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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矫阳）中航工业集团公司近日

与法国赛峰集团在北京举行见面会。中航工业董事

长林左鸣、赛峰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赫特曼出席

见面会。双方将就航空发动机、直升机、转包生产等

项目加深战略合作，并将在 11 月的珠海航展签署发

动机等合作框架协议。

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表示，今年是中法建交第

50 周年，也是中航工业与赛峰集团的合作 40 多个春

秋。半个世纪以来，中、法两国航空事业的合作更堪

称典范。中航工业与法国赛峰集团合作项目包括，面

对世界涡桨飞机的需求，中航工业与赛峰集团本着平

等的原则，进行涡桨发动机关键部件（动力涡轮、火焰

筒）的技术攻关、研制、生产和制造，为双方母公司在

全球销售的民用涡桨发动机产品提供部件。合资企

业将设在中国，目标市场立足中国并面向世界未来涡

桨飞机的主要制造商，立志成为世界一极。

阿赫耶系列发动机的引进是中航工业与赛峰

集团开展战略合作的开始和基础。2012 年中法双

方签署了涡轴-8 系列发动机技术升级合作协议，

用于涡轴-8 系列发动机延寿。2008 年，中航工业

东安与赛峰集团透博梅卡公司（以下简称 TM 公

司）签署了《TMXXX 发动机研制、生产、销售和售

后支持合作协议》。2014 年，发动机零件全面通过

首件鉴定。

在涡轴-16 发动机联合研发基础上，3 月 26 日，

在中法双方高层见证下，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李方

勇副总经理与赛峰集团赫特曼总裁签署了合作谅解

备忘录。7月 23日，在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和赛峰

首席运营官王德的见证下，中航工业南方董事长彭建

武和斯奈克玛技术副总裁纪尧姆签署民用涡桨发动

机合作协议备忘录。中航工业发动机与赛峰集团转

包生产合作始于 90年代，主要产品是低压涡轮盘、高

压压气机、机匣、环和叶片等，涉及 CMF56 系列、

GE90、GP7000、GP7200 等发动机。双方将于 2014 年

11月珠海航展签署合作框架协议，2015年 4月签署正

式的合资合同。

进行涡桨发动机关键部件（动力涡轮、火焰筒）的技术攻关、研制、生产和制造

中航工业与法国赛峰集团将在华成立合资企业

近日，由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承担总体总包设计

的西安地铁二号线工程荣获 2014 年度“全球杰出工

程”大奖，成为中国以及亚洲地区唯一获此殊荣的项

目。这也是全球第一个获 FIDIC 大奖的地铁工程。

本次颁奖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

同时，这还是继去年在“FIDIC 全球百年庆典”中

一举斩获两项工程大奖和一项个人大奖，成为全球获

奖最多的企业后，铁一院在这一全球最高层次的竞争

中取得又一项重大突破。

中国唯一年度工程“杰出奖”
据 FIDIC官网消息，此次年度评奖共决出年度工

程项目“杰出奖”6项，其中中国 1项，即西安地铁二号

线工程；“优秀奖”20 项，其中中国的杭州湾跨海大

桥、西气东输等 7项工程当选。

据铁一院副总工程师、西安地铁二号线总设计师

李谈介绍，西安地铁二号线总长20.62千米，共设17座

车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黄土地区修建的地铁工程。

此次之所以能够一举夺得 FIDIC年度工程最高奖，缘

于铁一院在设计中攻克了“黄土、地裂缝、古建筑”三大

世界性工程难题，并完美解决了“工程建设与文物保

护”、“现代科技与历史传承”的独特矛盾，生动诠释了

现代工程与中华文明5000年文化、历史的完美融合。

破解“穿越地裂缝”工程难题
作为全球修建于黄土地区的第一条地铁线路，西

安地铁二号线首当其冲面临的重大工程难题就是黄

土的湿陷性。借鉴郑西高铁的成功探索，铁一院采用

“加大埋深避绕、提前降水固土、地基处理治理、管线

风险排查”等一整套特有的设计施工方法，填补了黄

土地质条件下的盾构技术空白，并编制了系统的修筑

技术指南和行业规范规程，推动了全行业在这一领域

的技术进步。

“穿越地裂缝”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性工程难题，而

西安地铁二号线要穿越西安市全部 14条地裂缝中的

11条，纵观世界地铁建设史，没有先例，更没有成功的

经验可以借鉴。铁一院精心开展勘探和科研，首次系

统地预测了地裂缝的百年设计变形量，确定了以适应

地裂缝变形为主的处理原则，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局部

加强、预留净空、分段处理、柔性接头、先结构后防水、

可调框架板”等综合措施，成功解决了穿越地裂缝的关

键性技术难题，实现了结构安全、运行平稳、不漏不渗

的目标，其综合修建技术一举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确保

了地铁的顺利施工、运营，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

车站文化彰显强烈的“汉唐神韵”
作为一座拥有1100余年历史的十三朝古都，西安

地铁二号线先后穿越北门城墙、钟楼和南门城墙，施工

沉降及运营振动是否会对这些国家级重点文物造成损

害？如何处理好地铁建设与古建筑的关系？这些在国

内外同样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以借鉴。为此，铁一院积

极与相关部门合作，建立了一整套文物保护综合技术

方案、研究方法、审批及建设管理办法。采用“线路上

绕避加深、工法上首选盾构、地层中加固隔离、城门洞

围蔽支撑、轨道上无缝减振”等综合性措施，在大规模

的地铁建设中有效地保护了文物，实现了工程建设与

文物保护的“双赢”，不但对后续建设项目具有指导意

义，更为制定同类工程的规范规程奠定了基础。

尤其独特的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西安地铁

二号线从标志的设计、站名的确定到车站文化墙的设

计，无不体现出强烈的“汉唐神韵”。地铁标志以西安

标志性的古城墙为造型，采用内圆外方的设计，被称

作“城墙章”；车站装修中充分考虑古都氛围与现代工

艺的融合搭配，一站一景，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气息。

古代驿站、秦风秦韵、大唐盛世、秦岭山林、体育运动、

现代商圈……17 座车站在不同站点表现出不同的场

景，连起了一条璀璨的地下艺术长廊。

西安地铁二号线不但攻克了多项世界性工程难题，

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更为西安市的可持续发展带来

了强劲的动力。据最新统计数据表明，二号线开通运营

3年来已累计运送旅客1.7亿人次，客运量由2011年的

1656万人次迅猛增长到2013年的9580万人次，年增长

率为38.1%。与地面交通相比，二号线每天可减少污染

物排放6.11吨，至2013年底已累计减少排放5093.6吨，

仅此一项带来的环境效益就达到13.5亿元。

攻克“黄土、地裂缝、古建筑”三大世界性工程难题

西安地铁二号线：5000年文化与历史完美融合
□ 高 峻

翻开我国铁路机车车辆发展史，如果说从直流传

动到交流传动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那么 1999 年由

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的前身四方机车车辆厂研制

的我国首台交流传动内燃机车——NJ1 型“捷力”号

交流传动内燃调车机车，则是揭开我国铁路内燃机车

领域这场变革的第一页。

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世界上传统的内燃机车都

采用直流传动技术。1971 年，德国研制出世界第一

台采用交流传动的内燃机车——DE2500 型机车，从

此开启了现代交流机车时代。随着交流传动技术的

逐渐成熟，加上相比直流传动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交

流传动日益成为国际上电传动内燃机车的主流发展

趋势。进入 90年代，美国、德国、瑞士、日本等发达国

家均已开始批量生产交流传动内燃机车。与此同时，

在我国，铁路运输的“提速、重载”发展，对新一代内燃

机车的需求日益迫切，尽快掌握现代交流传动技术，

研制出中国自己的交流传动内燃机车，成为我国铁路

机车工业的重要战略选择。

原铁道部决定在“九五”期间着手开发以交流传

动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新一代内燃机车。1997 年初，

原铁道部正式下发《关于下达 1997 年铁路计划的通

知》，提出交流传动柴油机车的研制计划。根据部署，

四方机车车辆厂负责开发研制 1800HP 交流传动内

燃调车机车，被列为国家铁路重点科研攻关项目。

1997 年，四方机车车辆厂联合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永济电机厂、大连内燃机车研究所等单位，开始着手

研发交流传动内燃调车机车。1998年 1月，机车的技

术设计方案通过原铁道部设计审查。同年 8月，原铁

道部正式下达设计任务书，开始投入试制。

经过近两年时间的艰苦攻关，1999 年 9 月 8 日，

中国第一台交流传动内燃调车机车在四方机车车

辆厂竣工下线。新型机车定型为 NJ1 型，其中“N”

代表内燃机车、“J”代表交流传动，同时机车命名为

“捷力”号。NJ1 型内燃机车设计装车功率 1320kw，

启动牵引力 470KN，持续牵引力 380KN，最高时速

为 80km。

1999 年 12 月，NJ1 型 0001 号机车开始在济南铁

路局淄博机务段投入运用，主要担当调车及干线小运

转作业。经过一年多的运用，NJ1型调车机车的牵引

性能和可靠性得到验证。测试结果显示，NJ1型机车

的牵引性能明显优于同等功率的东风 5型调车机车，

起动加速度和最大牵引力分别比东风 5 型机车提高

70%和、15%以上，大大提高了调车机车的作业效率。

2001 年 6 月，NJ1 型 0002、0003 机车配属济南铁路局

济南西机务段投入运行。同年 10月底，NJ1型交流传

动柴油机车通过原铁道部技术鉴定。2003年，NJ1型

机车斩获中国铁道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NJ1型内燃机车的成功研制，为四方机车车辆厂

在后续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的设计制造上积累了丰富

经验。2001 年，秦皇岛港务局通过国际招标，对外订

购两台交流传动调车柴油机车，四方机车车辆厂夺得

订单。该车设计代号为 J67，并同样被称为“捷力”号，

是在 NJ1 基础上采用标准化、模块化设计的改进产

品。2002 年 11 月 30 日，改进型“捷力”号机车在南车

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竣工出厂，这标志着我国

交流传动内燃机车进入批量生产的新阶段。

作为我国自主研制投入运用的第一台交流传动

内燃机车，NJ1 型“捷力”号调车机车的诞生，揭开了

我国铁路机车车辆发展史崭新的一页，具有重要的里

程碑意义。它结束了中国没有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的

历史，开启了我国铁路内燃机车步入现代交流传动时

代的序幕,标志着我国机车工业由直流传动向交流传

动转换发展战略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我国交流传动内燃机车的先驱——NJ1型“捷力”号内燃机车

王军，同事们都习惯称她为“王工”，是北京供电

段电力给水技术科工程师。（在铁路这个传统行当里

面，能被大伙习惯地称为“什么工”的，绝不是单单一

个技术职称的问题，往往更多的是同事们对你技术业

务乃至人品操守的褒奖与肯定。）

什么给水、水质化验、沉淀物……专业化的表达

和术语，让我这个“门外汉”着实感到拗口和生涩。“这

么说吧，只要是列车上用的水，都必须经过我们检验

合格才能上，让旅客用上安全水、放心水，我们这里可

是第一关”。可以看得出，王军所从事的工作在铁路

内部，也绝对算的上是鲜为人知，但是他们却超乎寻

常的看重和重视。

王军，毕业于兰州铁道学院铁路给排水系，数年

来，已从一名具有专业知识的大学生成长为令人佩服

的行家里手。

水，谁都离不开，也离不了，特别是在行进中的列

车上，一旦水质不能保证，那后果不堪设想。“干啥就

对啥负责”也许是受到一向严谨认真老父亲的影响，

从上班第一天开始，王军就成为了路局防疫站的常

客，学习取经是一方面，练就一身硬功夫才是关键。

从《水质化验实用手册》、《水质分析实用手册》到《实

用水质检验技术手册》及《化验室实用手册》知识的进

一步充实，再加上理论联系实际的紧密操作，不同水

质化验方式方法的掌握，各种试剂的配制与用量掌握

的娴熟，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年轻的她就成长为单

位在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在同事和老师傅们口中，“小

王”也悄然蝶变成“王工”。啥时候改的口，就连她自

己也说不清。

工作不打折，为了一滴水。也正是缘于王军过硬

的技术和扎实的基本功，在解决丰台铁路地区水质碱

性大这一老大难问题上，由她组织开展的水质化验取

证和水质化验数据等先期课题研究攻关取得的成果，

为工程的提前开工和确保施工作业标准，提供了决策

依据和参考。

“一个人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颗钉”。水质的好

坏，与广大旅客息息相关，联系着千家万户。仅靠一

俩个人把关检验肯定不行。建立制度、培训骨干，众

人拾柴才能火焰高，才能确保绝对安全与可靠。王军

在进行有关课题攻关的时候，就开始琢磨和筹备组建

标准化水质检验化验室的各项工作。

在她的带领下按照《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历经 5 年不间断努力，一个集《化验专业技术工

作标准》、《化验室岗位人员职责》、《化验室生产过

程管理制度》等八项制度在内，拥有无菌微生物操

作间，防酸碱腐蚀及储物柜、医用冷藏柜、冰箱、药

品柜等规范化、标准化于一体的水质检验化验室终

于组建完成。

王军：让旅客喝上放心水
□ 文/图 李溢春 钱崇庆

■火车品鉴

捷力号交流传动内燃机车捷力号交流传动内燃机车

正在指导同事进行水质化验的王军正在指导同事进行水质化验的王军（（右右））

两 岸 航 空 运 输 扩 航 点 增 航 班
科技日报讯 （柯弦）来自中国民航局网站消

息，两岸民航主管部门近日在台湾举行了两岸航空

运输第十次沟通工作会议，就增加定期客货运航点

航班、2015年春节加班达成共识。

经协商，两岸定期客运航班总班次从每周 828

班增为每周 840 班（每方每周 420 班），大陆客运航

点由 54 个增加至 55 个，其中武夷山、梅州、宜昌和

洛阳仍为包机航点；两岸定期货运航班总班次从每

周 68班增为每周 84班（每方每周 42班），大陆定期

货运航点由 9个增加至 10个。

双方同意大陆新增常州机场为两岸客运定

期航点，每方每周各可安排 3 个往返航班；将揭

阳潮汕机场由原客运包机航点转为客运定期航

点，每方每周各可安排 3 个往返航班；新增深圳

机场为两岸定期货运航点，每方每周各可安排 5

个往返航班；宁波货运航点每方每周各增加 3 个

往返航班。

双方同意两岸明年春节加班期间为 2015 年 2

月 5 日至 3 月 5 日，共 29 天。考虑两岸民众及航空

公司需求，航班总量不予限制，仅在北京、上海浦

东、广州、深圳、杭州 5个繁忙机场设上限。双方将

继续了解市场需求，于 11月底前汇总需求情况，经

相互确认后于 12 月底前正式对外公布，方便旅客

安排行程、航空公司组织和销售。

京津城际铁路通过国家验收
科技日报讯 （柯宗）国家铁路局网站消息，

我国第一条运营时速达到 300 公里以上的客运

专线——京津城际铁路日前通过国家验收。

京津城际铁路是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的环渤海

地区城际客运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于 2008年北

京奥运会开幕前夕建成。京津城际铁路是我国铁

路客运专线的示范工程，是京沪高速铁路的独立

综合试验段，探索构建了我国高速铁路建设管理

和技术标准体系，为建设世界一流高速铁路提供

了技术支撑和宝贵经验，为实现我国高铁“走出

去”战略奠定了重要基础。据统计，京津城际铁路

旅客发送量从 2008 年的 635 万人次，逐年递增至

2013 年的 2585 万人次，累计发送旅客 1.17 亿人

次，平均客座率 72%。

阜新工务段党委深入开展普法教育活动
科技日报讯 （张宝柱）为增强干部职工遵纪

守法观念，阜新工务段党委采取多种形式，集中开

展法制教育，引导干部职工学法、懂法、守法。

这个段党委以《法律法规 18讲》为教材，围绕

与职工日常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展教

育，组织职工座谈讨论，引导干部职工认清违法犯

罪的危害性。聘请铁路检察院法官举办法律知识

专题讲座，对职务犯罪、法律常识等进行讲解。在

段报开辟《以案说法》栏目，在段小电视台开设普

法节目，大力宣传普及法律知识。

校企合作解决铁路供电电源维修难题
科技日报讯 （魏宗燕）北京九方宏信交通装

备有限公司在铁路系统积极开展“段企合作”“校

企合作”，成效显著。

在铁路客车 DC600V 车下电源、四合一控制

柜、集便器及相关电气设备的维护和维修工作中，

为解决 DC600V 电源等专业化维修难题，他们与

率先与相关铁路局车辆段“段企共建”，即公司在

车辆段维修车间建立现场维修站，配置各类检修

检测人员及一定的备品备件，部分或者完全负责

车辆段客车 DC600V 车下电源设备的维护和维

修。同时，为培养铁路合格检修人员和建立检修

队伍，还与北京交通大学、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共建”，不仅解决学生就业问题，而且为公司

的后续人才的进入提供有力的保障。

吉林电务段强化大学毕业生岗位培训
科技日报讯 （王敬秋）吉林电务段高度重视

大学生岗位培训，通过路情教育、岗位认知、安全

教育、技能培训和体能训练，让大学生在实践和锻

炼中成长。

这个段为115名大学生量身定制培训计划，开

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工作，促进早日成才。图们通信

车间因人而异制定教学计划，主任、副主任各带一名

徒弟，从光电缆放线到割接、转线，手把手进行培

训。吉林车载车间组织技术骨干和工班长与大学生

结对子，共同参加施工作业，提高大学生动手能力。

锦州车辆段获全国“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科技日报讯 （贾云涛）锦州车辆段坚持以人

为本，关爱职工，扎实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取

得明显效果。日前，该段荣获全国“安康杯”竞赛

优胜单位称号。

这个段高度重视“安康杯”竞赛工作，建立“安

康杯”竞赛长效机制，做到月检查考核、季评比通

报、年表彰奖励，使“安康杯”竞赛活动制度化、经常

化、规范化。段工会坚持每季度组织职工代表安全

视察，先后复查安全大检查整改的各类安全问题

2072件，现场发现和责令整改安全隐患170件。

太原站用手机平台为一线职工“充电”
科技日报讯（郭小顺）太原站抓住“管理规范

化、作业标准化、检查常态化”活动的契机，以岗位

特点、作业标准、规章制度为内容，通过车站的手

机短信平台组织全员“充电”，以提高职工专业管

理、应急处理等业务能力。

该站围绕当前重点工作和职工业务学习需

求，结合车站行车、调车、售票和旅客乘降等业务

特点，对各岗位、各工种进行“私人定制”，保证“手

机提素平台”学习内容符合岗位特点。为了激发

职工学习热情，该站还开展手机短信答题竞赛等

活。多样性、灵活性的学习方式形式赢得了职工

的称赞，短信答题回复率达到了 100%。

中铁二十二局集团余凯项目部啃下施工“硬骨头”
科技日报讯 （刘波 曹镇范 戚小磊）日前，中

铁二十二局集团五公司余凯项目部运用的隧道浅

埋段施工工艺得到有关专家的认定。

老 鱼 庄 隧 道 右 线 起 止 里 程 YK48 +

890-YK49+843，全 程 953 米 ，围 岩 级 别 为 V、IV

级。YK49+620—YK49+690 段隧道埋深 4—16m，

洞顶为水田，地质为可塑性含碎石粉质粘土，围

岩自稳能力极差，在洞室开挖过程中极易产生大

范围崩塌及冒顶。

原设计采用 S-Va 支护，项目部根据现场实际

地质情况，向设计方提出增设超前中管棚及变更径

向注浆锚杆为注浆小导管的技术措施，以增强隧道

浅埋段超前支护能力及浅埋段土体固结效果，两项

措施均被设计单位采纳。同时根据设计要求在隧

道浅埋段施工前将洞顶水田改为旱地，将水田内的

灌溉水排干后进行浅埋段施工。

老鱼庄隧道（右线）浅埋段开挖采用三台阶七

步法施工，施工采用Φ76×5 中管棚超前支护，管

棚的环向间距为 0.4m，纵向排距 6m，管棚单根长

9m。管棚以外插角８°打入围岩，超前中管棚尾

端固定在钢拱架上。超前中管棚尾端固定在钢

拱架上，钻进过程中采用专业的管棚台车钻孔设

备，钻孔时严格控制钻杆轴向。初期支护由Φ42

斜向注浆钢花管、I20b 工字钢钢拱架、钢筋网片、

C20 喷射混凝土组成，C25 钢筋混凝土作为二次

衬砌。

呼和工务段让“退休”机械重新转起来
科技日报讯（辛礼柱 常乐）呼和工务段将旧

打眼机“拼装”研制成便携式道岔拔锚机，使拔锚

作业效率提高了 10余倍。

在工务道岔维修作业中，经常会遇到道岔枕

木上固定铁垫板的螺杆折断的问题，“锚”在螺栓

孔内的尼龙套和一小截螺杆极难取出，导致新螺

杆无法安装，道岔几何尺寸难以保持，给行车安全

带来隐患。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张金其工友们将

已经“退休”多年的电动打眼机，通过 4、5 个月的

技术改造后成功研制出便携式道岔拔锚机。如今

该拔锚机不管是在普通混凝土枕还是岔枕遇到螺

杆折断的问题，它都能搞定。”参与共同参与研制

的综合机修车间熔接组工长李保东高兴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