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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高速动车组研发团队，

是我国高速列车技术自主创新的主力军，我国高速

列车研制队伍中最突出的代表。

十年来，从他们手中诞生了我国各个速度等级

的首批高速动车组，其中，CRH380A 高速动车组，

创造了 486.1km/h 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被

誉为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典范产品。

十年来，凭借着对高速列车技术自主创新的不

懈坚持，他们使中国高速列车实现了从无到有，完成

了从“跟随者”到“领跑者”的重大转变。如今，这支

团队始终走在研发最前沿，并引领我国昂首攀上了

世界高速列车技术的高峰。

成功实现再创新

2004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确定了高铁装备“引进先进技术，联合设计生产，打造

中国品牌”的总方针。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也由此

开启了高速列车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之路。

技术引进不是简单的“拿来就用”。

“外方不是教你设计方法，而是只教你读图。也

就是告诉你是什么，但不会告诉你为什么。”首批到

外方学习技术的高级工程师于延尊感受深刻。

而且，我国铁路无论是在线路条件、运用环境、

运营模式上都有自身独特的国情路情，照搬国外现

成技术根本行不通。

正因此，外方曾预言，南车四方的团队对引进技

术的消化吸收至少需要16年，即8年消化、8年吸收。

事实上，南车四方研发团队的速度超出了所有

人的预料。仅仅用了 2 年，研发团队就完成所有原

始图纸、资料和技术标准的消化吸收。

针对我国铁路运营环境，团队完成了全面的试

验研究，完成了 110项优化设计，成功解决引进技术

“水土不服”的问题。留下了 600 多页的试验记录、

数百兆的电子数据记录，进行了长达 6 万公里线路

运行试验。

2006年，我国首列时速 200—250公里动车组在

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成功下线。2007 年研发团

队成功突破牵引性能、车体强度与模态、转向架等方

面制约速度提升的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时速 300

公里高速动车组。

2008 年，研发团队在原有基础上发力再创新，

研制出我国首列时速 250 公里长编组动车组，还创

造性地开发出世界首列卧铺动车组。

通过大量的科学试验、运营维护数据分析，研发

团队建立了高速列车仿真精确模型，完善了高速列

车试验验证体系，为我国新一代动车组的研制打下

了坚实基础。

扛起自主研发380A的大旗

2008 年，为加快高速列车技术自主创新步伐，

原铁道部和科技部联合签署中国高速列车自主创新

联合行动计划，确定了时速 350 公里及以上中国高

速铁路技术体系的顶层设计。

南车四方作为主导研制单位，扛起自主开发设

计时速达 380公里的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大旗。这

个时速的动车组在全世界尚无先例。

一场艰苦卓绝的科研攻坚战由此打响。

车头头型设计，是研发团队首先必须啃下的“硬

骨头”。车头头型是确保列车运行安全性、乘坐舒适

性和节能环保性的关键，而 CRH380A 时速接近飞

机低速巡航，如此高速度头型，设计方法和技术标准

都无先例可循，其难度不亚于飞机。

“为拿出最佳的头型方案，研发团队设计出 20

个列车头型方案，围绕头型的气动性能研究进行了

17 项 75 次仿真计算、760 个不同运行环境的气动力

学试验和 60 个工况的噪声风洞试验，完成了 520 个

测点的 22 项线路测试，头型技术分析报告多达 5 万

字。”中国南车首席技术专家丁叁叁抛出这组数据。

当融合现代科技与美感的 CRH380A“火箭”头

型问世时，专家被这些数据震撼了：气动阻力减少

6％，气动噪声下降 7％，列车尾车升力接近于 0，隧

道交会压力波降低 20%，明线交会压力波降低 18%，

各项技术性能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转向架是列车高速、安全、舒适运行的根本保

证，是高速列车的另一核心技术。在头型设计如火

如荼之际，转向架的攻关也进行正酣。

靠着责任、激情和攥紧拳头的“狠劲”，研发团队

开始了长达 18个月的科技攻关，终于实现了转向架

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之后，四方研发团队又相继攻破

系统集成、轻量化车体、减震降噪等一系列技术难关。

历时两年，团队完成了业内规模最大、历时最长

的科学研究试验，实现了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系统集

成、头型、轻量化车体、转向架、减振降噪等关键技术

的重大突破。“仅是 2009 年 6 月的牵引系统试验，研

发团队在株洲的试验室整整做了 3 个多月。450 余

项的仿真计算,1050 余项的地面试验,2800 余项的线

路试验, 相当于绕地球 50 多圈、200 多万公里。”这

些巨额数字，令南车四方股份公司总工程师梁建英

记忆犹新。

2010 年 12 月 3 日，在京沪高铁枣庄至蚌埠段，

CRH380AL贴地“飞行”，跑出了486.1km/h的世界铁

路运营试验最高速，举世震惊。被誉为中国装备制造

业自主创新的典范，成为中国高铁的一张闪亮名片。

值得骄傲的是，CRH380A 拥有完全的自主知

识产权，已形成专利 181项，标准 189项，研发团队将

“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持续创新再攀高峰

近年来，研发团队并没止步，他们坚持全面自主

创新，始终走在世界高速列车技术研发的前沿。

2011 年，他们创造性地设计出更高速度试验列

车，该车在滚动试验台上跑出了 605km/h的速度，刷

新实验室速度纪录。2012 年，这支研发团队又研制

成功我国首列城际动车组并形成系列化产品，为我

国城市群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注入新动力。

2014 年 8 月，这支研发团队又为兰新高铁研制

的高寒抗风沙动车组成功下线，该动车组成功解决

了兰新高铁高寒、风沙、高温、高海拔、强紫外线五大

环境适应性问题，为了确保高速动车组在世界上运

营环境最复杂、海拔最高的兰新高铁运营安全可靠，

研发团队又在海拔 3100 米、零下 15 度、12 级大风的

恶劣环境中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研究，据悉，高寒抗

风沙动车组将于明年在兰新高铁正式投入运营。

2014年 12月，永磁高速动车组又在这支研发团

队中诞生，动车组的更节能、更环保特性被誉为驶向

未来的动车组。

中国标准动车组、出口型动车组、新型卧铺动车

组等等都已经在南车四方的研制平台上，研发团队

正在为中国高铁技术进步输送着源源不断的能量。

十年磨一剑。这支研发团队涌现出一批自主创

新能力强、具有广泛行业影响力的领军人物。梁建

英、丁叁叁、邓小军、陶桂东、马利军、吴冬华、徐磊、

虞大联、鄢桂珍、于延尊、苗新芳、陈大伟等系统集

成、转向架、车体研发设计领域、工艺制造技术、试验

验证、调试技术技术专家……

唯创新者强。这支中国高铁研发团队的先锋将

在创新之路上继续前行，他们的梦想是让中国的高

铁列车驰骋世界。

让中国高铁列车驰骋世界
——记中国南车四方股份公司高速动车组研发团队

□ 本报记者 矫 阳

截至2014年底已有3400余辆

设有无障碍设施的铁路客车投入运营
科技日报讯（矫阳）长期以来，铁路部门高度重视残

疾人出行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方便残疾人出行的措施。

在无障碍设备设施方面，全国铁路所有高铁车站、

新建和改建车站均设置了无障碍设备设施，包括重点

旅客专用候车室、残疾人坡道、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厕

所或厕位等，其他老旧车站的改造工作也在逐步实

施。截至 2014年底，全国铁路已有 3400余辆设有无障

碍设施的客车编入列车中投入运营，其中普速客车

1700 余辆。目前，动车组列车、直达列车和新造列车

均设有残疾人座席及无障碍卫生间，其他车型的无障

碍设施改造正在积极推进。

在购票乘车服务方面，一是全国铁路较大客运车

站均设有无障碍购票窗口，每趟旅客列车均预留一定

数量的残疾人旅客专用票额，满足残疾人旅客的购票

需求。二是全国铁路较大客运车站均开展了主要针对

残疾人旅客的特殊重点旅客的电话预约服务，有需要

的旅客通过拨打 12306铁路客户服务电话或乘车站的

客服电话，就可预约享受免费的接送站服务。三是较

大客运车站均设有重点旅客候车室（区），配有轮椅、担

架等助残用具，方便残疾人旅客进出站、候车。四是各

铁路站车均建立了站车交接制度，对残疾人旅客实行

全程无缝接续服务。

新年伊始，中国民航局空管系统开始为沪兰大

容量通道开通做最新一轮准备。以甘肃省会兰州和

上海命名的这一大通道，是中国民航“空中丝绸之

路”设想核心内容，也是中国民航应对持续高速增长

挑战“扩容增效”的一部分。

“航路单向规划”增加空中航
路资源

“在中国排名前 20 条航线上，平均每条航线承

运人数量达 7.6 个。”中国民航局副局长王志清说，

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空管系统保障飞行架次

将以 9.3%的速度递增，预计 2017 年全国空管系统

保障飞行起降架次将突破 1000 万架次。空域资源

不足矛盾将长期存在，释放更多空间和时刻满足

航空企业的需求，是整个民航行业发展和社会民

生的需要。

空管成为制约民航发展的瓶颈，主要表现在

空管提供的空间和时刻满足不了航空公司新增

航线新购机需求，满足不了新建机场扩容增量需

求。“空域资源是国家的核心资源，在当前的空域

管理体制下，要想再大面积增加空域资源，短时

期内很难做到，必须眼睛向内，深挖内部潜力。”

王志清说。

这包括优化调整现有航路航线网络，提高空域

资源利用效率。“航路单向规划”思路由此应运而

生。从民航调整实施京昆大通道班机走向以来，涉

及新辟航线 6 条，调整航线 2 条，新辟及调整管制扇

区 10 个，调整城市对班机航线走向 460 余条。调整

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等主要城市之间基本实现

单向循环运行。

单向规划使10多条“大通道”
效果立竿见影

中国空域管理规划是中国民航迅速发展“倒逼”

出来的。1950 年，中国仅有航线 12 条，载运旅客 1

万人，航路航线划设“随需而定”。改革开放后，中国

开始有了真正的航路航线网络。1979 年，国务院、

中央军委批准《全国空中航路规划方案》，形成现行

中国民航干支网络结构。

目前中国空中交通需求已较 1979 年有成百倍

增长，来自于地面交通中单向交通思路的航路单向

循环，势在必行。在空中交通管理领域，单向运行主

要指航空器只沿某一个方向，高度层上下方只有同

向航空器的运行方式。

而单向循环概念主要指通过对现有航路航线网络

的改造和交通流的单向组织，在基本不增加飞行距离

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对之间往来航路航线的单向运行。

在欧洲和美国，单向运行已有多年发展历史。

在欧洲，单向运行是主干航路的主要方式，主要城市

对之间主要规划的都是单向航路，且往往是 2 条以

上单向航路形成单向编组航路。

按这一思路，中国空管部门规划的 10 多条“大

通道”效果立竿见影。2014 年海南实施新方案，新

辟调整并对外开放 5条固定或临时航线。在空中交

通最为繁忙的春节期间的二三月，航班量大幅增长，

三亚机场航班正常性和机场放行率提升超过 40%。

沪兰大通道航路调整工作紧
锣密鼓

民航局空管局局长车进军说，沪兰大通道航路

调整工作正紧锣密鼓。在广州区管各运行科室管制

员积极努力下，沪兰大通道航路调整工作进展顺利。

车进军说，2015 年将加快京广、沪昆、广兰、中

韩、丝绸之路等大容量通道建设，实施骨干航路网单

向循环改造，启用东南沿海海上飞行航路，打破传统

地域管辖障碍，有效释放现有高度层配备，全面整合

航班流向，实现重要城市对之间、重大区域经济板块

之间单向循环飞行或平行飞行。

作为世界第二民航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

空管“扩容增效”也有国际意义。2014年 9日中蒙两

国民航空管部门实施空管标准对接，乌兰巴托区管

中心与北京区管中心、呼和浩特区域管制室和兰州

区域管制室的航路管制移交间隔标准从 90 公里缩

小至 30公里。往返欧洲的航班以及东南亚、日韩往

返欧洲航班都需要经过中蒙移交，许多航班直接受

益，有效缓解空中拥堵。

“我国航空运输规模已长期高居世界第二位，

‘十三五’将进入建设民航强国的提速提质增效阶

段，全国飞行起降架次将突破 1310 万，民用运输机

场将达 244个以上。随着国家京津冀协同、‘一路一

带’战略实施，需要空管增加容量、提高效率，增强保

障能力，提高服务水平，适应发展需要。”车进军说。

2015年，中国民航局空管局的目标包括：航班正常

水平在2014年基础上有所提高，航班正常率力争达到

70%以上，空管原因导致的不正常航班比例下降2%。

“空管系统是民航运行主体的中枢。经过多年

积累、沉淀，正从量变走向质变。依托民航高速发展

的集聚效应，让空管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走廊’，使

空管真正成为民航行业发展的主轴和纽带。”王志清

说。 （据新华社）

中国民航高增长倒逼空域改革

航路紧张：飞机在空中也开始单向行驶
□ 钱春弦

微信公众平台宣传防盗防骗效果好
科技日报讯 （刘永贵）随着春运的临近，扒窃、诈

骗等各类案件也呈高发趋势，为了提高旅客的安全防

范意识，大同铁路公安处大新车站派出所利用微信公

众平台积极向旅客宣传防盗防骗知识，受到了欢迎。

该所利用微信平台开通了微信群，并将二维码张

贴在神头车站候车室的进站口和候车区域，公告旅客

扫描二维码后就可加入到大新车站派出所的微信群，

派出所安排专人定时向群内发布宣传内容，重点介绍

旅客乘车财物保管方法、旅途安全注意事项、防盗防骗

常识、典型案例选编以及电视上新近播出的犯罪分子

的作案方法及比较典型的扒窃案件影视资料。

重载列车抢运节日物资忙
科技日报讯 （姜海波）白城机务段利用现有的和

谐内 5大功率机车，在平齐线、通让线开行万吨重载货

运列车，抢运春节百姓生活物资。

这个段制定了《万吨重载列车白城、大安北站拆组

办法》、《万吨列车非正常情况下的应急处理办法》及

《万吨列车防坡停、防断钩操纵措施》，确保万吨列车拆

组及运行安全。加强万吨列车添乘指导，运用车间安

全副主任及车队长及时跟踪指导，防止因乘务员误操

作导致严重问题的发生。

移动式练功车练硬功效果好
科技日报讯（于涛）长春车辆段针对所属4个客车

整修所分散、检修职工培训难的实际，将 2辆报废客车

改造成移动练功车，定期到长春、白城、通化、图们等地，

组织职工上车技术演练，提高检修职工技术业务素质。

这个段保留原车走行部和钩缓装置，使之具备随

时上线运行的能力。2个移动练功车共分成 22个练功

区和两个展示区，一个是利用原有设备设施，打造普通

客车练功项目；一个是增加新设备设施，将车内座席和

铺板拆除，安装空调、双管客车的特有设备设施。

智能化信号灯保淮南春节道路安全
科技日报讯 （张秀 邹耀）1 月 20 日，中铁四局电

气化公司电务分公司对淮南山南新城的 10 个路口信

号灯电源线路进行排查，保证春节期间智能化信号灯

正常运作，满足淮南市民在春节期间安全出行需求，使

淮南市民度过一个温馨祥和春节。

淮南山南新区位于淮南市田家庵区，是淮南未来

发展和全面转型重要窗口，中铁四局电气化公司承担

路灯照明工程、智能交通信号及供电配套工程施工。

为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确保道路交通畅通，电气化公

司淮南山南新区项目部在年前开展一次“保安全，开通

绿色通道”安全隐患排查活动，全员时刻保持安全警惕

性，居安思危，做到防患于未然。

云南高铁去年完成投资 138亿
科技日报讯 （张伟明）2014 年云南高铁建设加快

推进，云桂铁路云南段、沪昆客专云南段完成投资 138

亿元，其中云桂铁路 90亿元，沪昆客专 48亿元。

以上两个项目是全国最为艰难的在建山区高速铁

路项目之一，由于云南地形地质条件极其复杂，地质灾

害类型多样，桥隧占线路总长达 60%以上，高铁投资巨

大，施工建设难，工期长。

去年，建设单位克服岩石断层、岩层接触带、高压富

水区、煤层采空区等不良地质现象的影响，战高温、斗涌

水、过断层，迎难而上，奋力攻坚。一批控制性和重难点

工程取得实质性突破。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沪昆客

专云南段开累完成投资167亿元，占总投资61.4%，34座

隧道实现了贯通；云桂铁路云南段开累完成投资 310.7

亿元，占总投资 56.6%，50座隧道实现了贯通。其中，沪

昆客专 14.7 公里的壁板坡隧道平导和左线正洞贯通。

云桂铁路、沪昆客专无碴轨道轨首个试验段已开始铺

设。预计2016年，云南将迈入高铁时代。

成都供电段
组织职工进行打冰作业

入冬以来，素有乌蒙高原之称的昭通地区连
续低温，坚守在这里的铁路供电职工们又开始了
持续数月的打冰维护作业。为确保接触网线路设
备安全，成都供电段积极应对，组织管内职工对内
昆铁路彝良至昭通北区间以及二道桥车站等易结
冰凝冻地段进行打冰作业，重点清除隧道内冰柱
和接触网关键设备上的冰块。

图为1月20日，成都供电段昭通供电车间职
工正在内昆铁路彝良至昭通北区间使用打冰杆进
行打冰作业。 骆峰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