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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2.7%
科技日报讯（柯弦）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消息，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铁路建设的决策部

署，在国家有关部门和各地方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中国铁路总公司以中西部地区铁路为重点，全面加

快铁路建设，各项建设任务顺利推进。

今年 1 至 6 月份，国家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651.3 亿元，同比增长 12.7%；新线投产 2226 公里。6

月份，沪昆高铁新晃西至贵阳北段、郑焦铁路、合福高

铁等三条铁路相继开通运营，我国高铁运营里程超过

1.7万公里。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根据目前

的工作进度和下半年铁路建设的计划安排，经过努力，

年内可以实现全国铁路投资和建设目标。

北京铁路局多举措应对连续强降雨
科技日报讯 （和平 周碧海）7 月 16 日晚，北京地

区普降暴雨。北京铁路局管内京原、丰沙、京承、京九、

京广、京沪、京通等线连续降雨量超过 50 毫米的站点

达 143 处。该局立即启动Ⅰ级红色防洪预警，安排专

人现场盯控，并备齐备足抢险机具，做好雨中旅客乘降

服务，确保铁路运输平稳有序。

7 月 16 日至 21 日，北京城区及西部普降大到暴

雨，局部地区大暴雨。连日来，北京局全体人员进入一

级防洪状态，结合卫星云图、雷达动态图和降雨实况，

接连发布 1 个降雨红色预警、4 个降雨黄色预警。7 月

17 日，该局主要领导还在第一时间赶赴降雨最集中的

丰沙线 24 公里Ⅰ级防洪点、雁翅、京原线云居寺等地

包保区域，冒雨检查设备，抢修水毁设施。同时，该局

在加强对旅客雨中乘降组织，做好因大雨晚点列车信

息的发布的同时，还采取工务系统启动应急预案、车务

系统加强管内防洪危险地段值守及巡视、实时监控线

路设备状况等措施，确保行车安全。

沈阳车辆段畅通职工诉求渠道
科技日报讯 （毕昆）沈阳车辆段搭建起各级干部

与职工的“连心桥”，畅通职工诉求渠道，做到职工有问

题有处询、困难有人帮、难题有人管。

这个段印发了 5000 张职工诉求联系卡，公开段

长、党委书记手机号、互联网邮箱、微信号，公布段维权

电话、职能科室电话，发至每名一线职工手中。在班组

设立《职工诉求登记簿》，职工有诉求随时填记。建立

了段、科室、车间三级职工诉求问题库，明确责任部门、

责任人、解决措施、完成时间。今年以来，共接到职工

诉求信息 42条，及时进行解决和解释。

苏家屯站精打细算过紧日子
科技日报讯 （王福明 张嘉晨）苏家屯站树立“节

约就是增收”的理念，制定成本核算管理办法，从节约

一度电、一滴水、一支笔、一张纸做起。

这个站将成本核算指标分劈到车间、班组，实行

“以旧换新”、“丢失赔偿”制度，杜绝浪费和重复领用现

象，办公用品实行限额包干使用，文件打印、印刷一律

使用双面。开展减速顶维修技术攻关活动，全力修复

待报废处理的减速顶，今年以来共维修油缸总成 462

台，维修壳体 63台，共节约资金 3.5余万元。

科技日报讯（邓旺强）7月 22日，香港铁路有限

公司正式发布公告，称其做出历来最大的铁路车辆

投资，向中国中车旗下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购买 93列（744辆）地铁列车。这不仅是港铁史

上最大规模的车辆采购，也是中国境内诞生的最大

一笔地铁车辆订单。

香港地铁网络平均每周日乘客量超过 540万人

次，是乘客密度最高的世界级铁路系统之一，并在安

全、可靠程度、顾客服务及成本效益方面表现卓越，

被公认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铁路系统。作为全球最成

功的地铁运营商之一，港铁公司对车辆制造商的选

择极为严格，为世界上地铁车辆准入标准极高的市

场。此次青岛四方股份成功中标，标志着国内企业

再次在国际招标中成功打入全球高端地铁市场。

该批地铁列车将用于香港市区的地铁线路，全

面取代现行观塘线、荃湾线、港岛线及将军澳线的第

一代列车。预计首列车将在 2018年交付，2023年将

交付完所有 93列车。

港铁行政总裁梁国权表示：“这是港铁公司历年

来最大的新列车订单，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投资，以维

持我们世界级水平的铁路服务。我们将继续致力为

乘客提供安全、可靠及方便的列车服务。”

据介绍，这批列车将配备更先进的运作系统和设

备，并具备一些新的功能。如采用新一代的照明系统，

加强空间感；引入新的动态路线图，为乘客提供更多资

讯；改用环形扶手杆，令更多站立的乘客可以在车厢内

紧握扶手；吊环扶手将采用较软的物料，符合人体工程

学和时尚的设计，令乘客紧握扶手时更为舒适。

中国中车获史上最大地铁订单

“赞！”坐在开往乌鲁木齐的动车上，品尝着吐鲁

番的杏子，台湾客商李敏芸和同伴齐齐竖起大拇指。

沿丝绸之路考察“一带一路”带来的商机，兰新

高铁留下的印象让她尤为难忘：“原以为动车是老旧

的车厢，没想到这么宽敞、漂亮，比摇摇晃晃的旅行

车好多啦。”

兰新高铁开通运营半年多来，已运送旅客超过

200万人次，日均运送旅客超过1万人次。从好奇到平

淡，高铁像微信一样，悄然融入新疆各族人民的生活。

跟着高铁去“淘金”

一条高铁，串起了瓜果飘香的“丝绸之路”，也铸

就了新疆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的新引擎。

6 月下旬，新疆诚欣泰商贸有限公司经理孙晓

光从乌鲁木齐赶到了哈密货运中心。“今年煤炭市场

不景气，生意不好做。”听说铁路推出了集装箱运输

煤炭的业务后，他眼前一亮,“集装箱装煤损耗少，运

费便宜，从哈密发煤炭前景不错。”坐着动车，他白

天谈好生意，晚上就可以赶回乌鲁木齐。

有了高铁，新疆城与城之间动辄 200 公里以上

距离不再算个事儿。滚滚人流、物流跟随高铁开辟

出的经济新版图涌动。

“高铁成了哈密的新名片，来这里发货的外地客

户越来越多。”哈密货运中心党委书记邢杰感慨。

过去，由于兰新线运能紧张，矿产资源、农副产

品资源丰富的哈密只能守着金饭碗发愁。兰新高铁

开通后，兰新既有线运能得到了充分释放，“敞开受

理、随到随走”。

5月份，仅哈密三道岭煤矿就发运煤炭 40万吨。

通则不痛。乌鲁木齐“一城独大”曾经是新疆城

市发展的痛点。兰新高铁的开通，构建了一小时、三

小时城市圈。从各自为战到携手发展，吐鲁番、哈密

与首府的联系愈发紧密。组团招商、产业升级……

沿线城市的发展脚步逐渐加快。

有了高铁，已有 9 万亩蔬菜基地的吐鲁番并不

满足，把蔬菜卖到首府，吐鲁番要打造一个覆盖全疆

乃至西北的“菜篮子”。

高铁为骨，城市有魂。在乌鲁木齐，高铁拉来了

一座新城：高铁片区。高铁新客站尚未开通，这个规

划面积 37.2平方米的新区却已是高楼林立。可口可

乐、大众等18家全球500强企业已在这里落户。42个

项目落地，总投资421亿元—高铁红利已提前释放。

在经济下行压力巨大的大环境下，兰新高铁的

开通运营为沿线地方经济发展带来了勃勃生机。

“任性”的高铁情结

“动车票卖完了，普速车还有票买不买？”

“算了，给我买一张高铁站票吧。”

这样的对话，经常发生。“有的游客就是认准了

动车。”吐鲁番北站党总支书记陈海涛表示理解。

方便的网络购票、在车站排队不超过半小时，高

铁的“公交化”开行让旅客免去了漫漫长夜排队的煎

熬。乌鲁木齐南站售票值班员张小霞发现，高铁催

生了赶车族，不少旅客经常是开车前二十分钟才来

取票或购票。

同城生活自高铁开始。在哈密上班的张先生是

周末动车族。“对象在乌鲁木齐，以前一个月也就能见

一、两次，有了高铁后，我们基本是周周见。”在网上定

好往返车票，小张的乌哈同城生活变得从容许多。

高铁，不仅让旅客在地面体验极速生活，也让飘

在空中的人们踏实落地。

“说是飞机到乌鲁木齐了，一备降就到了库尔

勒、克拉玛依、敦煌等地。”经常当“空中飞人”的王华

最头疼的就是遇到大雾天。每年的 2月、3月、11月、

12月是乌鲁木齐大雾多发季节。

1月 19日，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大雾弥漫，

上万名旅客滞留机场。在距吐鲁番机场不足 500米

的吐鲁番北站，铁路部门组织开行了动车专列，将

204 名备降滞留旅客摆渡回乌鲁木齐，开辟了铁路

与民航联手应对恶劣天气的新模式。

4月9日，国航在新疆地区正式推出“空铁联运”新

产品，乘坐国航实际承运乌鲁木齐出港航班并购买指

定舱位机票，可免费乘坐吐鲁番—乌鲁木齐的动车。

高铁串起甜蜜之旅

和乌鲁木齐当邻居，做乌鲁木齐的大客厅。如

今，这些规划逐步从纸面走向现实。

“从乌鲁木齐坐汽车来要 5、6个小时，一日游项

目难以留住游客。”交通的短板，让吐鲁番地区旅游

局长陈书国深有体会。

兰新高铁开通后，搭乘动车说走就走的回头客

让他看到了旅游业的春天。不到一个小时的高铁行

程，实现了“速来慢游”。吐鲁番也针对高铁特点设

计了内容丰富的一日游活动。

将高铁与旅游结合，变单纯送客到复合经营，铁

路与地方政府联手开发旅游市场，这在新疆尚属首

次。从 3 月 21 日到 29 日，“杏花旅游季”期间，吐鲁

番共接待游客 26 万人次，旅游消费 4160 万元，同比

增长达 174%。从新疆“第一春”到“第一鲜”，杏花、

桑葚、蔬菜打出了名气，吐鲁番借高铁填补了“葡萄

节”之前的旅游空白点。

乌鲁木齐铁路局积极与地方政府配合，推出了

“坐着火车游新疆”产品体系，先后开行“杏花专列”、

“桑葚专列”、“薰衣草专列”等涵盖高铁、普铁的旅游

列车共计 23 列，增开了周末动车。年内，路局计划

开行疆内旅游专列 100 列。截至目前，全疆铁路客

流同比增长 13.8%。

“旅游和铁路新业态结合促进了新疆旅游业回

暖，高铁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自治区旅游局

党组书记李冀东表示。高铁来时天地宽。半年间，

从陌生到熟悉,城市圈在生长，同城生活不是梦……

高铁曾经改变了过去，被高铁带动的，必将是未来。

兰新高铁开行逾半年：这条高铁有点儿“甜”
□ 吴 奇

青藏铁路风火山隧道换铺无缝线路
科技日报讯（王韬）7月 19日，被称为世界上

海拔最高的铁路冻土隧道——青藏铁路风火山隧

道换铺无缝线路，标志着青藏铁路多年冻土线路

养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青藏铁路风火山隧道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界

于昆仑山与唐古拉山之间，全长 1338 米，平均轨

面海拔 4905 米，隧道内含氧量只有内地的 40%。

隧道洞身全部位于冻土、冻岩中，地质岩层复杂，

集冰冻土、富冰冻土、裂隙冰、泥砂岩等恶劣地质

于一体。

青藏铁路公司克服高寒缺氧、施工难度大等

诸多难题，制订出科学严谨的施工组织方案，提前

将 500 米长的轨条焊接成 2000 米的长轨条，使用

换轨车在隧道内进行钢轨换铺施工作业，减轻人

工作业量，既保证了换轨施工的有序推进和高效

完成，又保证了列车正常运行不受影响。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

原冻土铁路，其中多年冻土区段长达 550 公里。

多年冻土是当初修建青藏铁路和运营期间线路养

修面临的难题之一。

建设期间青藏铁路冻土区段铺设的是 25 米

长的标准钢轨，列车与钢轨缝隙间的冲击不仅给

钢轨轨头和车轮造成很大的磨损，也给线路养护

维修带来一定难度。

青藏铁路公司为提高青藏铁路线路设备质

量，从 2010 年开始，在非冻土区段换铺无缝线路

的经验基础上，攻克多年冻土技术难题，在青藏铁

路不冻泉至望昆冻土区段铺架了 6公里无缝线路

试验段。

今年，青藏铁路楚玛尔河至通天河冻土区段

200 公里无缝线路换铺工作全面启动，拉开了高

原冻土区段大规模换铺无缝线路的序幕。

据了解，青藏铁路冻土区段的无缝线路换铺

是将原有普通钢轨更换为 500 米长轨，运用具有

世界先进水平的移动式气压焊焊接成长轨条，在

设计锁定轨温范围内以滚筒与撞轨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应力放散和轨道锁定，然后通过打磨、焊缝探

伤等技术，使焊接处与钢轨其他部位一样经久耐

用，从而消除各钢轨接头之间的缝隙，最终焊接成

无缝线路。

青藏铁路冻土区段换铺无缝线路，不但提高

了多年冻土区段线路质量，减轻职工高原地区劳

动强度，还消除了列车冲击钢轨接头所产生的“哐

当”声，提高了高原铁路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旅客

乘坐火车体验青藏铁路之旅时，将会感到更加平

稳、快捷和舒适。

7 月 17 日，我国在研的世界最大水陆两栖飞

机 AG600 在珠海开始总装，不仅填补了我国空中

应急救援装备的空白，也标志着我国大飞机项目

进入收获期。

记者在现场看到，历时两个多月的奋战，分别

由中航飞机西安分公司、中航工业成飞民机及成

飞、中航飞机汉中分公司、中航通飞华北公司制造

的该机中机身、中央翼段、机头、中后机身、后机身、

发动机短舱及支架等大部件已连为一体。

据悉，自 AG600 飞机 001 架中机身吊装上架

以来，中航工业通飞与各参研参制单位密切协作，

攻克了一系列难关，提前实现了 AG600 研制的阶

段目标，完成了机身三段调姿对接、起落架安装、

中央翼铰孔安装等工作，奠定了全面进入总装的

重要基础。项目总工程师王树哲告诉记者，为了满

足水陆两栖的特性，AG600机头上部是飞机座舱和

通舱结构，底下是一个双曲面的流线型船体结构，

既要保证水密性要求，又要实现机体的增压要求，

机头部件还要满足功能使用要求，设计和工艺制造

难度非常大。其制造难度高于传统的运输类飞机。

除了机头制造难度“爆表”，中机身的制造难度

也相当大。作为AG600整机综合性、复杂性最强的

大部件之一，中机身有起落架、机翼、断接和水箱等

难度颇大的设计结构。比如飞机用于储水的8个水

箱全部在中机身，这意味着这个部件内部需要有 8

个水箱门，如此大和多的开放空间，给飞机水密性

要求出了不少难题，其制造工艺和难度至少要比常

规工序多上一倍。因此，从铆接到防腐蚀材料的选

用，每一个环节都要满足水密和防腐蚀要求，还要

克服协调要求多、船体结构复杂、下侧空间狭小等

许多不利因素，最终部件要达到气密、喷水及灌水

水密三项试验均一次性100%合格才能过关。同时，

整个船体唯一的断接也在中机身，因为水陆两栖飞

机在起飞离水时，有了这种断接，水的黏合力才能

够下降，从而保证飞机离开水面升空。

而AG600中后机身、后机身的技术难度也不容

小觑。其具有机身段长度大、水动外形要求高、舱

门大开口等几个特点，全长 17.5 米，几乎占到整个

机体长度的一半；此外，其水动外形变化大，空间相

对狭窄，装配协调关系复杂，对铆接工艺、相关组件

协调提出了很高要求。AG600 中后机身承制单位

在研制过程中，相继攻克了大型机身蒙皮多层化

铣，多交点舱门制造、安装和协调，部件密封检测，

大部件对接协调等一系列科研、生产难关。

AG600大事记

2009年 9 月 5 日，AG600 飞机研制项目正式

启动。

2012年 5月 25日，AG600飞机总体技术方案

通过评审。

2014年 12 月 29 日，AG600 首个大部件中机

身在中航飞机西安分公司成功下架。

2015年 7 月 5 日，AG600 发动机短舱及支架

在中航通飞华北公司下架交付。

揭秘国产世界最大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其制造难度高于传统的运输类飞机

□ 本报记者 王月菊

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AG600不
仅是森林“灭火能手”，还是海上“救护高手”。甚
至还可以改装成为海洋环境监测和海洋资源探测
等“多面手”。

灭火能手：AG600最大载水量为 12吨，一次
汲水时间不大于20秒，单次加油最大投水量约为

370吨。既可单次齐投12吨水，也可以分批次投
水，并可为被困人员和其他灭火人员及灭火机械
开辟进出火区的安全通道。

救护高手：AG600低空巡航速度460千米/小
时，最大航程超过4000千米，其具有可达性、机动
性好，搜索范围广、搜索效率高，安全性高，装载量

大等优点。一次可救护50名遇险人员，最大救援
半径可达1600km，可覆盖我国大部分海域及专属
经济区，特别是我国海难多发的内海主航道。

多面手：AG600还可根据任务需要，通过加改
装任务系统，广泛应用于海洋环境监测、海洋资源
探测、海上运输等其他用途。其具有航程远、续航
时间长、水面起降性能好等特点，在我国海上监测
中可扮演重要的角色。

AG600：空中“多面手”

渝万铁路铺轨项目获业主奖
科技日报讯 （李慕和 何美霖）近日，渝万铁路有

限责任公司对中铁三局渝万铁路二标施工情况进行全

面检查，对该项目精心组织和规范作业流程给予了高

度评价，并获“绿牌”奖。

由线桥公司承担的重庆至万州铁路全线铺轨任务

西起重庆北站，向东北经江北、渝北、长寿、垫江、梁平

至万州北站，全长 247km。该铁路连接重庆主城区和

渝东北中心城市万州，是成渝地区铁路网主骨架线路，

也是郑州至重庆快速铁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

保 7 月 1 日之前顺利铺轨，项目部多次召开专题会议，

根据现场实际，领导班子精心谋划布局，合理组织分

工，确保了铺轨作业的提前进行。

“快旅慢游”渐成出游新常态
科技日报讯 （蔡栩 汪翰）来自南昌铁路局的消

息，进入暑期黄金旅游季，该局管内客流高度集中于热

门旅游景点城市，高速度、高频次运行的动车，助推动

车沿线景区“快旅慢游”热潮。

6 月 28 日开通运营的合福高铁，串起中国婺源最

美乡村、双世遗之上饶三清山、秀美武夷山和福州鼓山

等风景名胜，截至 7 月 17 日 20 天里，南昌铁路局累计

发送旅客 114 万人次，客座率达 83.4%；首次迎接暑运

“ 大 考 ”的 沪 昆 高 铁 杭 长 段 ，暑 运 以 来 客 座 率 达

82.1%。“从北京到武夷山只要 8小时，这种快在以往是

难以想象的。”7 月 9 日第一次到武夷山的北京游客李

茂全感受合福高铁开通带来的便利，“感觉武夷山的云

朵离我们都如此的近。”

借助合福高铁旅游热，龙岩火车站暑运前就做好

福州、厦门、龙岩三地旅行社团体游客调查，专门开辟

了旅游团进出站绿色通道，畅通团体游客进出站通

道。“仅今天就接待了 12个大型旅游团，乘动车返程。”

7 月 17 日龙岩站客运值班员邱筱春满头大汗忙碌着，

动车助催热游客体验“闽西老区红色旅游热”。

动车出行深受假日亲子游、亲水游、生态游的旅客

青睐，更是推波助澜于夏日旅游“风暴”,南昌铁路局在

客流高峰开行“假日动车”也成为新常态。为满足客流

高峰时段游客集中出行的需求，南昌铁路局将根据客

流实际，增加开行福州、合肥、武夷山、龙岩间的 4对假

日动车。

7月 23日，额哈铁路最长

的斜沟特大桥正在进行桥梁

的铺架作业。目前，额哈铁路

已经进入全线铺轨阶段。

额哈铁路东起内蒙古自

治区额济纳旗，途经甘肃省北

部，西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

密地区，全长 629 公里，是我

国铁路中长期路网规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计划于 2015 年

12 月 26 日正式开通，将进一

步提升新疆、甘肃、内蒙古资

源外运能力。

额哈铁路斜沟额哈铁路斜沟
特大桥顺利合龙特大桥顺利合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