术，确保节段间的完美匹
配，并利用三维成像系统确保
空间位置的精准对位，精确实
现毫米级工程质量管控，达到
质量和美观相统一，着力打造
美丽珠江上的艺术桥。

羊城晚报记者 赵燕华 孙绮曼 唐珩

打通广州新中轴线的步行阻隔A

跨珠江人行桥
工程设计的十大创新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桥见羊城见羊城新景新景

夜幕下的广州首座跨珠江人行桥流光溢彩，身姿优美 羊城晚报记者 宋金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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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推进优化土地资源配置
广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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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土地要素跟着项目走，
广州强化土地利用计划管理。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落实
各区批而未供土地处置的主体
责任，依法依规处置批而未供和
闲置土地。2019年全市获安排
各类指标2.9 万亩，2020年全年
聚焦争取国家直接安排指标、积
极推进“增存挂钩”挣取指标、完
成省百个重大项目“百日攻坚”
行动等重点工作部署获得奖励
指标，共获取安排4.38万亩用地
指标。

在优化用地审批流程，靠前
服务重点项目方面，广州贯彻落
实“六稳”“六保”工作部署，落
实疫情防控形势下经济发展用
地保障需求，进一步加强重点项
目统筹服务，全力推进重点项目
提速增效。对防疫项目用地进
行容缺受理、即收即办。对重点
项目用地，采取“全链条协同+
一条龙服务”的方式，精准对接
用地审批各个环节，建立例行督
办协调制度，及时为各重大项目
量身定制解决方案，解决难点堵
点问题，切实推进重大项目在广
州落地实施。

与此同时，广州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统筹推进留用地兑
现落实和开发利用，为乡村振兴
输血造血。该局牵头制定和贯
彻实施《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进一步加强征收农村集体
土地留用地管理的意见》《加快
推进留用地落地兑现工作意
见》，出台了留用地纳入城市更
新改造的支持性政策，创新思路
解决留用地历史难题，开展推进
留用地高效开发利用工作调研，
持续推进留用地兑现落地和高

效开发利用。截至目前，全市历
史留用地指标已累计兑现解决
6.54万亩，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
自身权益，有力助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

此外，为促进土地高效开发
利用，提升广州市社会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水平，广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加大批而未
供和闲置土地处理力度。

一是分区施策。结合各区
实际情况制定批而未供和闲置
土地处置推进工作方案，2020
年初将任务分解到区，压实责
任。同时，深入各区开展服务，
针对实际工作中的各种疑难问
题，构建实时互动沟通机制。

二是规范处置。依据自然
资源部明确的完成批而未供和
闲置土地处置任务的认定标准，
依法依规供应土地，完成闲置土
地处置。对于已认定的闲置土
地，建立动态巡查制度，各区每
月定期巡查督促动工开发。对
于以收回形式处置的闲置土地，
向原使用权人下达《收回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并与其
协商签订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协议。

三是探索创新。在批而未
供土地供应中，注重规划引领，
着力优化供给结构，结合地区产
业发展需求，从满足产业升级、
创新型企业发展和创新人才的
空间需求出发，与产业、招商等
多部门协调联动，主动服务，保
障创新型产业项目落地。在闲
置土地处置中，对于未能开发的
村留用地，探索通过利益分配推
动收储出让，推动土地盘活利
用，实现高效开发。

耕地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
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广州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不断推进耕
地保护工作，顺利完成耕地保护
责任目标考核。在2020年开展
的全省2019年度耕地保护责任
目标考核中，广州市耕地保有量
为192.02万亩，划定永久基本农
田135.17万亩，完成2019年度耕
地保护责任目标的相关任务。

其次，在完善设施农业用地
管理方面，2020年12月，广州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广州市农业
农村局联合修订无土栽培、有土
栽培、畜禽养殖、水产养殖等4个
门类设施农业用地正负面管理清
单、设施农业用地“两手册一指

南”，规范设施农用地管理，明确
了区分局、区农业农村局、镇
（街）监督管理责任，并具体落实
国家、省的政策，简化设施农业
用地备案程序、备案材料。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广州
市2020年在省系统完成备案的
设 施 农 用 地 项 目 51 宗 、面 积
77.598公顷。

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积
极推进农村乱占耕地建房整治行
动。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
市委市政府的统筹领导下，把专
项工作纳入局“我为群众办实事”
重点民生项目清单，强化宣传，深
入开展情况摸排，坚决遏制新增
乱占耕地建房行为，严守18亿亩

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在摸清存量乱占耕地建房底

数方面，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发挥技术优势，充分利用遥感影
像、地籍、地形等基础地理数据，提
取下发问题线索，各区积极发动
镇、村（社）人员进行入户调查，摸
清了乱占耕地建房问题底数。

在遏制新增乱占耕地建房行
为方面，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始终坚持民意导向，不断强化
服务群众理念，保障用地指标，
优化农房规划建设管理办法，让
村民住宅报建有“路”可走，截至
2021年5月底，全市已核发村民
建房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逾1万
宗，疏解村民合理建房需求。

为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化利用
水平，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合各区大力推动城市轨道交通
发展和周边土地开发进程。继官
湖、萝岗、白云湖、陈头岗、镇龙、
水西等地铁车辆段上盖地块成功
推出后，2021年，赤沙车辆段上
盖地块出让成交，该宗“巨无霸”
总开发规模达30.4万平方米。

广州市实现节约集约利用土
地，地铁车辆段上盖开发，为城市
发展“开发”新空间，实现一地

“两用”，既满足了地铁运营功能
需要，又解决了城市用地紧张问
题。2017年以来，广州市通过该
种形式，新增供应居住用地195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464万平方
米，并通过出让配建方式为地铁
沿线提供约35.7万平方米的政府

性房源。
其次，在提升轨道交通站场

周边的土地价值和城市空间品质
方面，广州通过收储整合周边地
块，规划调整打造场站综合体，实
现“轨道+产业+社区”创新模式，
营造城市建设新标杆，推动轨道
交通建设可持续发展。

国家级开发区是产业集聚发
展和打造新增长动力的重要平
台，其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是
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

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了
2020年度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集
约利用监测统计通报，广州市共
8个开发区参评。在全国参评的
430个工业主导型国家级开发区
中，排名前30位中广州市占3席，
在全省14个参评地市中数量最

多，具体是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广州保税物流园区、广州保税区。

总体来看，广州市国家级开
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程度整体较
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土地供应水平较高，广州市参评
的8个开发区共有可开发建设土
地 1.28 万公顷，土地供应率达
96.19%，比全国、全省平均水平
分别高出3.5%、2.81%。二是开
发利用强度较高，工业用地综合
容积率为1.33，比全国、全省平均
水平分别高出0.4、0.24。三是土
地利用效益较高，工业用地固定资
产投入强度16825.89万元/公顷，
分别是全国、全省平均水平的1.87
倍和1.45倍，工业用地地均税收
3390.75万元/公顷，分别是全国、
全省平均水平的4.99倍和2.14倍。

2021年 6月 25日是第31个
“全国土地日”，今年土地日的主
题为“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
线”。近年来，广州市致力于开发
土地新空间，推动广州节约集约
用地发展，写好土地发展文章。

B 完成2019年度耕地保护责任目标

A 推动节约集约用地 C 持续强化土地管理

羊城晚报记者 汪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