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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重器”的创新实力

在老挝，“澜沧号”动车组流线
型的外观、红蓝白相间的配色格外
显眼，已成为“网红列车”。中国制
造的“澜沧号”，凝聚着中国研发人
员的创新智慧。

“澜沧号”依托中国复兴号动力
集中动车组成熟技术，结合老挝当
地自然环境、线路条件、本土文化
为中老铁路设计制造。“中老铁路沿
线气候环境和线路条件十分复杂，
给动车组研发带来了极大挑战。中
国技术团队千方百计为‘澜沧号’
量身定制最合适的技术解决方案。”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高级主任设计师
李丰说。

中老铁路穿越高山高原地带，
沿途隧道密布，全程需穿过166个隧
道。列车频繁进出隧道，带来噪音
和车内压力波动的问题，影响乘坐
舒适度。为此，李丰和技术团队总
结以往经验，拿出了一揽子技术方
案。针对噪音问题，车体提高气密
性标准，空调送风加装消音措施，
地板结构采用新型安装方式……测
试数据表明，当“澜沧号”以时速
160公里在隧道运行时，客室噪声低
于 60 分贝，安静舒适。对于压力波
动问题，技术团队多次到铁路线上
反复测试，制定了列车气密优化方
案，并设置空调压力保护装置，保
证车内压力相对稳定，保障了旅客
的舒适度。

针对中老铁路动车组面临的高
温、高湿、高海拔、高紫外线等复
杂运行环境，研发初期，中车大连
公司动车组设计师张亮亮带领团队
多次深入现场调研。中老铁路沿线
的每座车站、每段路程，都留下了
研发团队的身影。每天完成调研任
务后，张亮亮都要召集团队成员总
结当天的调研情况。

“澜沧号”动车组由中老两国司
机值乘，设计团队还要考虑两国的
语言、时区、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其中电台问题就是动车组设计遇到
的一只“拦路虎”。

经过多次讨论，张亮亮团队研
发了国内首台双卡系统电台：当列
车运行至边境时进行切换，实现车
载通讯系统的互联互通。编写电台
试验标准， 为 动 车 组 量 身 定 制 界
面 显 示 与 语 言 播 报 “ 一 键 切 换 ”
系 统 …… 经 过 一 系 列 精 巧 设 计 ，
双卡系统电台实现了语言兼容并
可适时转换。

为适应中老铁路高温、高湿的
气候和地势落差，“澜沧号”必须
有一颗强健的心脏。电机研制成
功 后 都 要 从 生 产 线 转 运 到 试 验
台，经历一系列试验验证。中车
永 济 电 机 公 司 工 程 师 王 宇 航 介
绍，为了模拟牵引电机在车下运
用可能遇到的进水、泡水环境条
件，“每台电机都要进行 3 小时浸
水 试 验 ， 充 分 验 证 其 绝 缘 性 能 。
只有通过了这个考验的产品，我
们才能交付用户。”

“复兴号”和“澜沧号”牵引电
机研发团队，坚持对不同运用环
境、运用工况开展研判分析，进行
针对性优化，不断创造更服一方水
土的“中国心”。

从 2020 年 9 月 26 日 中 老 铁 路
动 车 组 采 购 项 目 正 式 签 约 ， 到
2021 年 10 月 16 日中老铁路“澜沧
号”动车组正式交付，384 天的辛
勤付出与汗水，记录了中国研发
人员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的坚毅
与担当。

“国家名片”的品质追求

中 老 铁 路 动 车 组 以 其 “ 全 天
候”的应急响应、全过程的技术培
训、全覆盖的服务体系、“零故障”
的运维保障，打造了卓越的品质。
这离不开先进技术和精良制造，也
离不开精益求精的服务。

为保障中老铁路动车组安全可
靠运行，在位于老挝万象的客车整
备所，中国中车专门成立了一体化
售后服务站。售后服务站由 30 多名
经验丰富的诊断工程师、技术技能
专家等组成，他们常驻老挝，负责
列车售后维保，为“澜沧号”的安
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地处热带的老挝高温多雨，对
列车售后维保也是不小的挑战。

一个雷雨交加的夜里，售后服
务员工张天宇被枕边的手机铃声惊
醒，从老挝“徒弟”并不流利的中
文表述中得知：4002 动车组 7002 号
动力车出现无法升弓的故障。他立
即驱车赶往车辆整备所，道路泥泞
不堪，车辆颠簸不止，平时 30 分钟
的车程却跑了1个多小时。在动车组
机械间气温 40 多摄氏度的环境里，
张天宇仔细排查故障原因，不一会
儿汗水就打湿了工装。电路系统判
断，操控系统测试，升降部件检测
……经过一系列操作，终于解决了
升弓塞门误关闭的故障。

售后服务员工王凯这样描述自
己的工作日常：每天早上7点半，工
作人员准时到岗，开始一天的检修
工作。有的负责跟车添乘，和随车
机械师共同巡检，协助处置列车突
发故障；有的负责每天逐列对车内
设施、关键部件进行严格检查，确
保车辆各系统设备状态良好；有的
负责每天下载车辆运行数据，分析
数据参数，盯控车辆的运用状况，
主动发现隐性故障，确保动车组

“零故障”出库……
这些“动车医生”们全天 24 小

时响应，为动车组“把脉问诊”，做
好列车售后检修保障，确保“澜沧
号”每天以最好的状态上线运行。

这个由老中青三代人组成的团
队，完成了中老铁路首次开通保
障、中老铁路跨境动车组服务保障
的各项艰巨任务，交出了动车组运
行准点率100%的答卷。

中车人持续擦亮高铁“国家名
片”。2022年春节前夕，中国中车收
到一封来自老中铁路有限公司的感
谢信：“由中国中车生产的‘澜沧
号’动车 组 和 HXD3CA 型 电 力 机
车，自开通以来，运用稳定，质
量可靠，运行中未发生产品设备
问题，准时高效地完成了动车组
客运牵引任务以及电力机车货运
牵引任务……”

中老友谊的“钢铁纽带”

在老挝，中老铁路是一条名副
其实的“网红铁路”。到铁路上工
作，成为很多年轻人心中梦想的新
职业。一批批老挝青年在中国师傅

“面对面”“手把手”的传授下，逐
渐成长为铁路工匠、火车司机。

中老铁路开通之初，老中铁路
有限公司招收了老挝国内第一批学
员，学习动车组检修技术，仙平就
是其中一名学员。他原本有一份稳
定的工作，但听说动车组检修人员
这个新兴职业收入更高，并能学到
最先进的动车组技术，于是决定加
入老中铁路有限公司。

对于很多当地人来说，铁路和
动车组是十分新鲜的事物，仙平也
一样，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学习之
初，他曾想：中国师傅会把最新的
技术倾囊相授吗？中车大连公司海
外事业部客服处处长张爱军将整车
分系统、分部件逐项拆分详细讲
解，带着仙平和其他学员在现场进
行实物与原理对照，再像“搭积
木”般进行各系统联动整合。一有
时间，张爱军便带仙平上车，让他
熟悉设备性能、了解部件构造，将
理论知识与实际运用相结合，学员
的头脑中很快就建立起了对动车组
的完整认知。“中国先进的技术令我
震撼，中国师傅的水平让我佩服。”
仙平说。

在老挝，中国中车售后维保团
队为当地学员开展常态化培训，帮
助他们掌握动车组维护保养的相关
知识和技术。“我们从每一个电子元
件、每一类测量工具、每一种设备
安装方式等基础开始，‘手把手’教
他们维保技术和操作要领。”中车售
后维保人员牛凯说。

目前，在老中铁路公司的统筹
组织下，中国中车售后维保团队已
在老挝现场累计开展授课 14 期，培
训老挝学员164人次。经过培训，很
多老挝当地学员已经能够进行独立
操作，正式上岗参与中老铁路动车

组的维护保养。学员们不止一次地
感慨：“中老铁路让我们国家在铁路
方面实现了一次大飞跃。”

“山不再高，路不再长，一条友
谊丝路通到我家乡；让我们一路同
行，情深意长……”如同为中老铁
路创作的歌曲 《一路同行》 所唱的
那样，中老铁路不仅改善了老挝交
通，促进了中老两国发展，也见证
着中老两国的深情厚谊，成为中老
友谊的“钢铁纽带”。

2023 年 4 月 13 日，中老铁路跨
境客运列车正式开行，万象火车站
一大早就挤满了人，其中很多人是
第一次坐火车。旅客们纷纷自拍，
与生活在老挝其他地区的亲朋好友
视频通话。他们欢呼雀跃，为能成
为这个历史性时刻的现场见证者而
感到自豪。

刘娅兰，大连医科大学的一名
老挝留学生，便是人群中的一员。
她说：“能登上‘澜沧号’，我很开
心。能在自己的国家坐上如此舒适
的动车，我很激动。以后上学、回
家我都可以坐火车了。”从万象站上
车，欣赏着窗外的风景，不知不觉
就到达了昆明站。刘娅兰说：“我切

切实实感受到中国的飞速发展，期
待我的国家也乘着‘一带一路’东
风，获得更大的发展。”

自开通以来，中老铁路就备受
老挝及周边国家的关注。大量的泰
国旅客慕名来到老挝，乘坐“澜沧
号”动车组，前往中老铁路沿线的
琅勃拉邦和万荣等地旅行。一位泰
国旅客对动车组列车如此评价：“列
车外观优雅、造型精致，车厢内部
设施完善、功能完备，乘坐起来既
平稳又快捷，是一次与以往不同的
体验。”不论是在乘车时，还是列车
到站后，总有很多旅客在动车组内
外录像拍照，更有一家人兴致勃勃
地在车头前合影留念，留下和睦快
乐的瞬间。

在今年6月举行的“坐着火车看
世界”老挝站活动现场，老挝国立
大学学生砬希·塔玛翁萨说：“第一
次看到这么多先进的轨道列车模
型，感到很震撼，让人大开眼界。”

泰国小伙子纳帕特拉是一位火车
迷，专程从泰国赶到万象参观“列
车文化驿站”。他表示：“我多次乘
坐‘澜沧号’在老挝旅行，希望泰
国也能早日拥有现代化铁路。”

老挝新闻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
显示，从老挝万象前往琅勃拉邦，
有 85%的游客选择乘坐火车。“‘澜
沧号’动车组运行一年多来，以其
安全快捷、清洁舒适的优点，深受
各国游客喜爱。”老中铁路有限公司
副总工程师翁通·苏潘通说。

老 挝 公 共 工 程 与 交 通 运 输 部
副部长维莱卡姆·福萨拉特表示，
老 中 铁 路 的 开 通 ， 让 老 挝 迈 入

“动车时代”，为经济社会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是两国传统友谊的
新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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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老铁路万象站候车大厅，一面12米长、3米
多高的巨大列车模型墙格外抢眼。中老铁路“澜沧
号”动车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全自动驾驶地铁
列车、城际市域智能列车、空轨列车……今年 6 月，

“坐着火车看世界”老挝站活动在万象举行，20多种由
中国中车集团制造的先进轨道列车模型纷纷亮相，吸
引了大批旅客和火车迷驻足观看。

2021年12月，中老铁路正式通车。它北起中国昆
明，南至老挝万象，全长1035公里，是第一条采用中
国标准、中老合作建设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
通的国际铁路。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
被称为“黄金大通道”“钢铁新丝路”。由中国中车研
制的动车组与电力机车，满载中老两国人民的友谊，
奔驰在山水之间。

图①：“澜沧号”动车组驶入老挝磨
丁站。 罗春晓摄

图②：4 月 13 日，中老铁路开行国际
旅客列车，乘坐首发列车的旅客在车上合
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 胡 超摄

图③：“澜沧号”动车组驶过老挝湄
公河特大桥。 罗春晓摄

潘旭涛制图

①①

②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