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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5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明斯克同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举行会谈时指出，要把中
白工业园建设作为合作重点，发挥政府间协调机
制作用，谋划好园区未来发展，将园区项目打造
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和双方互利合作的典
范。

这其中，成都本土轨道交通产业重要载体企
业——新筑股份公司是入驻中白工业园的国内首
批企业，与白方进行了明斯克州有轨电车建设项
目及有轨电车车辆总装维护等合作。

“在现代有轨电车无触网技术方面，公司拥有
全球先进的超级电容技术，能量密度达 60wh/kg，

是欧洲和美国标准的 10 倍，其他指标也十分先
进。不仅如此，公司还与以色列一道完成了以色
列国家标准的编制……”谈及新筑股份公司在国
际合作方面的内容，该公司负责人这样说道。

无独有偶，2015年6月，中铁二院与俄罗斯
企业组成的联合体，就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
勘察设计与俄罗斯铁路公司正式签约。该项目合
同金额约24亿元人民币，系中国高铁走出国门的
第一单，也是成都推进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过
程中的又一重要成果。

据了解，该项目总里程 770公里，最高设计
时速 400 公里，轨距为 1520 毫米。铁路建成后，

莫斯科—喀山间列车运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4小时
压缩至 3.5 小时。为了满足速度的提升，目前的
设计方案采用了诸多创新设计和技术。据相关人
士介绍，铁路双轨的轨间距，无砟轨道的平顺
性，路基的沉降控制，桥梁的刚度和结构等等方
面都有调整和创新。此外，还将全面引入绿色环
保型的减振降噪系统和“互联网+”轨道状态智
能监控系统等先进技术。

委内瑞拉北部平原铁路、格鲁吉亚现代化铁
路……从轨道交通的整体规划、设计，到生产装
备的提供、车厢及轨道的生产、智能监测系统的
使用等，成都的轨道交通企业都有能力向国际上
的合作伙伴提供，共同参与当地的轨道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和管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实现互
利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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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轨道交通
打响打响““成都制造成都制造””

本报记者 柴逸扉

2月 26日，成都市与西南交通大学、中
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蓉
举行。本次活动签署了《成都市人民政府与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协议》《西南
交通大学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协同创新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等四项协议，旨在助力
成都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以及推动成都轨道
交通产业加快发展。

2016年成都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实施工业强基行动，加快建设国家先进制造
业中心。作为先进制造业的代表，轨道交通
产业将成为成都“十三五”时期的突出发展
产业，凸显“成都制造”的强劲实力。

李维住在成都市龙泉驿区的老城
区，上班却在市中心的总府路，“去一趟
市区，路上要花差不多 2 个小时。”每天
早上 6 时 20 分，他就得起床出门，要转
好几次公交车才能到单位。而当成都地
铁2号线东延线正式开通后，李维的生活
发生了很大改变，每天他可以多睡半小
时，早上7时起床，7时20分出门，不用
转任何车，半小时后一路通到春熙路站
下车，还能抽点时间去吃早餐。

在成都，像李维这样因轨道交通的
发展而改变自己工作、生活方式的人还
有很多。成都地铁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目前成都地铁运营里程为 88 公
里，日均客流量达到130万乘次，单日最
高客流超过157万乘次；另外，地铁扩展
了市民的出行范围，大家的活动距离由
原来的 5-6 公里变为 10 公里，大大增强
了城市活力。

“2016 年，成都在建地铁突破 350 公
里，3号线一期、4号线一期均要开通；2017
年，地铁 7 号线环线、机场线也将投入使
用；到2020年，成都将开通地铁里程500公
里以上，同时保持 180 公里的在建规模。
据测算，2020 年，轨道交通在公交分担率
中所占的比例将至少达到 70%。届时，成
都将全面迈入地铁网络时代。”成都地铁
公司相关负责人这样说道。

上世纪 80 年代初，来自瑞典、瑞士
的团队对成都地铁修建可行性进行评估
后表示，成都的土壤为富水沙软石，因
此难以修建地铁。但在成都地铁公司与
有关部门的合作下，这些问题被一一克
服。在施工过程中，全自动盾构机解决
了这一问题，顺利地开凿出地铁线路经
过的隧道。

在成都槐树店路工地的现场，一台
台大型的打桩机和吊车正在作业，而工
人们正在一个“大坑”里施工。据工作
人员介绍，这个施工现场就是将来成都
绕城地铁 7号线车辆段的停车场。由于 7
号线地处 2.5环，不适宜建大型露天停车
场，因此选择修建地下停车场，以节约
土地的使用。“将地铁列车停车场建在地
下，我们首先要过的就是消防关。仅这
一项评估我们就做了半年，在不懈的努
力下最后顺利过关。”

此外，为了地铁的顺利运营，地铁
公司还采取了很多措施，让成都地铁建
设的进展更顺利，营运得更有效率。比
如在地铁经过区域的地表绿化带开设通
风口，让地铁能够自然通风，做到节能
环保；比如针对上下班期间地铁双向行
驶中客流量不对称的问题，地铁公司进
行不均衡调度，让车辆更多满足高峰人
流的走向。

除了地铁，成都有多条铁路正在建设
和即将开工，市域快速路网项目建设继续
推进。成灌快铁彭州支线年内通车，成都
到彭州将只需 30 分钟；成蒲铁路完工后，
将形成成都半小时交通圈；成绵乐铁路建
成投运后，眉山到成都东客站仅需要18分
钟；而属于大成都范围内的成德绵乐将形
成新的“1 小时经济圈”……通过轨道交
通，蓉城的“巴适”（意为“舒适”）生活正变
得更加便利。

地铁让蓉城生活更“巴适”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成都新津，新筑股份公司的整车
组装车间内，36 节带有太阳神鸟标
志的车厢分成6列，进入最后组装阶
段。这些车厢将在测试后投入到成都
的地铁运营中，为大众出行提供便
利。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新筑股份
公司在成都已建成中国西南地区最大
的城轨车生产基地 （国内最大的有轨
电车生产基地），可同时为15个有轨
电车项目提供产业化服务。

“公司车辆产业化项目一期已经建
设完成，具备了年产现代有轨电车或地
铁车辆1500模块、维护300列的能力，
以及配套车体、涂装、转向架生产能力
和车辆静、动态调试试验能力。生产线
按380动车标准建设，成都地铁3、4号
线车辆在该生产线顺利下线。”

而在成都市金牛区，一个开放式、
低容积率、环境优美的园区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这便是净用占地 482 亩、
总建筑面积约 70 万平方米的中铁轨
道交通高科技产业园。目前中铁二
院、中铁二局等40余家单位已正式入
驻办公，未来产业园将入驻 200 余家
企业，将吸引超过 3万-4万的高层次
人才就业，年产值约350亿元。

“产业园整合了轨道交通产业上
下游产业链，实现全产业链定位，覆盖
从勘察设计、建筑施工到设备制造、运
营维护、教育培训等的全产业链，从而
解决了过去成都轨道交通产业分布
散、资源共享不充分的问题。入驻企
业实现资源和技术共享，有效节约了
企业的科技研发成本，真正实现从产
业链到产业集群的蜕变。”在现场，产
业园的相关负责人这样说道。

近年来，成都市将轨道交通产业
作为突出发展产业，《成都制造 2025

规划纲要》 中提出，到 2025 年，整
车制造能力 4000 辆以上，轨道交通
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2000 亿元。
目前，成都根据不同区域的发展优势
和产业定位，精准布局轨道交通产业
项目，各具特点的产业园区正加快形
成。

去年8月，成都举行了轨道交通
产业投资环境推介会。会上，新都区
与5家配套企业签订了合作协议。此
次签约的5个项目计划投资总额约30
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产
值50亿元。

“通过建设轨道交通产业园区，
以中国中车为龙头企业，带动更多轨
道交通产业配套企业集体落户，对新
都全力打造轨道交通全产业链、优化
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产业链
招商的标志性成果，为促进经济转型
升级、突出产业支撑，形成成都经济
北部增长极打下了坚实基础。”成都
市新都区有关负责人这样
表示。

“成都轨道交通发展
基础好，产业链布局完整
度在全国名列前茅。”西
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
法学院院长陈光认为，成
都具备研究设计、教育咨
询、装备制造、土建工
程、运营管理等“全产业
链 ”， 拥 有 西 南 交 通 大
学、中铁二院、中铁西南
院、中铁二局、成都铁路
局等院校和机构。同时，成都的轨道
交通发展规划完善、发展快速。因
此，在成都布局轨道交通产业是一项
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产业园区精准布局
在中国中铁二院的大楼内，几间并排的实验

室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在这里，研究院的研发团
队承担了多项国家级、四川省级、成都市级的科
研任务，合作推出了一项又一项的创新成果。

在城轨交通车辆基地信息化实验室，研究人员
正在调试电脑，观看着大屏幕上图像、数字等信息
变化的情况。据现场研究人员介绍，这间实验室主
要负责测试地铁列车在停车场的调度、检修流程控
制的工作。通过安装在列车上的定位仪和传感器
传输来的信息，大屏幕上能够显示列车进出停车场
的情况、车头与车厢的哪些零部件出现问题的情
况。

而在附近的“铁路基建自动监测研发实验
室”，室内桌子上放着几匝光缆，桌子下方的箱
子里装满了印制电路板，工作人员正在对印制电

路板进行组装，形成自行研制的接入数据采集
仪。“这个数据采集仪能连接埋入土壤的传感器，
而传感器则能收集降水数据，来判断多大的雨量
可能会造成滑坡，从而影响铁路的正常运行。”工
作人员表示，不只是泥石流、滑坡、冰雪灾害等的
监测，路基沉降、桥梁沉降、火灾预警等同样都是
中国中铁二院负责的重要课题，而铁轨道交通工
程的整体勘探设计则是他们的核心业务。

复杂地质条件下铁路工程勘察设计关键技术

研究、高寒山区铁路勘察设计关键技术研究、有
轨电车列车控制及配套系统技术研究……这些都
是中国中铁二院所关心和擅长的领域，同时也诞
生了一批重要成果。

此外，新筑股份公司联合西南交通大学成功
研发了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嵌入式连续支
撑无扣件轨道系统”，填补了国内空白；西南交
大牵引动力国家实验室于2014年攻克了关键转向
架技术，成功研制第二代悬浮架，使第二代车车
轨耦合振动问题得到很好解决，对轨道要求降低
……成都轨道交通产业的科研成果不断面世，并
转化为产品进入市场，打响了“成都制造”的名
气。

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国际合作全面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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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铁产业园的研究员正在试验轨道交
通装备。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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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装备。 资料图片

图为新筑股份公司生产车间里正在被组装的地铁列车车厢图为新筑股份公司生产车间里正在被组装的地铁列车车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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