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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及中铁二院承担着多少成都及周边轨道交通的设计时，中铁产业园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强笑着表示，成都地铁的70%—80%、成都所在
的西南地区的80%—90%的铁路由中铁二院设计；当站在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机
电工程有限公司的大屏幕前观察该公司盾构机的实时运转情况时，记者看到
成都地铁一号线三期的香山—广福站等路段正在进行轨道交通的作业施工。

成都的轨道交通产业发展迅猛、实力雄厚，但这种发展不只是增强了成
都的工业实力，同时也帮助成都改善了交通状况，尤其是让成都市民因为轨
道交通的发展而感受到工作、生活的便利，让出行变得更有效率。

比如前不久记者因工作需要从成都北站坐地铁到锦江宾馆，6站的路程
仅花了10多分钟，同时也免受等车之苦；想起上一次同样是这段路程，记者
打车却因为红绿灯、堵车等因素，花了近半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而且花费
还是乘坐地铁的10倍。对于住在龙泉驿区、温江区等郊区的人来说，地铁对
出行的效率更是大幅提升。

因为如此，成都的地铁项目正如火如荼地推进。6号线一、二期，8号线
一期，10号线二期……据成都地铁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成都在建
地铁突破350公里，3号线一期、4号线一期已经开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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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弘的轨道交通画卷，正在蓉城大地徐徐展开，预计到2020年地铁形成
500公里运营规模后，中心城区50%（二环内基本全覆盖）的区域能实现500
米就能找到地铁口。线网规划的远景目标为车站直接吸引范围（约为500
米）80%覆盖中心城，间接吸引范围基本实现中心城全覆盖，可以说，未来
在成都的核心区域，绝大部分旅客步行15分钟内就可以到达地铁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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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更大的范围内，成都至重庆的高铁已开通，单程时间仅需1.5小时，班
次也更加密集，方便了两地民众过上双城生活。而成都到西安高铁预计2017
年12月正式开通运营，这将让以往要熬10多个小时火车才能从成都到西安的
辛酸经历成为历史，从此迈入“3小时交通圈”，成西两地的往来也将变得更
加密集。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来自轨道交通的力量。

轨道交通让蓉城生活更便利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成都轨道交通发展
吸引全球关注

本报记者 柴逸扉

2016年11月3日，第16届中国国际西部博览会在成

都举行。在众多展示中，由中铁二院及所属的中铁产业园

研发、针对轨道交通运行的物联网技术、地震监测技术等

成果颇为引人注目。前来参观的国内外嘉宾对成都的轨道

交通发展表达了惊叹之意。

成都，这座工程技术研发实力强劲、装备制造基础深

厚的城市，在轨道交通产业的发展上日渐彰显自身实力。

一校、一总部、两基地，成都的轨道交通全产业链正在形

成，轨道交通的技术、设备与服务不断吸引全球关注，走

向世界。

作为“一校”，西南交大与成都市共同推进轨道交通国家重点实验室申建，共
同开展科技成果“三权”改革试点，共建成都产业技术研究院，并打造轨道交通
的创新创业平台，加强与轨道交通相关的人才培养。

金牛区，位于成都市北部。这个俗称“铁半城”的区域汇聚了大量“铁”字
头的轨道交通企业。这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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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中铁投资、依托中铁二院运营管理。它就是“一总部”。

作为“总部”，中铁产业园整合了轨道交通上下游产业链，实现全产业链定

位，覆盖从勘察设计、建筑施工、设备制造、运营维护、
教育培训等领域。入驻企业不仅可以资源和技术共享，
也能节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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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园区已签约60余家企业，已进驻
办公的企业29家。园区完全建成后，将吸引超过3-4万
人的高层次人才就业，年产值约35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产业园区还将建成综合实

验大楼、中试检测基地，让入驻园区的企业尤其是创
业者们有机会共享实验和检测平台，让构想早日转化
为成品并能够尽快测试，了解产品投入市场的可行
性。另外，我们的创客基地也会在不久后投入运营，
让轨道交通相关的创客们拥有更多更好的发展机会。”
采访中，张强这样表示。

作为“两基地”，新津轨道交通产业园正花大力气在
有轨电车车辆、轨道系统、四电集成等方面进行布局，注
重“投运建”一体化能力建设，并源源不断地向成都地铁
交付列车，年内将力争完成30列列车的生产目标；新都
中车成都轨道交通产业园正加紧施工，努力打造成为中
国西南唯一一个轨道交通领域从事新型城市公共交通
装备和动车组整车生产、维保的产业基地。

为什么成都对轨道交通产业会有这样的分区定
位？在成都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看来，成都的“一校
一总部两基地”划分科学、全面优化了产业链分工，
突出了核心竞争力。

“比如所指的‘一校’——西南交通大学长期从事轨道交通基础性、前瞻性课
题的研究，能够在更广泛、更尖端的领域进行创新和学术性研究；而中铁二院在
轨道交通的设计方面经验丰富，因此中铁产业园作为‘总部’主要侧重于轨道交
通技术走向应用、走向市场的设计、规划，让科技成果更接地气；新津、新都则
有着较强的工业制造能力，所以作为轨道交通产业的生产基地也是‘取其所
长’。”采访中，张强讲道。

在这一布局的安排下，各个区块正结合自身定位及特长挖掘潜力，将优势发
挥到最大化。

分工合作，形成全产业链

2016年10月5日，埃塞俄比亚的斯至吉布提港铁路正式通车
运营。这是非洲大陆上第一条现代电气化铁路，也是中国企业在
海外首次采用全套中国标准和中国装备建造，并由中国企业负责
运营的铁路。

负责这条铁路设计的正是中铁二院。据张强介绍，中国铁路
走出去时必须要考虑“中国标准”在海外的适应性，以免“水土
不服”。比如在埃塞尔比亚，当地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差，所以售票
系统必须采用互联网以外的其他形式；同时由于电机、螺丝钉等
工业必需品生产不足，所有的检修方案也都要因地制宜去制定。

不仅如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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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中，张强告诉记者，这条铁路在双轨的轨间距、无砟轨
道的平顺性、路基的沉降控制、桥梁的刚度和结构等方面都有调
整和创新。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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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全面引入。“由于俄罗斯地处严
寒地带，冬季时间长、气温低，因而需要考虑设备的抗寒性能。
这些问题我们都必须一一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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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的轨道交通企业走出去将有助于‘成都制造’向‘成都

创造’转变。”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与政法学院院长、教授陈光
表示，成都轨道交通“走出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低端产品和劳
务输出，也不仅仅是传统高端领域国际技术与产业的合作。
“当前成都轨道交通的核心技术优势明显，技术输出正是建立

轨道交通国际优势的开始。”陈光认为，成都轨道交通“走出去”
对成都的高科技产业输出将起到引领作用，还将带动一大批高科
技产业腾飞，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走出国门，秀出“成都制造”

宽敞明亮的车厢，干净舒适的座椅，流畅大方的造型，这便是西博会成都展
区的地铁车厢。这节地铁车厢由成都新津的轨道交通产业基地所制造，它摆放在
该展区的入口由观众们实地参观体验，感受“成都造”的魅力。而在车厢附近，
身着制服的地铁工作人员、布满按钮的地铁运行设施、安检用的闸机也一并呈

现，体现了成都轨道交通产业的发展水平。
近年来，成都轨道交通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十分突出对技术难题的突破，特别

是注重运用智慧手段，让硬件设备有了更多可感应和信息传输的能力，发挥大数
据、云计算的作用，进而让设备使用和施工、运营现场变得更可控，做到“智能
轨道”。

在中铁产业园采访时，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牟松向记
者介绍起他们的盾构机（运用于挖地铁或高铁隧道的设备，代替了人工开凿的作
用）如何与大数据“联姻”。通过大屏幕，记者可以看到任何一台在使用的盾构机
的实时动态，无论它们是身处成都还是其他城市。当前挖到的路段在哪、地质条
件如何、今天及近期的工期进展是多少，甚至每台设备的刀盘直径、转速等指标
都能实时反馈到控制平台。

同时，该园区本次在西博会上展出的针对轨道交通运行的物联网技术、地震
监测技术也同样体现了智慧的特点。据张强介绍，在该产业园参与的项目中，许
多地处西南山区，因此容易出现滑坡等情况。如果用肉眼观察，坡上岩层、土壤
的位移变化就很难察觉。但是如果在高铁轨道经过的区域埋入传感器，及时传回
数据，就能尽早判断铁轨附近的山坡是否会发生滑坡，以保证行车安全。而他们
的地震预报技术更是填补了中国高铁技术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它的运用能提前
25—40秒预判地震发生，尽早提示途经这一区域的列车降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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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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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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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时俱进，做好“智能轨道”

图为成都地铁内景。 资料图片

图为中铁产业园外景。 资料图片

图为西南交通大学的轨道交通实验室。 资料图片

图为新津轨道交通制造基地生产的成都地铁车厢。 柴逸扉摄 图为“西博会”成都展区展出的“成都造”地铁车厢。柴逸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