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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成功发射的两颗新一代北斗卫星，在

速度、精度、重量等指标方面均优于以往发射

的“老北斗”。此间专家表示，新一代北斗卫星

之所以“更上层楼”，主要在于自主可控、高智

能和国产化率。

7 月 25 日，中国以“一箭双星”的方式成功发

射第 18、19颗北斗导航卫星。经过十余天的太空

旅行，双星首次搭建星间链路，第 19 颗北斗导航

卫星通过星间链路，由第 18颗北斗导航卫星顺利

接收并传回第一帧星间遥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在 8月 11日对外发布了这一消息。

北斗导航卫星系统总设计师谢军表示，这

意味着中国成功验证了全球导航卫星星座自主

运行核心技术，为实现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奠定

坚实基础。

星间链路用于实现卫星间的信息传输和交

换，由此实现北斗卫星全球系统自主导航，提高测

定轨道和授时精度，减少对地面站的依赖。“星间链

路功能让星与星之间实现了通信、测距，进而大大

提升导航系统的自主可控能力。”北斗导航卫星总

设计师王平说。

谢军进一步解释，北斗双星想要冲出亚洲、走

向世界，必须对空间环境进行灵活应变，保持卫星

与地面、卫星与卫星之间的互联互通。根据官方部

署，继 2012 年底正式向亚太大部分地区提供运行

服务之后，要在 2020年左右建成由 5颗静止轨道卫

星和 30 颗非静止轨道卫星组成、覆盖全球的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

实现北斗双星在太空“握手”并非易事。专家

称，既要在浩瀚宇宙为两颗小小卫星修建“高速公

路”，又要通过自主导航技术让“北斗星”们操着同

样的“语言”进行对话。一方面是硬件联通，科研团

队提出混合型新体制星间链路方案，形成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星间链路网络协议和系统方案的

设计，攻克了空间相控阵天线等技术难关。另一

方面是软件互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部

从 2000 年开始开展星座自主导航技术研究，独立

自主研制出星载自主导航软件。

此外，首次出现的“综合电子分系统”被称为

“超级管家”，实现了对所有分系统健康运行的监

管，与区域导航卫星的数管分系统相比，不仅减重

达 30%，信息集成度还大幅提升。

据了解，这两颗新一代北斗卫星不仅有“智

力”，还有一副好“体格”，均是首次采用全桁架式

卫星平台。谢军表示，这种平台满足直接入轨一

箭多星发射的苛刻要求，使卫星内部有效载荷布

置得更为集约，“有效面积高，安放设备的效率更

高，兼容性更好”。

更令外界惊讶的是，两颗新一代北斗卫星部

件国产化率提高到 98%，关键器件和部件全部实

现国产化。比如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心脏”之称

的铷原子钟，新一代高精度铷钟是一颗“中国心”，

其定位、测距和授时等功能更加精准，全面替代了

国外产品。

王平坦言，一般新研制的卫星采用的技术

中，新技术能占到 45%已属不易，而此次北斗双

星的新技术、新产品占到全部产品的近八成。他

说，这得益于“十二五”以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启动的“航天器元器件自主可控工程”，该工程

形成了覆盖未来 5 年需求的 20 类、近千项元器件

型谱框架。

专家表示，北斗团队未来将继续坚持联合创

新模式，加快推动北斗导航卫星国产化，确保为全

球用户提供更好服务。 （据中新社）

自主可控、高智能和国产化率

中国新一代北斗卫星“更上层楼”
□ 张 素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

2014 年 8 月 15 日，青藏铁路延伸到了美丽的日喀

则。作为青藏铁路的延伸线，拉日铁路被誉为雪

域新“天路”，开通运营一年来，犹如一条飘向喜马

拉雅的哈达，开始续写“天路”新的传奇！

串起西藏的“旅游珍珠”

日喀则地区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拉日铁路

通车运营后，开辟了一条拉萨至日喀则的旅游大

通道。

拉日铁路安全、方便、快捷的运输优势和沿线

优美的自然风光，打造了一条旅游精品线路，吸引

了更多游客乘火车到日喀则旅游观光和踏幽访

古。2 个多小时的行程，让游客们实现“速来慢

游”，形成了拉萨至日喀则一日游的新模式。

据日喀则旅游局统计，2014 年日喀则市接待

国内外游客 310万人次，旅游收入 28.4亿元，比拉

日铁路未开通前的 2013年分别增长 36%和 24%。

截至今年 7 月 31 日，拉日铁路共运送旅客

62.65万人次。7月 27日，日喀则站发送旅客 2128

人次，创单日发送旅客历史新高。

青藏铁路和拉日铁路有效串起沿线及周边各

景区“珍珠链”，成为西藏旅游发展的新“引擎”，仅

去年，西藏就接待国内外游客 1500 万人次，增长

了 20%，西藏旅游收入由 2005年的 19.4亿元增加到

了 2014年的 204亿元。

区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一带一路”建设催热日喀则“全面开放”。拉

日铁路打破了制约日喀则交通“瓶颈”，给日喀则

实施的“特色经济发展战略”“全面开放战略”带来

强大动力支撑。

青藏铁路和拉日铁路不但降低了进出藏的物

资运输成本，而且极大地促进了西藏工业产业加

快发展。去年，西藏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值达

336 亿元、495 亿元，比 2013 年分别增长了 4%和

12.6%。

拉日铁路的开通运营，为日喀则当地群众增

加 300 多个就业岗位，铁路附近村民在车站做起

了 保 洁 、保 安 、装 卸 及 护 路 工 作 ，每 人 月 收 入

2000 多元。

随着日喀则西站到达货物量的不断增大，车

站附近坚孜村和白久轮布村组建了有 40辆汽车的

货物运输队，祖祖辈辈依靠农牧业为生的村民开

始做起了运输生意。

“看着日喀则西站的货物越来越多，我们村

一合计，索性成立了自己的运输车队。”货物运

输队负责人扎西笑着说“如今大伙儿的收入翻

了几番！”

高原客运服务赢得赞誉

一年来，青藏铁路公司抓细节、抓标准、抓特

色，不断提升高原铁路客运服务工作水平，赢得了

旅客们广泛赞誉，叫响了“天路服务使者”、“雪域

格桑花”等服务品牌。

客运列车为旅客提供藏语、英语、哑语三语服

务，广大列车乘务员已成为国内外旅客语言交流

的“小翻译”、民俗特色和景点介绍的“小导游”、熟

知路航时间的“小电脑”、介绍防止高原病和处置

常见病的“小医生”。

一枚枚为重点旅客悬挂的“小红心”，总是让

人眼前一亮。西宁客运段拉萨第二车队党总支书

记贾廉洁说“红心代表爱心，用‘红心’作标志，是

为了让每一名列车乘务员经过车厢时，都能第一

眼看到重点旅客在什么位置，以便主动上前提供

服务！”这些人性化、特色化的服务方便着旅客，温

暖着旅客。

日喀则车站以旅客满意为标准，结合民族地

区实际，对当地旅游资源、人文景观、民俗风情和

高原病防治等方面知识进行宣传讲解。在售票窗

口、候车室和进出站口等场所安排藏族职工，方便

与藏族旅客沟通交流。

打造绿色环保高原铁路

拉日铁路不仅是一条生态环保铁路，更是一

条绿色人文通道。青藏铁路公司积极借鉴青藏铁

路环保工作经验，努力把拉日铁路建设成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文明型高原铁路。

拉日铁路采取以桥带路的方式，避免对所经

过的自然保护区环境的破坏；沿线车站和线路区

间路基采取了乔、灌、草结合的绿化措施；对工程

施工中形成的取土场地，进行土地整治和植被恢

复；沿线车站采取太阳能采暖和电采暖系统等清

洁能源，使拉日铁路成为了青藏高原又一条“绿色

铁路”。

拉日铁路上运行的客车全部为全封闭的 25T

新型客车车体，列车上装有先进的压缩式垃圾收

集系统和污水收集系统，运行中产生的生活垃圾

和污水、污物，通过拉萨站和日喀则站的吸污设备

和垃圾车，集中收集处理。

拉日铁路全线已建成 7 个污水处理站，采用

SBR（序批式间歇活性污泥法）和 MCR（膜混凝反

映器）工艺，确保处理后的生活污水符合国家标

准。沿线各站区设置了密闭式垃圾箱，生活垃圾

清运至垃圾处理厂处置，实现了地面和列车“零污

染、零排放、绿色作业”的目标。

飘 向 喜 马 拉 雅 的 哈 达
——拉萨至日喀则铁路开通运营一周年纪实

□ 王 韬 马 文

沈丹客专将于 8月 30日开通运营

为确保沈丹客专8月30日开通运营，沈阳电务段组成技
术验收组，对管内沈丹客专信号设备进行平推式检查，逐台设
备、逐条配线、逐个端子地排除安全隐患，确保万无一失。图
为这个段职工正在检查高铁电热设备箱盒的内部配线。

张智勇摄

呼铁局积极开展铁路集装箱运输
科技日报讯（唐哲 刘锦波）呼铁局充分发挥集装箱标准

化程度高、装卸作业快、货物安全性好的优势，成立了集装箱、

集装化项目工作组，定制集装箱重车钟摆式运输方案，为全面

开展集装化运输打下坚实基础。

利用集装箱箱源充足的有利时机，加强对周边企业、工厂

的集装箱班列运输组织，准确掌握企业生产、销售及仓储情

况，详细了解白货运输流向，组织有效装车货源。发挥价格优

势吸引企业增加自备集装箱使用，并新增集装箱办理站（专用

线、专用铁路）13个。在晋丰元、虎石等装车基地开展块煤入

箱业务，通过协调建立总费用平衡机制，做到两地发运到港价

格一致。同时，不定期组织集装箱箱主、货主，物流园、专用

线、到达站、港口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最大限度为客户提供

便捷服务。

截至目前，上半年该局集装箱办理站（专用线、专用铁路）

已达到 37 个，完成铁路箱装运块煤 6264 标箱，自备箱装运块

煤完成 12212标箱。

铁路一线筑牢暑运安全防线
科技日报讯（白玉姝）暑运期间，为了有效应对不良天气

风险隐患，全面确保行车安全，大连机务段制定了系统负责、

逐级负责、主管负责和包保负责的暑运工作措施，坚决做到不

触红线，守住底线，卡控一线，全力确保暑运和汛期行车绝对

安全。

这个段成立添乘包保、现场测查两个工作组，重点指导检

查职工标准化作业、岗位作业流程及标准落实、劳动纪律和安

全作业防护制度落实等 25项关键工作情况，重点检查考核违

反劳动作业纪律和作业流程及标准的行为，发现问题严肃追

责，促进现场作业规范化。8 月 4 日，大连整备车间四班严格

落实整备作业轮对检查标准，检查发现 SS9 型 0025 机车右 2

轮轮毂一处 230mm 裂纹，及时有效防止了一起机车走行部重

大事故，得到沈阳铁路局的嘉奖和表扬。

经中铁五局敦格指挥部 500多名干部职工 3年多时
间，7月 30日，我国又一条高原铁路、国家重点工程——
马站至饮马峡站全段开通，至此敦格铁路马格段全长
364公里铁路干线全部贯通。该线与西格线格尔木站相
接，结束了沿线不通火车的历史。

马海至饮马峡站开通段，全长77.48公里，由中铁五
局机械化公司担负路基施工，六公司担负铺架施工。管
段位于甘肃省与青海省交界处，地形以戈壁、山区为主，
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是整个敦格铁路施工难度最大的
标段之一。马海至饮马峡站段是马海连接西宁与格尔木
市的大动脉，2012年12月18日开工建设，设计为I级单
线电气化铁路并预留复线条件，投资总额约 15.6亿元，
建设工期4年。

施工中，中铁五局敦格段曾成为3个标段的观摩点，
并被敦格铁路指挥部列为施工样板段，同时，以过硬的施
工技术和精细化管理水平，项目还曾获得了信誉评价第
1名的好成绩。 谢永彬 龙文摄影报道

敦 格 铁 路 马 格 段 全 线 贯 通
科技日报讯 （张伟明）8 月 8 日，昆明至上

海 K740/39次“德宏号”文化旅游列车在昆明火

车站正式首发，这是云南省开出的第 7 趟民族

文化列车，是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

步示范区的又一重要举措。

这趟列车从昆明出发，终到上海，途经云

南、贵州、湖南、江西、浙江、上海 5 省 1 市，运营

里程 2620 公里，单程运行时间 40 小时左右，年

输送旅客近 300万人次。

2012 年以来，昆明铁路局与云南红河州、

大理州、丽江市、临沧市等地方政府合作，先后

开行了红河号、大理号、丽江号、临沧号等 6 趟

民族文化列车，利用广播、视频、图片、宣传册、

民族歌舞表演等载体和形式，对云南民族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民族特产等进行宣传，列车运

行途经湖北、河南、河北、浙江、上海、北京等 10

省市，每年受众旅客在 1000 多万人以上，成为

了弘扬云南民族文化的阵地，展示民族文化风

采的移动长廊，为云南民族文化和旅游增添了

光彩。

今年暑运以来，在云南各趟民族文化列

车的推动下，大量游客纷纷前往云南旅游。

为满足游客出行需求，昆明铁路局日均开行

旅客列车 130 多列，提供运能达到 15.1 万座

卧。暑运以来截至 8 月 7 日，该局共发送旅客

462.9 万人，同比增长 7.9％；热点旅游线路大

理、丽江方向旅客列车累计运送旅客 116 万

人，同比增长 18.8％ ；昆（明）玉（溪）河（口）

线累计运送旅客 42.2 万人，同比增长 55.9％，

云南再涌旅游潮。

此次昆明铁路局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合作开行的“德宏号”文化旅游列车，将通过进

沪列车这一连接东南、辐射全国的流动长廊和

宣传平台，充分展示“孔雀之乡”德宏傣族景颇

族自治州的民族文化、自然风光、各色美景，提

升德宏的知名度、品牌度和美誉度，为德宏州旅

游文化产业走出云南、走向全国，辐射推动德宏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据了解，德宏州位于云南省西部，国土面积

11526 平方公里，总人口 124.5 万人，境内居住

着傣族、景颇族、傈僳族、阿昌族、德昂族 5个世

居少数民族，民族文化绚丽多彩、绿色生物资源

丰富多样，是南方古丝绸之路的要塞，是我国陆

地连接东南亚、南亚，走向印度洋的最佳结合部

和最便捷的通道。

云南“德宏号”文化旅游列车首发

烈日当空，热浪袭人，毒辣的阳光晒得人嗓子

眼冒火。

“42843次列车通过！”花旗营站助理值班员殷

超抹着额头的汗珠，向车站值班员汇报接车情

况。短短十几分钟室外作业时间，殷超身上的短

袖衫已被汗水浸透，紧贴前胸后背。当日，车站温

度高达 46℃。

花旗营站是上海铁路局新长车务段管辖的一

个小型线路所车站，位于宁启线林场至浦口北站

间铁路桥上。小站于 2004 年 2 月建成开站，衔接

京沪线南京、北京和宁启线扬州三个接发列车方

向，日均接发客车 26 趟、货车 10 趟，同时担负着配

合宁启复线繁忙的施工改造任务。

由于车站距离地面近五层楼高，职工每天都

要攀爬楼梯上下班，因此被职工们戏称为“空中小

站”。只要进入“空中楼阁”，这些小站职工就像鸟

儿一样远离地面，在空中工作生活。

暑天，“空中小站”就是一个“烤箱”，车站每天烈

日暴晒时间近10个小时。登上小站，灼人的热浪迎

面扑来。在毫无遮拦的空中，道碴和钢轨在烈日暴

晒下散发出难忍的热量，钢轨面温度高达六七十摄

氏度，这样的“烧烤模式”将持续到末伏结束。

在这里，所有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备品都要通过

攀爬楼梯送上送下。当班职工一日三餐都是在地面

做好后，再登高送到岗位。大桥上没有厕所，职工方

便只能爬下大桥到地面解决。从桥上到地面需要攀

爬“之”字型楼梯，上下一次需花8分钟，这对接发列

车而言是一种干扰影响。在炎热的夏季里即使再口

渴，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数，他们也只能尽量少喝水。

职工每接发一趟列车平均需要 15 分钟，每一

次出务接车都是一次艰难的“烤验”。毒辣的阳光

将他们的胳膊晒掉了一层皮。“就像洗桑拿！每次

出务接车都是一身汗，一天中衣服湿了一遍又一

遍。”殷超指着工作服上的一圈圈白色汗渍说。

张志华是花旗营站副站长，为让职工能安全度

夏，他每天都要为职工准备绿豆汤、冬瓜海带汤、饮

料、西瓜等防暑用品，确保职工夏天不中暑、不生病。

“现在已经入伏多日，但更厉害的高温天气还

在后面。守土有则！我们车站虽小，但安全责任

一点也不小。天再热，保证铁路安全畅通是我们

的第一职责所在。”站长杨诗敏每天都要顶着烈日

巡视站区。

建站以来，风吹日晒，车来车往，花旗营站完

成接发列车 12 万余趟的重任，实现安全生产 4200

天的骄人成绩。随着中国铁路建设的发展，已经

12岁的花旗营站预计今年年底将完成它的历史使

命。宁启复线改造完成后，花旗营站将被取缔，永

远从中国铁路版图上消失。

高温下默默坚守的小站职工，一如铁轨上整

齐划一的道钉。他们流淌的滴滴汗水汇聚成铁路

建设发展中的朵朵浪花，他们烈日下的坚毅身影

绘就了当代一线工人的美丽身姿。

直面烈日的花旗营站，见证着中国一线工人

的劳动风采……

烈日暴晒下，桥面温度高达 46摄氏度，自来水管中流出来的水都是滚烫的；
毒辣的阳光将职工的胳膊晒掉了一层皮，一天中衣服湿了一遍又一遍——

直面烈日的“空中小站”
□ 许文峰

从一名普通的中专生，到全国铁道职业技能大赛中荣获

“全路技术能手”称号，并晋升为工人技师，34岁的陈黎明，历

经内燃机车电器检修岗位 11年的实践磨练，已成为白城机务

段内燃机车电器检修技术的领跑者。

2003 年 8 月，陈黎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沈阳铁路机械学

校内燃机车专业，被分配到白城机务段检修车间电器班组工

作。面对 DF4B、DF4D 等六种内燃机车车型复杂的电器电

路，与电路图逐一进行梳理对比并加以细化区分，并借助工余

时机穿梭在机车电器间，苦练基本功，使判断处理内燃机车电

器系统故障的能力得到了快速提升。

在 2012年春运期间，陈黎明在对一台东风 4c型内燃型机

车辅修作业中，发现机车总照明开关塑料外壳过热变形发生

短路造成线路烧损，立即查阅图纸及相关技术资料，弄清了问

题的原因。原来，由于总照明开关直接与蓄电池正、负端相

连，频繁的通断电流较大，产生塑料过热变形导致开关烧损，

继而引发短路和火灾。为此他提出加装跨线连接的建议，最

终杜绝了总照明开关因短路而发生故障的现象。十几年来，

经陈黎明亲手解决、处理的电器故障达到 278 件，没有出现

“旧病复发”的问题。

2013 年 10 月，大功率交流传动和谐内 5 型内燃机车配属

白城机务段，机车具有世界一流技术。陈黎明正式承担和谐

内 5机车检修任务。在工作中，他发现和谐内 5机车的柴油机

电子喷射控制、IGBT 牵引变流、微机控制系统、网络系统等

都是世界一流水平，自己从来未接触过。依现有掌握的专业

知识根本不足以应对机车的检修任务。

陈黎明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一头扎进了学习之中。积极

同南车售后服务人员交流，每遇到故障就把故障现象和处理

过程记在本子上，处理时多参与、多动手。

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陈黎明已经掌握了和谐内 5 型

机车各部件的检查标准和试验方法。在段、车间举办技术竞

赛中赢得了 9 个第一名。2014 年 8 月代表白城机务段参加沈

阳局职工岗位技能大赛，获得了“沈阳铁路局技术能手”称号，

同年 11 月，陈黎明梅开二度，在全国铁道职业技能大赛中荣

获“全路技术能手”称号。

陈黎明：内燃机车电器检修“大拿”
□ 姜海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