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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构机始发，全长2.4公里
计划工期12个月

南京南隧道跨越南京市秦淮区、雨
花台区、江宁区，下穿宁安高铁、京沪高
铁、沪蓉铁路等干线铁路和宁丹公路、
牛首大道等交通要道。该隧道全长
14.442 公里，为单洞单线隧道，设计时
速120公里。

其中，隧道盾构段从雨花台区梅香
路工作井始发，下穿农花河、机场高速、
秦淮新河、韩府山京沪高铁既有隧道
等，上跨 S1 号地铁线，长距离与 S3 号
地铁线并行，终至江宁区韩府山既有隧
道，长约 2.4 公里，计划盾构施工工期
12个月。

该盾构段沿途穿越泥质砂岩、砂岩
等地层，具有水域多、地表和地下环境复
杂等特点。尤其是盾构机下穿秦淮新河
段，最浅覆土仅有2.6米，是目前国内盾
构工程遇到的最浅覆土层。为此，项目
建设管理单位合肥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
挥部协同中铁十四局等参建单位，联合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为南京南隧道盾构段
掘进施工“量身打造”了一台土压平衡盾
构机——“宁芜号”。

该盾构机开挖直径 9.33 米，整机总
长 132 米，重量约 1375 吨，总装机功率
4305千瓦，在刀盘结构、刀具布置、渣土
运输、开挖控制、盾尾检测等方面进行有
针对性的提升，应用开挖仓可视系统、盾
尾刷磨损检测系统等多项先进智能技
术，将有效控制盾构施工风险，全面提升
掘进效率。

先建后搬，预计2027年完工
近90岁“高龄”的宁芜铁路，前身是

江南铁路，始建于1933年，1935年建成
运营，自南京至芜湖，全长125千米，是
长三角地区承担重要客货运输任务的国
家铁路线，也曾经是中国最繁忙的单线
铁路之一。

随着城市的发展，宁芜铁路沿线的
农田荒地，逐步发展成为连片密集的高
楼大厦、居民住宅。宁芜铁路（沧波门至
古雄段）沿线地处南京中心城区，周边有
居民小区24处、学校7处、医院1处。这
条历史悠久的铁路线深嵌于南京城的心
脏地带，将南京一分为二，随之带来的交
通问题和噪音问题等，让周围居民苦不
堪言。

城市空间被割裂、交通拥堵、噪声干
扰……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改线
显得尤为迫切。经过多年的研究论证，
2022年底，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全线
全面开工。改建后线路全长102.2公里，
其中南京城区沧波门站至古雄站段为新
建外绕改线工程，线路长29.7公里，外绕
后，将贯通被老宁芜铁路割裂的多条城
区“断头路”，“缝合”地面交通。

南京城区宁芜铁路沿线通过“地下
穿越”等方式实现外绕改线。中铁十四
局宁芜铁路项目二分部负责人付款峰表
示，隧道盾构区间位于南京城市核心区，
沿线地下管线复杂、建构筑物繁多，呈现
穿城、穿河、穿地铁等风险源连续叠加的
特点，施工控制要求极严，极具风险和挑
战。在该区间实施盾构法施工，面对复
杂、多变的地下环境，施工安全、质效都

有可靠保障。
目前，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正在

加紧推进中。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是
先建后搬，待外迁段建成后，宁芜铁路位
于南京中心城区的这段才会外迁。初步
计划显示，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预计
将于 2026 年完成路基、桥梁等线下工
程，2027年则完成铺轨和站改等工程。

外绕后将带来哪些新变化？
宁芜铁路外绕后，南京人的生活将

发生哪些变化？该项目呼应了群众需
求，项目完工后将有效化解沿线交通拥
堵和安全风险，多处城市主、次干道通行
将不再受铁路影响。

此外，一直困扰周围居民的噪声问
题也将得到解决。据悉，新建铁路采取
噪声排放更低的电气机车牵引，且工程
设计隧道占比高，还将同步实施噪声防
治设施，进一步降低铁路噪音对沿线人
居环境的影响，实现铁路运输与沿线环
境的和谐发展。

等项目完工后，割裂的城市空间将
被“缝合”，整体打通城市发展脉络，促进
铁路沿线经济发展。既有宁芜铁路线位
将用于规划建设地铁8号线，地下穿行的
轨道交通将成为衔接各板块发展的新支
撑，地面绿化及交通配套等市政设施建
设也将成为城市空间布局的新景观。

宁芜线位于中东部的连接地带，是
沿江中西部地区通往长三角的“咽喉”所
在。从满足运输需求的角度来看，宁芜
铁路的外绕改造不仅将对现有的货场进
行整合与优化，还将新建江宁镇货场，进
一步提升南京铁路枢纽的货运布局。

南京南隧道“宁芜号”盾构机始发

宁芜铁路迎重大进展，搬迁外绕还有多远

宁芜铁路迎来新进展!8月12日，宁芜铁路扩能
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南京南隧道“宁芜号”盾构机刀
盘缓缓转动，这是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首条，也是
唯一一条隧道盾构段始发，标志着该工程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

宁芜铁路搬迁外绕是许多南京市民一直以来的
期盼，这条穿城而过的铁路线不仅割裂了城市，也让
沿线居民饱受噪音、交通中断等问题困扰。宁芜铁
路何时能完成搬迁外绕？

完工后将如何改变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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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路地双方启动宁芜铁路外绕的
相关研究。

●2001年，路地双方基本形成“利用铁路廊道，外
绕至南京南站”的共识，基本固化了沧波门至南京南站
段的外绕线位。

●2002年至2003年，时任南京市江宁区麒麟镇镇
长的南京市人大代表刘维新，联合9名市人大代表，提出
了“建议将宁芜铁路马群道口‘由平交改立交’”的议案。

●2005年，原铁道部与南京市政府联合印发会议
纪要，原则同意宁芜铁路外绕线位的相关意见。

●2014年，原铁道部和江苏省政府联合批复项目
建议书。

●2016年以来，路地双方加快推进项目前期工
作，已基本完成宁芜铁路外绕工程沿线 28 节点技术方
案细化研究工作，完成既有 12 条铁路专用线调研工作
并形成初步处置方案，完成外绕工程可研修编报告和
货场工可报告，并于 2018 年 6 月、8 月初步通过铁总鉴
定中心组织的可研修编评审会和鉴修会。

●2016年1月，彭金斌等南京市人大代表再次提
出“加快实施宁芜铁路外绕工程”的建议。

●2017 年 1 月，李世峰等南京市人大代表提出
“加快宁芜铁路外绕工程建设，同步实施地铁八号线设
计准备”的建议。

●2018年1月，时任南京市雨花台区区长李世峰
作为省人大代表，在省人代会期间再次提出“加快宁芜
铁路外绕工程建设”的建议。

●2019年3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全国人大代表、时任南京市市长蓝绍敏提出了“支持宁
芜铁路外绕工程建设”的建议。

●2020年3月31日，南京市人民政府与中国铁路
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宁芜铁路扩能改造（沧波门至
古雄段）项目建设框架协议》，路地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

●2020年7月28日，江苏环保公众网发布《宁芜
铁路复线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2021年8月24日，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既
有宁芜铁路沿线改善声环境条件研究竞争性磋商公
告》，拟对既有宁芜铁路沿线改善声环境条件研究。

●2021年8月31日，江苏政府采购网发布《有关
宁芜铁路搬迁后沿线路网规划建设及公共空间品质提
升方案项目竞争性磋商公告》。

●2021 年 9月 6日，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 2021 年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
工作思路》中提到，“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正按照全
线（含外绕段）单线电气化方案推进可研批复程序”。

●2021 年 10 月 14 日，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发布
《改建铁路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
次公示》。

●2021年11月2日，国铁集团、江苏省、安徽省联
合批复宁芜铁路扩能改造项目可研报告。明确该项目
计划于2021年年内开工建设。

●2021年11月12日，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发布《改建
铁路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公示》。

●2021年12月8日，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开工。
●2022年8月9日，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水土

保持方案获国家水利部批复。
●2022年 10月，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初步设

计获联合批复。
●2023年3月 10日，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首

根桩基顺利开钻，该项目进入线下主体工程实质性施
工阶段。

●2023年5月8日，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南京
南隧道正式进入正洞施工阶段。

●2024年5月 13日，“宁芜号”盾构机在湖南省
长沙市下线，应用于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南京南隧
道盾构段掘进施工。

●2024年8月12日，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宁
芜号”盾构机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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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南京南隧道盾构示意图 通讯员 林凤 供图

◀宁芜
铁路扩能改
造工程线路
走向示意图

殷超制图

宁芜铁路扩能改造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