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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多流汗，不能让中国高铁留下
遗憾”

2017 年 6 月 25 日，车头悬挂着红色绸缎的两列中国
标准动车组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并于次日从北京
南站和上海虹桥站双向首发——这是中国高铁发展史上
难忘的时刻。其中，从上海发车的 G124 次列车、被称
为“金凤”的 CR400BF“复兴号”列车便是由中车长客
生产的。

在“复兴号”诞生前，中车长客的高铁研发团队自
2004 年起就参与了“和谐号”系列动车组列车的研发。
这十几年里，研发团队不断学习、摸索和积累，为日后
中国高铁的自主创新打下坚实基础。

在中车长客资深设计专家王雷的记忆里，研发“和
谐号”的过程也是一个快速吸收新知识的过程。“那段时
间我们都学到很多东西，成长很快，把过去习惯用经验
解决的事，慢慢变成用数据说话、用试验说话。”

如今的高铁制动专家、中车长客高寒动车组制动系
统设计主管乔峰，2004 年刚入行。在他心中，那是自己
职业生涯中最充满激情的一段时光。“我们的动车组刚开
始国产化生产，跟世界最先进的列车还有差距。那时候
确实很难，就像看老师已经写好的教材容易，但要自己
上手新写一本书，最开始连怎么规划都没头绪。所以每
天都在研究，恨不得废寝忘食。”

同样对中国高铁起步阶段记忆犹新的，还有后来成为“复
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电气原理系统负责人的张国芹。“每次
遇到问题或者故障，我们都觉得是一次绝好的学习机会。不断
学习才能持续改进。大家心里始终憋着一股劲，就是想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弄明白，在弄明白的过程中不断优化。”

靠着这样“憋着一股劲”的自觉与努力，从计算一
根电缆要做多粗、需要通过多大电流的细节开始，中国
高铁逐渐开启了自主研发的探索。

网络控制系统像是控制动车组的“大脑”，研发团队
一次次自己测试，逐步摸索完善。制动系统用的一个部
件，国外产品价格太高，他们就着手自己研发优化，国
产化后成品价格降到了过去的 1/10。为了提升车辆运

力，也为了让乘客更舒适，大家就潜心研究如何让车体
在变宽、变高的同时不增加行进阻力。

新的课题日复一日不断涌来，忙不完的工作对研发
团队来说意味着加班熬夜、连续出差都成了最平常的
事。乔峰说，同事们早就对工作中的辛苦泰然处之了，

“干动车组的人都习惯了。我们自己开玩笑说，‘人可以
多流汗，不能让中国高铁留下遗憾’”。

十几年接续努力，让中国高铁攀上新的高峰。
2015年6月，时速350公里标准动车组列车下线，并

在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环形试验基地正式展开试验工
作。254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84%。这一后来被命
名为“复兴号”的标准动车组列车与此前的“和谐号”
相比，首次实现了动车组牵引、制动、网络控制等核心
系统的全面自主化。同时，列车拥有了更宽大舒适的乘
坐空间；运行阻力降低了7.5%—12.3%；人均百公里能耗
也下降17%左右。跑起来更快、更节能，外观线条更优雅
的“复兴号”列车，在技术上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王雷看来，“复兴号”的诞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
程。“从学习到创新，我们拥有了十几年的技术沉淀。这
也是高铁全产业系统上下共同努力取得的成绩。”

干活儿累到“断片”，只为挑战最高技
术水准

中国高铁从研发伊始，盯着的目标就是世界最高水准。
为了考察车辆性能，也为了进一步做空气动力学、

高速情况下噪声等方面的试验，2016年7月，中国标准动
车组在郑徐客运专线上进行了时速420公里交会试验。

这是世界上首次在实际运行的轨道上进行高速列车
会车试验，大家都捏着一把汗。

盛夏的郑州天气酷热，什么事儿都不做也会大汗淋
漓，但现场准备试验的专家在户外一忙就是一整天。铁
轨路基地表温度达到 40摄氏度，车辆裙板及转向架区域
辐射温度甚至能达到六七十摄氏度，可负责车下部件状
态的同事每天要趴到轨道上进行四五次例行检查。

“每天早上 6 点上车，晚上 10 点试验结束，临时半
夜召集会议也是常事。现场设计团队的 12个人，平均年

龄不到 33岁。大家每天睡眠时间也就三四个小时，坚持
了半个月，逐个分析高压、牵引、制动、转向架……不
放过任何可能影响高速试验的细节。包括备品备件、库
存物流情况和日常维护的工作也都要干。”用张国芹自
己的话形容，“那阵子真是干活儿累到‘断片’，但又充
实得很。”

2019年，为跟进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的型式试验，张
国芹再一次来到郑州。可是，一路上坐车所见的街景她都
觉得十分陌生，“就跟从没来过这里似的。直到车拐过路
口，到了宾馆，我才意识到‘哦，我住过这儿’。2016年
在郑州的半个月，我根本没时间多看一眼这个城市。”

即便当时大家忙碌到这个程度，可直到试验前最后
一天的凌晨，团队还在做着应急预案。2016 年 7 月 15 日
上午，在电视台的直播镜头中，飞驰中的列车速度指向
420 公里/小时，与对向来车成功交会，相对时速达到了
840公里。不到2秒钟的时间，风驰电掣地交错，现场试
验团队连欢呼都没来得及。有人抹了抹眼角，有人松了
一口气，有人看向远方……

就在这样的平静中，试验成功了。这也标志着中国
已全面掌握高速铁路核心技术，高铁动车组技术实现全
面自主化，中国高铁总体技术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部分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把握前沿技术，赋予未来的高铁更多
可能

如今，“复兴号”已顺利运营 3年有余。中国高铁研
发团队的脚步依然没有停下。

2019 年 12 月 30 日，京张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智
能”是其最重要的特征。

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不仅首次实现了时速 350公里、
有人值守的自动驾驶，还克服了许多环境上的障碍。“京
张高铁全长 52.2 公里，其中桥梁和隧道占比超过 73％，
是我们遇到的新挑战。”据张国芹介绍，八达岭长城站是
世界上最深的高铁站，“站下深度有 102米，会带来很大
的压差，当列车高速通过时，瞬间的压力变化对列车提
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对乘客来说，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新增的智能环境
感知调节技术，会让旅程变得更舒适，车内的温度、灯
光、噪声控制、车窗颜色等，都可以自动调节；实时的
智能信息推送、电子地图、智能点餐等服务，拓展了乘
车体验。

常有人问张国芹该如何理解“智能”。在她看来，“智
能”分两个层面：“谁来评价”和“怎样实现”，进而又可
以理解为“用户需求”和“智能技术”。“我们要思考有哪
些数据和技术能被获取并拿来做用户服务，如何让驾驶的
人、维护的人和乘坐的人都认为新技术的应用是有效便捷
的。这是我们研发的努力方向。”

现在，除了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中车长客还在
陆续研制多种速度等级和性能特点的城际动车组，以丰
富中国动车组产品谱系。

“目前我们研制的时速 200 公里、时速 160 公里城际
动车组已相继进入试验阶段。”据中车长客高级工程师荀
玉涛介绍，时速 200 公里动车组具有快起快停、快速乘
降、耐高寒等特点，可以满足乘客在相邻城市及卫星城
市之间的出行需求。而时速160公里的城际动车组是中国
首款能够实现电网供能、电池供能两种动力模式转换的
城际动车组，可以在不接触电网的情况下续航超过200公
里。凭借着这项技能，列车可在全路况、全制式的轨道
条件下跨轨运行，还可以最大程度保护沿线的自然生态。

每项技术突破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一句话，但光彩背
后离不开研发团队的艰苦付出。

荀玉涛记得，为了测试动力电池的低温性能，城际动
车组的设计和试验团队成员在滨绥线和伊图里河至加格达
奇线路上进行了一系列的低温动力学试验。“当时最低气
温有-39℃，真是毕生难忘的严寒。大晚上，研发人员还
要在冰天雪地里进行实验数据分析和列车性能调试。但当
混合动力系统最终经受住了考验，顺利完成所有低温试验
项点时，我们都兴奋极了，一切都是值得的。”

再朝远方看，未来中国高铁会是什么样？王雷认
为，“更高速、更安全、更环保、更经济、更舒适、更友
好，是高速列车的研发方向”。他说，“看着中国高铁一
步一步脚踏实地走过来，我们最希望的是在不远的将
来，中国高铁技术能达到全面领先的水平。”

(底图：能够在零下 40 摄氏度高寒气候下运行的
CRH380BG动车组。 中车长客供图)

20082008 年年，，京津城际开通运京津城际开通运
营营，，标志着中国正式跨入高铁标志着中国正式跨入高铁
时代时代。。

20122012年年，，哈尔滨至大连高铁哈尔滨至大连高铁
开通开通，，这是世界首条这是世界首条 350350 公里公里//
小时速度等级的高寒高速铁路小时速度等级的高寒高速铁路。。

20152015 年年，，具有完全自主知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 产 权识 产 权 、、 时 速时 速 350350 公 里 的 中 国公 里 的 中 国
标准动车组下线标准动车组下线。。

20162016 年年，，中国标准动车组中国标准动车组
在 世 界 上 首 次 实 现 时 速在 世 界 上 首 次 实 现 时 速 420420 公公

里交会及重联运行试验里交会及重联运行试验。。
20172017 年年，，中国标准动车组中国标准动车组

被正式命名为被正式命名为““复兴号复兴号””并在并在
京 沪 高 铁 实 现 时 速京 沪 高 铁 实 现 时 速 350350 公 里 商公 里 商
业运营业运营，，树立了世界高铁建设树立了世界高铁建设
和运营新标杆和运营新标杆。。

20192019 年年，，北京至张家口高北京至张家口高
速 铁 路 开 通 运 营速 铁 路 开 通 运 营 。。 时 速时 速 350350 公公
里的里的““复兴号复兴号””京张智能动车京张智能动车
组 在 世 界 上 首 次 实 现 自 动 驾组 在 世 界 上 首 次 实 现 自 动 驾
驶驶，，是世界上第一条智能化高是世界上第一条智能化高

铁铁，，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高铁领进一步提升了中国高铁领
跑全球的优势跑全球的优势。。

目 前目 前 ，， 中 国 投 入 运 用 的中 国 投 入 运 用 的
““复兴号复兴号””动车组超过动车组超过 800800 标准标准
组组，，覆盖全国覆盖全国 2727 个省区市和香个省区市和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港 特 别 行 政 区 。。 截 至截 至 20192019 年年
底底，，中国高铁里程达到中国高铁里程达到 33..55 万公万公
里里 ，， 运 营 里 程 位 居 世 界 第 一运 营 里 程 位 居 世 界 第 一 。。
时速时速 350350 公里和时速公里和时速 250250 公里高公里高
铁 运 营 里 程 均 超 过铁 运 营 里 程 均 超 过 11 万 公 里万 公 里 ，，
是当前中国高铁的主力车型是当前中国高铁的主力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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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是我国装备制造的一张亮丽的名片。”2015 年 7 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吉林长春调研，走进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
公司，察看高速动车组装配生产线。

在那之前不久，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时速350公里的中国
标准动车组列车刚下线。两年后，它被命名为“复兴号”，飞驰在
神州大地上。

作为中国装备制造业最具创新性的代表之一，短短十几年间，
中国高铁成为全球轨道交通业发展的一面旗帜。令人惊艳的成就离
不开中国高铁研发团队不断勇攀高峰、追求卓越的努力。如今，研
发出更快、更智能、更环保的列车，成为他们追求的最新目标。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几位来自中车长客参与过“复兴号”中
国标准动车组、京张高铁智能型动车组以及最新城际动车组等项目
研发的高铁专家，听他们讲述与中国高铁共同成长的故事。

“复兴号”以时速350公里的速度奔驰。 罗春晓摄““复兴号复兴号””以时速以时速350350公里的速度奔驰公里的速度奔驰。。 罗春晓罗春晓摄摄

“复兴号”京张高铁自动驾驶智能动车组。 中车长客供图“复兴号”的命名仪式现场。 中车长客供图

◀时速 350 公里的
“ 复 兴 号 ” 标 准 动 车
组。

中车长客供图

数读中国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