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责编 石 义 2015 年 2 月 12 日 星期四

新 闻 XIN WEN

新闻热线：010—58884053
E-mail：zbs@stdaily.com
新闻热线：010—58884053
E-mail：zbs@stdaily.com

■本报记者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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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西南四环的中国通号产业园里，实

验人员正在对高铁列车运行控制系统进行测

试。很少有人知道，全国每天运营的 3000 多

高铁列车，绝大多数是由这里研发生产的列车

控制系统保障安全。

列车控制系统，是除轨道、动车之外，高铁

最关键的三大核心技术之一，被称为决定高铁

运行表现的“定海神针”。随着中国高铁技术

迅速发展和高铁“走出去”持续升温，中国高铁

的列控技术是否实现了“中国创造”？记者走

入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探寻高铁

“陆地飞行”之谜。

C3：高铁间隔最短只
有3分钟
“我们通常讲的信号主要指的就是列车运

行控制。列控系统是运用信号技术控制列车，

是高铁的‘大脑’和‘中枢神经’，指挥着列车的

一举一动。”在世界最大的 C3 实验室，技术人

员向记者介绍。

C3 全 称 CTCS － 3 级 列 车 运 行 控 制 系

统。它应用无线传输方式控制列车运行，是目

前世界最先进的高铁列控系统。

在列控系统中有两个关键设备：一个在

地面，一个在车上。地面的叫无线闭塞中心

系统（RBC），指挥列车该走的时候走，该停

的 时 候 停 ；车 上 设 备 叫 列 车 超 速 防 护 系 统

（ATP），连续不间断地对列车实行速度监督，

实现超速防护。

“C3完全满足高速列车最高时速 350公里

以上、最小运行间隔 3 分钟的运营要求。”中国

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志亮说。

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运营 1.6 万公里高铁，

通信信号系统 92％以上由中国通号提供系统

集成、设备供货和安装调试。

“1.6 万公里的高铁就是列控技术安全质

量的佐证。”中国通号下属的北京全路通信信

号研究设计院董事长王海龙说。从东北的哈

大高铁，到南国的海南高铁，从技术标准最高

的京沪高铁到高海拔的兰新高铁，都有中国通

号高铁列控设备的身影。

自主创新实现“弯道超车”

在 C3实验室里，实验人员结合仿真模型，

可以支撑上万公里线路的信号系统集成测试

和运营维护，达到全线、全速、全景的国际一流

集成测试水平。

“ 国 际 一 流 ”说 起 来 容 易 ，底 气 来 自 于

哪里？

“伴随中国铁路的发展，我们采用集成创

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和完全自主创新相结

合的混合模式，最终实现了列控系统技术体系

的‘中国创造’。”王海龙说。

早在 2007 年铁路第六次大提速时，中国

通号就运用自主研发的 C2 级列车控制系统，

满足了六大干线动车组时速 250 公里的控车

需求。随后，在武广高铁 C3攻关中，中国通号

在 C2 的基础上，吸引国际一流企业加入，“以

我为主，联合开发”。利用武广高铁“实战练

兵”，实现了 RBC和 ATP两大核心技术的重大

突破，“弯道超车”，超越了阿尔斯通、西门子等

老牌外企。

在中国铁路总公司电务部高铁信号处处

长莫志松看来，中国的列控系统已经走在了世

界前列。“根据近两年整个电务系统的故障和

产品质量统计，中国通号的列控系统和联锁

故障很少，信号产品的质量得到了很大提

高。事实说明，中国通号的设计院、生产、施

工单位比国外公司做的好。”

技术的进步是为了确保高铁运行的绝对

安全。在 ATP 系统显示屏上记者看到，在工

作人员模拟前方列车出现故障停车后，ATP

系统在后续列车距故障车辆一定距离时，就

开始提示报警，并强制列车自动降速。

“列车以 350 公里的时速飞奔时，通过 C3

系统的自动控制，确保每辆列车不超速，确保

前后两个列车始终保持安全距离。”北京全路

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公司总工程师张志辉说。

张志辉告诉记者，列控系统的首要原则就

是“故障导向安全”，即在列车出现故障后，所

有措施都是以安全为优先，比如 RBC 系统在

地面就有两套，两套系统的数据比较一致后，

才能发出指令。

占领未来技术的制高点

“通过多年的研发创新，我们已拥有 C0级

至 C3 级控车核心技术体系，广泛运用于普通

铁路和高速铁路列车。”周志亮说，过去三年

中，中国通号年均科技投入七八个亿，占营业

收入的 5%—6％。

在实验里，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讨论

C4级控车核心技术。

“C4将运用 GPS卫星导航技术，为高铁运

行提供更安全的保障。”王海龙说。

在周志亮看来，数字化、智能化和信息化

是轨道交通技术发展的方向。未来，中国通号

将沿着轨道交通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方向，持

续引领技术进步。同时，致力于电力电气化、

有轨电车、信息工程、海外业务的开拓，构建

“上下延伸、关联拓展、产业协同”的七大业务

板块体系，成为以轨道交通业务为主，相关多

元业务综合发展的国际化集团。

除了依托国内市场，中国通号也将拿着

“自己的技术”开拓海外。目前，中国通号已经

加入中国铁路总公司进军海外的产业联盟，在

巩固阿根廷、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埃塞俄

比亚、越南、安哥拉等国家市场的基础上，正在

逐步向中东、亚太、美洲、非洲和欧洲进军。

“我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富有竞争力的产

品性价比，以及全球最长高铁线路的应用实

践，对于开拓海外，我们很有信心。”中国通号

主管科技的副总裁黄卫中说。

（科技日报北京2月11日电）

探 秘 高 铁“ 神 经 中 枢 ”
——记中国通号列控技术创新

本报记者 矫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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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个月就能考取一本汽车驾照，考取一

本火车驾照要多久？答案是三至五年。

在济南铁路局济南机务段有一名火车司

机却同时拥有着“蒸汽机车”“内燃机车”“电力

机车”“动车组”四种车型的驾照，他的名字叫

薛军。工作 27 年，薛军不但实现了梦想，还亲

历了中国铁路发生的巨大变化。

小时候，当火车维修工的外祖父，当火车

司机的姨父经常为薛军讲述火车头上的故事，

家住铁路线附近的他最爱看黝黑巨大的火车，

以独有的节奏、喘着粗气、冒着黑烟从眼前驶

过。长鸣的汽笛为少年的薛军开启了长大要

当一名火车司机的梦想。

1985 年，一次偶然的铁路招工机遇，让

刚刚走出校门的薛军融入到“铁路蓝”的海

洋。他从一锹一锹向蒸汽机车炉膛添煤干

起，一步步成长为操纵 350km/h 时速的动车

组司机——1987 年他考取了蒸汽机车驾驶

证，1992 年他考取了内燃机车驾驶证，2006

年他考取了电力机车驾驶证，2008 年他考取

了动车组驾驶证。薄薄的四本驾照摞在一

起只有 20 毫米，为了这 20 毫米薛军用了整

整 27 年。

握 着“ 四 本 ”驾 照 ，薛 军 总 有 说 不 完 的

话。那时，蒸汽机车动力小，运行里程短，劳

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作业环境差。尤其是

逆风行车的时候，风从煤斗子里呼呼灌进来，

一个班次 12 个小时干下来一脸黑、满身灰，

汗臭熏人，除了牙齿是白的，全身都是黑的。

薛军到现在还记得那个顺口溜：“远看像要饭

的，近看像路边捡炭的，走跟前一看是机务段

的。”一次，母亲来给儿子送饭，薛军恰好刚牵

引列车回来，儿子站在她面前，当妈的愣是没

认出来。

后来，内燃机车代替了蒸汽机车。

和蒸汽机车比，内燃机车条件好多了，

“热了打开风扇，烧水有电炉子，不像以前，要

用铁锨将水壶挑进炉膛里烧水喝。关键是，

不用烧火了，体力劳动大大减轻。”1992 年考

取 内 燃 机 车 驾 照 的 薛 军 ，开 始 驾 驶 内 燃 机

车。用他的话说，机车内部的电气间、机械

间、冷却间和前后司机室，就像住进了三室两

厅的大房子，在有限的空间中，高热密闭的柴

油机让人汗流浃背，冷却间的百叶窗通风口

让人难以驻足，满身刺鼻的柴油味更是让妻

子和孩子不敢靠近。

2006 年铁路大提速，电力机车开始奔跑

在齐鲁大地上，司机室里配备了冰箱、微波

炉、电暖气、空调等设施，冬暖夏凉，享受到更

加现代化的机车环境。随着机车换型，配套

的地面整备设施也发生巨大变化，每次出乘

回来，再也不用靠人工擦洗机车，以前正副司

机两个人、两个多小时的擦洗作业时间，现在

仅用十五分钟就能完成，大大缩短了火车司

机的作业时间。

然而电力机车带来的惊喜很快又被高铁

的崛起所替代。2008 年薛军考取了动车组驾

驶证，从操作 60km/h 时速的蒸汽司机一步步

成长为操纵 350km/h 时速的动车组司机。目

前，他主要担当着济南至南京间的高铁牵引任

务，在这条曾经单程需要近二十个小时完成的

牵引区段，却可以走上两个来回。当他在世界

一流的驾驶室里、穿着洁白的制服、享受着追

风般的感觉，“很爽、很自豪”。

27 年来，薛军先后驾驶过“前进、东风、韶

山、和谐”系列的 18 种机型。作为火车司机，

薛军深知自己安全责任重大，面对雨、雪、雾

霾、飓风等恶劣气候和各类突发情况，一丝一

毫的纰漏都会直接危及旅客生命及财产安全，

需要冷静稳健的心理素质和娴熟过硬的技术

能力。他总结的蒸汽机车“一触、二摸、三闻、

四看”四字检车法；内燃机车“利用动能”闯坡

法和“柴油机转速控制”节油法；电力机车“低

手柄、低电流”平稳起车法；动车组“一清、二

想、三看、一朗诵”防错漏安全作业法，在济南

铁路局机务系统推广与应用中，成为火车司机

们与机车交流的共同语言。如今，薛军已累计

运送旅客达 1100 万人次，安全行车里程从“0”

起步已累计达到 250 万公里，相当于围绕地球

62.5 圈。他的收入也从 67 元涨到了现在的

11000多元。

四本驾照见证了一名普通铁路工人从黑

领、蓝领、白领到铁路金领的华丽转身，也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铁路的发展进程，更透视出

国家的兴旺发达和普通百姓的生活变化。

薛军：四本“驾照”见证中国铁路发展
本报记者 魏 东 通讯员 叶晓天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海滨）日前，山西省

委、省政府正式出台《关于深化煤炭管理体制

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资源配置、

项目审批、建设生产、生态治理、安全监管、销

售体制、交易方式、企业改革、权力约束、法治

建设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推进煤炭管

理体制改革，到 2017 年基本实现煤炭管理体

制和管理能力现代化。

《意见》共分 12 部分 36 条，部署了八大改

革任务：一是推进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强化

矿业权二级市场的交易、监管和利益调节，推

行共伴生矿业权一体配置。二是深化行政审

批管理改革。精简审批事项，公布权力清单，

优化审批流程，推进技术审查与行政审批相分

离。三是深化煤炭领域事业单位改革。坚持

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剥离相关行政性职能，实

行分类转制。四是推进生态修复治理机制改

革。政府建立生态恢复、环境治理专项资金，

主要解决资源开发主体灭失或急迫性灾害治

理以及跨区域的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五是加

强煤矿安全监管制度改革。大型煤炭集团要

精简安全生产管理层级，强化管理层对生产一

线安全生产的监管责任。六是进一步推进煤

焦公路运销管理体制改革。在取消所有运销

票据和稽查站点后，要在 2015 年底前建成新

的煤炭监管信息平台。七是深化煤炭企业改

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股权结构多元化

和煤电一体化改革，建立收费清单和标准公示

制度。八是加强权力监管制度改革。切断各

种形式的权力寻租和利益输送渠道。

安排了八大创新事项:一是研究处理设立或

划定的自然保护区等各类禁止勘查、开采区与区

内已设置矿业权的关系问题；二是探索煤炭资源

供给与市场需求保持相对平衡的有效办法；三是

研究制订对原无偿划拨给老旧矿山企业的保有

资源实行有偿使用的办法；四是探索对矿业权二

级市场超额收益或市场暴利进行合理抑制、科学

调节的办法；五是研究制订由事故单位承担抢险

救援费用的具体办法；六是积极推进商品场外衍

生品交易试点，探索发展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期货

交易；七是探索建立煤炭战略储备制度；八是积

极争取国家在我省进行煤炭价格形成机制和煤

电价格传导机制改革试点。

山西:全面开启“改革兴煤”之路

科技日报讯 （记者俞慧友 通讯员胡小
亮 刘伟 刘凯）也许不用多久，在数千米深

海底，将出现“中国南车造”深海机器人作业

的身影。2 月 5 日，中国南车株洲所旗下子

公司南车时代电气董事会正式发布公告：该

公司与从事深海机器人和海底工程机械制

造 的 英 国 SMD 公 司 股 东 签 署 股 权 收 购 协

议，根据协议内容，南车时代电气拟斥资约

1.3 亿英镑（约合 12 亿人民币），收购该公司

100%的股权。此次收购后，南车时代电气有

望将其核心技术向深海机器人及其他深海

高端装备领域延伸，填补目前国内深海机器

人产业的空白。

SMD 公司是国际领先水平的工作级深海

机器人和海底工程机械制造商，是全球深海机

器人第二大提供商，主要提供以深海应用为主

的、适应极端恶劣环境的、工作级和高可靠性

的、远程遥控自动化的水下工程机械和深海机

器人设备。在海底自推进式挖沟、线缆敷设工

程机械领域，占全球半壁市场，也是全球首套

商业海底采矿设备提供商。除此之外，该公司

还可提供海浪潮汐发电设备和用于核电站内

恶劣环境下工作的遥控机器人，其产品遍及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南车时代电气有关负责人介绍，向海洋工

程深海装备领域拓展，是公司轨道交通电气传

动和控制的核心技术的有机延伸，除了与目前

公司所擅长的牵引与电气化、工业控制与自动

化技术有着直接关联和业务协同以外，还可以

与其母公司中国南车株洲所内部已有的海上

风电业务、海洋船舶产业、工程机械和钻机拓

展形成产业呼应和相互支撑，打造一个海洋工

业装备产业集群。

南车时代电气进军深海机器人产业

科技日报讯（记者朱彤）习惯了天寒地冻、百

花凋零的乌鲁木齐市民今年将迎来一个牡丹盛开

的别样春节。2月10日，2015乌鲁木齐市首届迎

春牡丹节在乌鲁木齐市植物园启幕。8个色系、40

余品种、1500盆精品牡丹，为当地建起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让市民在尽情享受热闹喜庆的节日气氛

的同时，品味一场独具特色的文化盛宴。

本届迎春牡丹节 2月 10 日启幕，至 3月 15

日结束。牡丹节上展出的牡丹不仅有姚黄、富

贵满堂、贵妃插翠、状元红四大花王，还有被誉

为当今“世界上最绿的牡丹”春柳，“牡丹中的

金牡丹”海黄，“焦骨牡丹”洛阳红等名贵品种

展出，岛锦、金玉满堂、丛中笑、百园红霞、锦袍

红、绿幕隐玉等牡丹精品也均有所展出。在为

期一个月的迎春牡丹节中，除了有牡丹花展出

外，还有奇珍异品展、百合花竞赛活动、灯谜竞

猜活动、老艺术家书画展等活动同期进行。

乌鲁木齐林业(园林管理)局翟勤盈局长表

示：“本届牡丹节将现代园林艺术与古典园林景

观艺术融为一体，打造以国花牡丹主题文化为亮

点的多种花卉参展，结合古典乐器演奏、观灯、品

玉、品茗、猜灯谜、鉴字画、赛百合等传统民俗文

化，为大家奉上了一场综合型的花市盛宴。”

乌鲁木齐市植物园作为中国最西部牡丹第

一园，于 1985年首次引进 20个品种，32棵牡丹

种苗，经过专业科研人员 30 年的不断引种、改

良、驯化，园中的牡丹数量由最初的 32 棵发展

到目前的 3万余棵，品种由过去的 20种发展到

目前的 70 余种。乌鲁木齐市植物园成功摸索

出反季节牡丹的栽培技术，打破了传统的大田

栽培技术和植物自然生长的规律，通过人为调

控,为牡丹创造出与其自然生长环境相吻合的

温度、湿度、光照、肥水条件,促使牡丹在非花期

开花。技术上的突破使牡丹由过去养花一年,

看花十日的传统养花方式发展为春、夏、秋、冬

四季开花，牡丹也由过去的单一观赏、药用作用

逐步走上催花、盆花、鲜切花、“不凋花”、深加工

等全方位发展的综合开发生产之路。

乌鲁木齐：牡丹花开营造别样春节

“调度综合信息平台”
实现人机对话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王子臣 刘越）

近日，大同西供电段通过技术开发和对

现有信息管理系统创新性集成整合，形

成了一个功能较为完善的“生产调度指

挥中心综合信息平台”，实现了整个调度

指挥系统的人机对话，大幅提高了供电

生产指挥能力和设备现场管理水平。

该平台有效整合集成了 6C检测、

设备远程控制、视频监控、设备维修管

理等信息系统。能实现检测信息处理、

维修作业安排、设备档案化管理的闭环

设备管理体系；能对变、配电所、接触

网、电力设备的远程实时监测、控制和

故障报警。同时整合了集成卫星调度

指挥、作业车安全可视、接触网安全视

频监控、所亭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和所亭

GPRS巡视定位系统，能对现场设备和

现场作业人员的巡检作业进行远程实

时管理，实现了信息快速有效共享。

阿尔斯通为香港
地铁提供信号系统

科技日报讯（记者宋莉）阿尔斯通

公司与泰雷兹公司近日共同获得了香

港地铁公司的合同，将为七条香港地铁

线路的信号系统进行重新配置并升级，

为这七条线路配备最先进的基于无线

通信的列车自动控制技术，安全地为现

有基础设施增加运力、可靠性以及可维

修性，合同总价值为3.3亿欧元。

据悉，阿尔斯通与泰雷兹将负责

更换控制中心、列车和车站现有的列

车自动监控系统、联锁系统以及列车

自动控制系统，提高地铁线路的运载

能力、效率、可靠性及安全性并减少运

营商的运营成本。项目的执行将由

一支专为该项目成立的泰雷兹—阿

尔斯通联合团队完成。泰雷兹作为

联合体中的领导方，是技术的主要提

供者，阿尔斯通则负责保证项目的管

理，并提供远程轨旁设备控制器，以

实现与现有设备的无缝对接。

和新隧道攻克超强涌水难关
科技日报讯 （通讯员邓昆伦）最

大涌水每天超 15万立方米，使漳（州）

永（安）高速公路和新隧道成为非岩

溶地质公路隧道涌水之最。2月 6日，

该隧道实现左洞安全贯通。

中国铁建十六局集团承建的漳永

高 速 公 路 A6 合 同 段 和 新 隧 道 全 长

5175米，为左右洞分离式特长隧道（其

中左洞长度 5165米，右洞长 5180米），

位于龙岩市漳平市戴云山山脉，工程

地质复杂，断裂构造发育，富含裂隙水,

隧道穿越大小地质断裂带共计 50 多

条，是漳永高速公路的控制性工程。

项目经理吴国英介绍，和新隧道围

岩变化大，施工工序复杂的ⅴ类围岩占

隧道施工围岩70%以上，尤其是2014年

7 月 28 日，左洞突发涌水特大地质灾

害，经漳平市水文站现场实测，隧道内

最大水流量每天达15.8万立方米。

面对突发涌水，项目部立即启动

应急预案，并组织抢险队疏导水流，

防止水流冲击洞外 100 多米外的民

房，有效控制住了灾情。

突发涌水后，项目部邀请史玉新

设计大师等国内一流的隧道专家到现

场指导论证，研究确定了专项处理方

案，采用管棚架空涌水空腔、双液注浆

止水等一系列先进施工技术，顺利通

过了涌水段，并于2015年2月6日实现

了左洞安全提前贯通，为漳永高速公

路全线通车扫除了最大的“拦路虎”。

爱眼眼镜引进
“红绿视标”测定新技术

科技日报讯 （记者马爱平）从 2

月 7日至 3月 1日，北京爱眼眼镜有限

公司推出春节促销活动。

据悉，爱眼眼镜拥有先进的验光

技术，倡导国际上通用的明室验光，

可使顾客在接近日常状态下接受验

光检查得出更客观的结果，还引进国

际上“红绿视标”测定、“交圆镜”散光

测定和“偏光法”眼位测定等新技术；

爱眼眼镜是北京眼镜行业第一家有

敞开式货架售货的眼镜专卖店，方便

顾客挑选、并试戴镜；各店铺采用电

脑自动加工设备，对眼镜质量严把

关，产品达到国家标准 GB 13511 要

求，国家质量检验抽查连续 5 年均合

格；各分店均有一定范围的镜片库

存，可在一小时内为顾客做好眼镜；

为使用户每日能使用到清晰舒适的

眼镜，爱眼眼镜推出了换螺丝、调整、

视力测定、整形、清洗及加防汗套等

六项免费服务；采用日本验配先进技

术与设备，准保配镜者舒适使用。

科技日报讯（记者马爱平）转基因产品是否

安全？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会

不会控制我国的粮食安全？中国是否有能力与

主要跨国公司竞争？这些都是公众颇为关注的

问题。近日，“转基因农作物生物安全研究媒体

见面会”在京举行。北京理工大学胡瑞法教授、

逄金辉副教授就我国转基因农作物生物安全问

题的研究成果作了专业报告。胡瑞法领导的团

队在转基因农产品的安全性、中国转基因研发的

国际竞争力、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的影响、转基因

网络观点的事实真相四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

通过对美国《科学引文索引》全部科学论

文的检索与阅读，该团队得出：国际上最权威

的生物安全学者多数都从事了转基因技术的

安全性研究；绝大多数研究成果表明转基因技

术是安全可控的；几乎所有得出转基因食品不

安全结论的论文，均被证明错误；转基因技术

经过有史以来最为严格的生物安全检测与验

证，未发现其食品有安全问题，这是“定论”。

胡瑞法认为，我国转基因生物技术研发具

有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竞争的实力，转基因水稻

研究等在国际上处于领先水平，转基因技术作

物的商业化将促进农民增收，显著改善农民健

康水平，会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经济福利，但中

国转基因技术产业化发展缓慢，这与公众对转

基因产品的安全性认知有关。

该团队追溯了我国关于“转基因食品不安

全”的观点，发现部分是一些非专业人士的“科

学”发现，这些发现均与事实及专业理论相悖，部

分观点是杜撰的谣言，也有一些隔行学者的观点

则是在误导公众。“这些谣言长时间在社会上传

播，未能得到肃清，误导了广大消费者和公众，使

转基因生物安全陷入了无谓的非科学争论陷

阱。”胡瑞法说。该团队研究表明：有关转基因技

术安全性的结论早在该技术商业化批准之前就

存在，这些结论是重组DNA技术安全性的延续

和发展，是根据分子生物学发展和有关农产品安

全的一系列检测标准检测基础上得出的。

“在现有科技水平已证明该技术是安全和有

定论的情况下，激烈的争论是无意义、违背科学

的，还会助长谣言的流行，误导广大消费者并可

能影响到政府的科学决策，会使国家丧失了抢占

生物技术研发国际制高点的机会。”胡瑞法说。

胡瑞法建议，政府应制定相关法规，规范

互联网等传统和新型媒体有关科学问题的讨

论，杜绝谣言产生与传播，使网络媒体在对科

学问题的讨论上回归科学理性，我国应推进转

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抢占转基因技术制高点。

专家表示：转基因讨论应回归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