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李家东，1957 年 4

月出生，在嘉定建设口

工作 43 年，1991 年 11

月，任沪嘉高速公路延

伸段工程建设联合指挥

部党支部书记、办公室

主任。1992 年 12 月至

1996 年 4 月，任嘉定县

（区）建设局党委委员。

1996 年 4 月至 2005 年 9

月，任区建设党工委委

员等职。2005 年 9 月至

2013年8月任区建设交

通党工委委员等职。

1988年10月31日，沪嘉高速公路（上海市区—嘉定）建成通车，成为中国大陆首条建成的高速公路。沪嘉高速“横空出世”，宣告了
我国大陆没有高速公路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进入了高速公路建设的新时代。这条高速公路的建设规模和标准，经历了逐步发展和不
断变化。从“沪嘉公路”到“沪嘉高速公路”再到如今的“城市快速路”，不仅反映和见证了嘉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变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我国高速公路发展初期的曲折历程。 刘静娴 文/摄

建设沪嘉高速东延伸段
历时 4 年又 3 个月，1988 年 10 月

31日，举行了中国首条高速公路—沪

嘉高速通车典礼。李家东曾听前辈们

回忆，通车当天，嘉定人民和来自全国

各省市道路建设指挥部的观摩代表、

施工单位一线工人们，欢欣鼓舞来到

现场，通车仪式热烈简朴，道路两侧彩

旗飞舞，锣鼓喧天。记得当天有一位

80多岁阿婆讲：“当汽车以每小时120

公里的速度在高速公路开过时，一眨

眼车就没了，就像飞机开过一样。”

沪嘉高速公路建成后，确实不负

众望，分担了连接市区与嘉定的沪宜

公路56%的客货运交通量，沪宜公路

交通事故明显减少；缓解了上海对外

6个主要公路出入口中交通量最大的

西北出入口交通拥塞状况；促进了上

海市与外省的经济联系，加强了长江

三角洲经济开发区之间的纽带联系；

改善了嘉定县投资环境。1989 年，嘉

定县级财政收入4.28亿元，名列全国

第一。

然而，沪嘉高速的建设之路并未

就此结束。已通车的沪嘉高速公路，由

于受当时投资控制，仅建成了嘉定至

祁连山路段，未能与市区道路直接贯

通，功能难以充分发挥。通车两年，平

均日交通量仅为5641辆，比相邻平行

的沪宜公路低。

进入90年代，随着上海经济的快

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了力

度。市政府将内环线高架道路列为“八

五”期间实施的重大市政工程项目，中

山北路、中山西路地面交通压力骤增，

打通沪嘉高速公路东延伸段至市区道

路瓶颈的呼声日高。而且，上海市西北

郊工厂较为集中，交通运输量大。1990

年12月，沪嘉高速公路东延伸段工程

立项，要求工程赶在内环线地面道路

改建前建成。

1991年12月8日开工，1993年12

月 18 日通车，全长 7.53 公里。东延伸

段工程由沪嘉高速公路延伸段、汶水

路段、真北路段和真大路段四个路段

组成，使沪嘉高速公路与市区西北部、

北部相贯通，进一步发挥了沪嘉高速

公路的通行能力，有力地促进了嘉定

经济社会的发展。

李家东一直记得，东延伸段建成

时，嘉定一中一个学生在一篇名为《沪

嘉高速公路的畅想曲》的作文中，这样

赞美沪嘉高速：“清晨，我站在沪嘉高

速公路的入口处，心中不禁涌起一股

无法描绘的喜悦之情，望着那平坦宽

阔的公路，中凸两边凹下的柏油路和

那更远处模糊的石板路，我觉得，我已

经站在了过去、现实与未来的交界口

上。”作文真情实感，可见沪嘉高速在

上海几代人心目中的影响和感情。

2003年，沪嘉高速被评为上海市

第一条高速公路文明畅通通道；2006

年，成为上海首条试点电子不停车收

费（ETC）的高速公路；2012 年，率先

在上海使用自动发卡机……2012年1

月 1 日起，沪嘉高速公路调整为城市

快速路，并结束其收费的历史。从高速

公路变为快速路，沪嘉高速并未退出

嘉定市民的生活舞台，而是更深地融

入了嘉定甚至上海交通路网的日益完

善和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日常之中。

经历长时间观念碰撞和反复比选
1991年11月，李家东被任命为沪

嘉高速公路延伸段工程建设联合指挥

部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开始了沪

嘉高速公路延伸段建设之路。在参建

过程中，他听到前辈与同事们讲述沪

嘉高速公路建设的曲折历程，也亲历

了沪嘉高速公路延伸段的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路交通的

落后局面与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矛盾

越来越突出，当时，《人民日报》《经济

日报》等先后发表《高速公路与现代

化》《世界的高速公路》等文章，介绍高

速公路基本常识，呼吁尽早建设我国

的高速公路。此后，“修建高速公路”成

了一系列重要会议和报刊的热点关注

问题。但对当时的国人来说，“高速公

路”还是一个比较陌生和新鲜的名词。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道路建设

速度远远落后于交通运量的增长。李

家东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上海公

路对外交通主要依靠4条国道，即204

国道（沪宜公路）、312 国道（曹安公

路）、318国道和320国道。而上海市区

通往嘉定只有沪宜公路，当时这条路

路面宽7至9米，线型差，低于二级公

路技术标准的弯道有 16 处，沿途有

188 处与工厂进出道、乡村道及其他

公路平交，各种车辆混合行驶，交通阻

塞严重，事故频繁发生。“当时如果要

去市中心区开一次会，那是件‘不得

了’的事，要提前起床出门，如果2个

小时内能赶到市区，那可以说相当顺

利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沪宜公路

交通流量呈饱和状态，沿线居民不断

来信上访，市、县人民代表也多次提出

提案要求改善这一地区的交通状况。

1979年，嘉定县政府向市政府呈

送改建沪宜公路成一级公路的报告。

1982年3月，市规划局提出沪宜公路

专用道控制红线规划和方案。1982年

11月和1983年4月，上海市城市建设

局和嘉定县政府联合完成按规划走向

和一级公路技术标准另辟沪嘉公路及

相应连接线的计划任务书，由市城市

建设设计院负责设计。1983年5月19

日，市政府同意项目计划任务书并正

式立项，报请国家计划委员会纳入国

家计划。1984 年 4 月 23 日，上海市市

政工程管理局向市政府汇报沪嘉公路

一级汽车专用道初步设计方案，副市

长阮崇武提出修建高速公路的意见。

根据市政府领导指示，有关方面

对该公路提出了两种公路建设方案进

行比较，一种是将原先连接市区和嘉

定的沪宜公路拓宽，改建成4快2慢的

一级公路，设计车速每小时100公里；

另一种是重新选址，建设一条全新的

汽车专用道路，设计车速每小时 120

公里。尝试建设高速公路的设想由此

产生，然而就是这个设想，在业界引发

了一场观念上的碰撞。

赞成者认为，根据今后社会和经

济发展趋势，如果仅采取拓宽改造原

有公路成一级公路的方案，势必不久

后又会遭遇交通压力，应以更长远的

眼光来实施规划建设；反对者则认为

高速公路的建设成本至少是普通公路

的一倍，应把钱用于其他建设需要。而

我国汽车工业尚不发达，即便有了高

等级的公路，恐怕行驶在上面的车辆

未必都能达到最低的高速需求。此外，

当时在全国范围内还有个“公铁之

争”，究竟是优先发展铁路还是发展公

路。而从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建

设来看，高速公路显然已经是陆上运

输的重要通道。

令人欣喜的是，经过进一步的研

究、论证，很快，建设高速公路就被提

上了议事日程，除了沪嘉高速，还有市

区至安亭、松江、青浦的3条高速线路

也纳入论证范围。反复比选后，最终决

定首先进行沪嘉高速公路的建设。把

高速公路建在嘉定，既是快速连接市

区与嘉定的通道，更是快速连接上海

与江苏的重要通道，进而连接北方乃

至全国。

1984 年 12 月 14 日，市建委和市

计委批准初步设计文件，同意沪嘉公

路按行车速度每小时 120 公里、路基

宽26米的高速公路标准组织实施。就

这样，1984年12月21日，历经三年立

项研究的沪嘉高速公路开工建设，工

程北起嘉定南门外的博乐路嘉戬公

路，南至祁连山路，主线长15.9千米，

南北两端引道总长4.6千米。“大陆第

一条高速公路”终于迈出重要的一步。

由于高速公路在当时的中国大陆

还没有人做过，不但没有经验可学，就

连建筑标准都是个空白。沪嘉高速的

建设，是中国高速公路的起点，为今后

的高速公路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科

学依据。

为建设出一个“高起点”，立项初

期，国家和地方政府根据上海的特点

和高速公路建设需要，列出了相关课

题进行应用研究。主要有：“在软土地

基上修建高路堤的稳定性研究”“交通

监控系统的研究与设计”“桥梁橡胶板

伸缩缝的应用研究”“道路反光导标和

交通安全设置的研究”“路面防滑性能

的研究”“国产沥青在高等级公路上应

用的研究”“土工布在高速公路建设中

的应用研究”“反光导标的试验研究”

等科研试验课题。而无数的工程师、技

术员、工人们，也为了“中国大陆第一

条高速”这样一个时代宠儿，付出了无

尽的心血。

上海是典型软土土质，使施工犹

如在“一板豆腐”上进行，如何控制地

面沉降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沪嘉高速

沿线穿越好几段软土淤泥地段，由于

上海市地表土天然含水量较高，超过

土基压实的最佳含水量，亦不易风干。

软基处理是水网地带筑路的关键难

点，工程师、技术员们按不同填土高度

与地质条件，分别采用了自然沉降法、

粉煤灰与土壤间隔填土法、袋装砂井

预压排水固结法 3 种方法，使工程建

成后减少了大量软基沉降。

高速公路的标志标线的材料，在

当时的中国大陆是没有的，深圳大学

材料研究所承担了这项研究任务。反

光导标能在不同照明情况和各种恶劣

气候条件下，保持良好的能见度，尤其

夜间无照明地区，能够显示道路的边

界、弯道走向等，引导驾驶员控制车

速，确保行车安全。在沪嘉高速公路上

应用效果较好，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和

经济效益。

安全是高速公路的最大要求，在

沪嘉高速的设计过程中，单单为确定

高速公路标志牌上汉字的大小，就借

用机场做了多次测试。由于当时能够

让车提速到120公里/时的道路很少，

项目组只能借用机场，用很直观的方

法确定了标志牌上汉字的高度和大小

——车子开到120公里/时，看能不能

看清前方标志牌上写什么。

更值得一提的是，沪嘉高速公路

建设过程中，首次将电厂废物——粉

煤灰变废为宝，代替泥土建筑路基，不

仅提高了路基质量，还节约了数百亩

土地。这项技术创新，于 1996 年获得

了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如今，沪嘉

高速依然没有落伍，应该也与当年的

高起点设计、建造有关。

高起点设计建造中的技术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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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沪嘉高速“横空出世”

相关链接 嘉定交通路网情况
至 2018 年，嘉定境内共有高

速公路国道3条，分别为沈海高速

（G15）、上海绕城高速（G1501）、京

沪高速（G2、G42），境内长度69.41

公里；普通国道 2 条，为沪宜公路

（G204）和曹安公路（G312），境内

长度47.43公里；省道7条，境内长

度 91.00 公里；区级公路 80 条，总

长 293.51 公里；镇级公路 320 条，

总长548.95公里；村级道路30条，

总长23.28公里。

有区管城市道路114条，总长

136.88公里；各街镇行业管理城市

道路95条，总长57.46公里。

截止到 2018 年，全区道路总

里程为 1428.34 公里，道路网密度

达到 3.08 公里/平方公里，在全市

各郊区中处于较高水平。

19881988年年，，沪嘉高速公路通车沪嘉高速公路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