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日报讯 （记者何晓亮）
清华大学近日展示了其引入的

首辆微循环纯电动公交车——

宇 通 E7。 据 悉 ，该 批 车 于 2015

年年底引入，共计 22 辆，现已投

入使用。首创绿色、智能化校园

交通项目。

据了解，清华大学“绿色校

园微循环电动车示范”项目首次

以纯电动客车为载体，面向大型

校园园区进行推广，且将采用国

家 863 科技创新成果——智能车

路协同关键技术。项目系统由宇

通电动车、配套充电设施、运营调

度平台、安全预警平台和信息服

务平台等组成，可支持绿色园区

微循环电动车系统运营指挥调度

和线路实时调整、多模式通信环

境下的安全预警、个性化定制出

行与信息服务等。

作为国内首个绿色校园交通

项目，该项目创新性大批量引用

纯电动微循环客车为校园公共交

通提供出行服务，不仅与清华大

学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建设绿色

大学”发展理念完全契合，还充分

符合了当前国家对低碳环保出行

理念的倡导。除在国内领先之

外，据调查了解，目前在世界范围

内，除清华大学以外，也还没有将

纯电动客车作为校园公共交通车

辆的高校。

不 仅 如 此 ，该 项 目 还 将 实

现智能车路协同关键技术集成

应用在清华的首次“落地”。据

了 解 ，我 国 于 2010 年 提 出 发 展

“ 智 能 车 路 协 同 系 统 ”，并 在

2011 年通过国家 863 计划立项，

该项目由清华大学等 10 家单位

参与，于 2014 年 2 月通过科技部验收。此前，该系

统曾在国内多个城市进行过现场演示，此次，该

系统将搭载宇通 E7，实现实际运营测试。宇通客

车将通过开放车辆控制总线系统，使“智能车路

协同系统”与车辆技术集成得以实现，创造国内

第一个把电动客车应用与“智能车路协同系统”

相结合的案例。

作为我国第一个将电动车运用于大学校园并最

终建成微循环交通系统的研究示范项目，该项目创

新性地将纯电动微循环客车运用到校园交通领域之

中，对于改善我国城市大型园区“最后一公里”出行

将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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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围绕着网络约租车的负面消息不断，有

些地方出租车与网约车司机之间矛盾升级，有些

网约车司机威胁乘客的人身安全。这表明，网约

车的便利，并不能掩盖其在发展过程中的弊病，

甚至于野蛮生长带来的社会危害。认清这一点，

就不难理解，“无序则狂”是对管理新政的呼唤，

这已经超越了传统出租车行业与新兴网约车之

间的竞争矛盾。

作为一个新兴行业，人们更乐见其能实现资源

利用最大化。但是种种问题不断暴露，乘客也不会

盲目地“一顶到底”。根本上，网约车发展不成熟不

是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借口，反而应该成为有关部门

强化管理的契机。同理，消费者也不会沉浸于短期

的利益，对于那些不可靠的司机、不规范的运营、不

考虑用户体验的服务，都应采取投诉、报案等方式

来予以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规范和制度层面

上管好网约车及其平台，在渠道和手段方面给消费

者更多地处理争端的可能性，才能让野蛮生长带来

的后果不至于蔓延。

有 法 可 依 ，是 让 行 业 健 康 发 展 的 最 有 力 保

障。无论是出租车还是网约车，人们接受并认可

所提供服务的差异化和便利化，已成为社会共

识，关键在于如何在行业发展与改革的空间里

“下好药”。如果说，露了一面却“爽了约”的《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是法规

保障的最大期望，那么，在政府监管部门、行业管

理者、平台运营方、司机和消费者之间取得“最大

公约数”，不仅不能再等，而且应该推动新政尽快

填补监管的空白。

不过，随着各类叫车软件的白热化竞争渐趋降

温，就价格体验出发的乘车选择发生了变化；而后，

出租车改革和网络约租车改革的相关规定开始对

外征求意见，一个良性发展的春天似乎可期待了。

同时，各地出台了网约车发展的意见，有的以鼓励

为主，有的则加强了打击力度，也对一些非法经营

的私家车进行了准入审查。实际上，消费者关心性

价比高的乘车体验，更关注安全可靠的出行保障，

也只会在“择其要”中用脚来投票。

改革发展的背后是利益，甚至是对既得利益的

撬动，这比任何一项工作都艰难，但也更值得下力

气去做。显然，“安全出行”的核心要义在于“安

全”，行业利益和运营者的个体利益在市场中充分

最大化时，请勿忘消费者的权益和社会的整体利

益。如此，才能让网约车的每一个参与主体都能

“无惊无险”。

网约车监管要有法可依
□ 何晓亮

自 2011 年 6 月 30 日第一声鸣笛至今，倏忽已过

5载。京沪高铁客流连连攀升，更以 5岁“稚龄”唱起

京沪间沿线交通出行主角，5年累计安全运送旅客突

破 4.5亿人次，一举成为全国高铁运营标杆。5年来，

京沪高铁运输安全持续稳定，旅客运量快速增长，科

技创新成果丰富，社会综合效益显著，实现了让旅客

“安全出行、方便出行、温馨出行”的目标。而位于京

沪高铁的最南端的上海虹桥站，是集铁路、航空、地

铁、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交通枢

纽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京沪高铁一路走来，成为

上海城市发展新地标。

日贡献运能3.6万余个席位

北京与上海分属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圈中

心，两地间交通效率对推动全国社会、经济发展都有

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京沪高铁通车前夕，上海至京

津地区每日仅有 1.58 万个席位，如今仅北京一地每

日就有席位 4 万余个，其中京沪高铁贡献运能 3.6 万

余个席位。

高铁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主要得益于社会经

济发展和公交化的开行模式。按照 2016 年“5.15”铁

路运行图，从 6:39—19：00 时,日均有 42 趟京沪高铁

列车从上海虹桥站发出（北京南、天津南方向 39 趟，

青岛方向 3 趟），平均 19 分钟不到就有一趟列车发

出，而最短的发车间隔仅有 5分钟。

高铁的“公交化”历程在上海虹桥站体现得尤

为明显，纵观上海虹桥站 5 年来的发展，2011 年京

沪高铁首发“7.1”运行图，上海虹桥站日常开行列

车 194.5 对，其后，随着哈大、沪汉蓉、杭长、合福、宁

安等高铁相继开通，直至 2016 年“5.15”运行图，上

海虹桥站已实现日常开行列车 253 对，较 2011 年增

加 58.5 对，增幅为 30%。如今的上海虹桥站，每日

运营时间内平均 2 分多钟就会有一趟列车驶离或

到达上海虹桥站，列车开行方向则覆盖了东北、华

北、华中、华东和华南等全国大部分省区，基本实现

了“公交化”运营。

旅客发送量“蛙跳式”增长

运能的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客流运量的攀升。

运营 5 年来，随着全国高铁网络的日渐成熟，上海虹

桥站开行的列车对数和通车方向的不断刷新，旅客

发送量同步实现了“蛙跳式”增长。2011 年，上海虹

桥站仅有京沪、沪宁、沪杭三条高铁，日均旅客发送

量在 6 万左右。到 2016 年上半年，上海虹桥站日均

客发近 14 万人次，单日最高纪录则超过 25 万人次，

分别较 2011 年增长 133%和 317%。可以说，高铁正

受到越来越多旅客的青睐。得益于此，高铁的拉动

和辐射效应，也因客流的增长而日渐显现。

如今的京沪间铁路运输，除高铁外，还有包括动

卧、特快、普快在内的各等级列车并存，可以满足不

同消费层次旅客的出行需求。从客流实际情况来

看 ，日 常 情 况 下 高 铁 日 均 客 发 8066 人 次 ，占 比

85.8%，动卧列车客发 627 人次，占比 6.7%，普速列车

客发 710 人次，占比 7.6%。5 年间从无到有，高铁逐

渐成为了京沪间陆上出行的绝对“主力”。

运行时间最短不到5小时

上海到北京间相距约 1300 公里，可谓“千里迢

迢”。1954 年首开京沪间列车，全程时间 36 小时 39

分。经数十年发展后，旅行时间被不断压缩，直至动

卧列车已可做到“夕发朝至”。2011 年，两地间的陆

上旅行迎来了革命性的变化，京沪高铁运行时间最

短不到 5小时，做到了千里京沪一日达。

京沪高铁重新定义了两地间的时空距离，也深

刻地改变着两地人民之间的交通方式，大包小包的

“搬家式”出行越来越少，轻装简行的商务一族越来

越多。今年 5 月 15 日京沪间加开夜间高铁后，每日

首班和末班列车间隔超过 12小时，上午出发，下午办

事，晚上返程的超快节奏出行也已成为可能。

购票乘车换乘全部网络自助化

随着高铁和科技手段的发展，铁路部门把“互联

网+”思路应用到客运服务中，相继推出了微信、微博

和 APP 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又在上海虹桥站推出

了免费 WiFi接入服务，并随后在整个上海铁路局范

围内推广，让旅客在候车之余轻松上网，获得更多服

务资讯。

作为全国设施最为先进的高铁车站之一，上

海虹桥站全站共配备自助取（售）票机 107 台，互

联网购票体验区 2 个，自助进（出）站检票闸机 222

台，客运自动扶梯 117 部、垂直电梯 42 部。在此基

础上，上海虹桥站按照“目之所及皆有指示”的标

准，构建了一套空中、半空、地面相结合的立体导

向系统，在全站 3 层站区张贴了 203 处地标指示，

标注中英双语提示和大致走行距离，并安装了 30

余 台 3D 智 能 指 路 机 ，可 以 打 印 路 条 进 行 实 景 导

航，无论是购票、乘车，亦或是下车换乘，旅客都可

方便地自助完成。

京沪高铁：陆上出行绝对“主力”
□ 本报记者 矫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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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效达人”为铁路增收

太原车务段晋泰达公司安海峰把握铁路货运政策新

规，提议推出了货车中门锁、“三晋快运”货物外包装物、粮

食编织袋、客票点等“涉铁”业务，在大宗货源低迷市场环

境下累计增收创效8000余万元。并带领公司人员积极开

拓电动出租车充电桩、快捷酒店等“非铁”业务。（张超）

开展安全用电宣传日活动

开鲁县供电公司在利牛广场开展了安全用电宣

传日活动。该公司领导班子、通过此次安全宣传活

动，营造了“安全用电，科学用电”的良好氛围，增加了

群众对安全用电知识的认知度，提高了群众生产安全

用电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客户撑起了安全用

电的保护伞。 （刘艳杰）

中铁二局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演讲比赛

为积极落实公司党委工作部署,搞好公司川渝片

区“两学一做讲堂走基层”活动,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工作落地生根。6 月 7 日,二公司川渝片区成功

举办“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演讲比赛。

（程晓明 任志和）

“创新”故事精彩在“墙上”

今年以来，太原北车辆段党委把增收节支作为重

要工作来抓，为激励干部职工积极参与降本增效工

作，该段党委把“创新故事墙”作为职工立足岗位搞小

改小革、技术创新和修旧利废展示的平台，将创新故

事征集评审日常化，适时更新，在段内形成了“大众创

新”的良好氛围。 (柳伟 李佳)

逐步推进“安全生产月”活动

国网扎鲁特旗供电公司全面启动安全生产月活

动，该公司紧密围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活动主题，在

公司调度大楼展示安全生产月宣传展板和挂画，并在

大楼 LED 大屏播放《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盘点》等

光盘。过往职工驻足观看，讨论学习，营造出了良好

的安全文化氛围。 （张黎明）

55年用心抒写安全画卷

建于 1961 年的介休车务段介休站甲班甲调是

南同蒲铁路上的一个普通生产班组，从第一任调车

长梁增荣到现在的第二十二任调车长贾学勤，甲班

甲调已经传承了整整 22 代、55 年。“一花独放不是

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这 55 年，甲班甲调实现安全

生产 20000 天，保持着调车班组无责任事故最高安

全天数。

（刘涛）

积极开展安全用电宣传

为普及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提升企业事故防范能

力和安全水平，加快推动安全发展城市建设，近日，国

网扎赉特旗供电公司组织工作人员与安监局、交通局

等政府部门联合，在人流涌动的扎赉特旗电影院广场

开展了“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活动，普及安全用

电知识。 （相韶华）

“检修设备我们自己来”

5 月 31 日上午，太原北车辆段会议室内，该段领

导班子与各车间负责人正围绕增收节支热烈讨论

着。在开展“转观念、闯市场、增效益”主题教育活动

以来，该段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极大地被调动了起来。

能修不换，能自己修不外修，这些检修“大活”我们自

己来，已成了该段的共识。 (柳伟 李佳)

变配电所亭设备的高级“诊疗师”

由大同西供电段高级工程师李学山研发的“变配

电所保护回路的传动试验装置”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该装置是为检测各变配电所亭数百条电路完整

性、可靠性的重要传动试验装置，填补了电气传动专

用试验仪的市场空白。 （王子臣 刘越）

锡林浩特车务段“两学一做”教育全覆盖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开展以来，集通铁路锡林

浩特车务段党委针对锡乌线偏远站区网络不通，信息相

对滞后的实际，制作漫画PPT课件，将党章党规、系列讲

话通过漫画的形式展现出来，通俗易懂，化繁为简，让不

同层次不同地域党员的学习教育全覆盖。 （张文国）

原平工务段技术创新降成本

今年来,太铁原平工务段请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专

家开展“钢轨廓形打磨”讲座，掌握钢轨廓形打磨原

理、作用及方法。上半年对伤损程度较低、可再次使

用的钢轨进行打磨、切割、整修，作为备用轨再次利

用，在施工中使用了 67 对再用轨，节约资金 70 多万

元。 （韩逸群 周怀生）

“技改能手”小发明方便现场作业

太原车务段寿阳站安技室主任吴江，针对外勤助理

值班员在现场接发列车等作业过程携带备品过多实际

问题，研发制作了“外勤助理值班员多功能腰带”，可以

收纳涂打标记的石笔、G网手持台等所有备品。该发明

已被推广到了段货运、调车等外勤工种。 （张超)

科技日报讯（记者矫阳）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画面，挟风带雪扑面而来，将人带入

那片神奇而严酷的高原，带到了那艰苦卓绝的天路施工战场。7月 1日，由中国西藏

文化与保护发展协会首次与中国铁建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暨青

藏铁路通车 10周年图片展，在中国铁建大厦一楼大厅开展。这是青藏铁路精神的直

观展现，更是献给中国共产党 95岁生日的最美礼赞。

青藏铁路是“新世纪四大工程”之一，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建设者用跨越 50年

的时间，克服了生态脆弱、高寒缺氧和多年冻土三大世界铁路建设难题，终于在 2006

年 7 月 1 日建党 85 周年之际将其建成通车。青藏铁路安全运行 10 年来，运送旅客

1.15亿人次、货物 4.48亿吨，推动西藏 GDP突破 1000亿、年均增速超 10%。

全长 1956 千米的青藏铁路，一期工程由铁道兵修建，二期工程仍全部由中国铁

建勘察设计，并承担全部海拔 4900米以上的最艰险工程。延续半个多世纪的青藏铁

路工程成为铁道兵精神延续传承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承载体。

本次图片展共展出图片 365幅，美术作品 76幅。作品不仅展现了党和国家领导

人关心关怀青藏铁路，铁道兵历经艰险修建一期工程、二期工程，中国铁建建设者克

服“世界三大难题”、铁路畅行高原的珍贵画面；青藏高原雄奇壮美的自然风光、淳朴

自然的民俗风情以及铁路通车以来给西藏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藏汉儿女和

谐一家的美好图卷；还展现了中国铁建人传承青藏铁路精神，10年来坚守高原，将天

路延展成幸福路网的动人场景。雄浑博大的巍巍昆仑、广袤荒寒的可可西里、金戈

铁马的施工酣战、魏然耸立的建设丰碑、民族联欢的盛大锅庄、万物共生的和谐画

面，既让人壮怀激烈、由衷钦仰，又让人悠然神往、感慨万千。

据悉，此次图片展出将持续到 7月 16日。

精选历史图片 365幅，美术作品 76幅

青藏铁路通车10周年图画作品在京开展

时速达120公里/小时
国内最快地铁线深圳开通试运营

科技日报讯（韩国瑶）6月 28日，深圳地铁线网

再增添新成员，由中铁电气化局参建的深圳地铁 11

号线正式开通试运营，该线路连接了市中心、机场和

深圳西部地区，最高时速达 120 公里/小时，是目前

国内时速最快的大编组地铁。

深圳地铁 11 号线起于福田枢纽站，止于莞深

交界碧头站，正线全长 51.9 公里，共设 18 座车站，

其中地下站 14 座，高架站 4 座，DC1500V 架空接

触网牵引供电制式。列车采用 8 节编组列车，其

中 2 节设为全坐席机场专用商务车厢，是国内首

条拥有商务车厢的地铁线路。市民自市中心区

乘坐地铁仅 29 分钟便可抵达机场，还可在线路所

有换乘车站和机场站的 LED 动态显示屏查看航

班信息。

中铁电气化局深圳地铁 11 号线项目经理王

卫 东 介 绍 ，11 号 线 供 电 系 统 首 次 采 用 了 SVG 无

功补偿装置，极大提升了功率因数，有效改善了

能 耗 效 率 ，为 保 障 乘 客 安 全 、践 行 节 能 环 保 理

念、降低综合能耗、保障列车平稳运行起到了重

要作用。

历经 4 年建设，如今，深圳地铁 11 号线顺利开

通，增进了穗莞深港多地合作，促进了前海开发，加

速了特区一体化，也完善了轨道交通网络，成为了深

圳市东进西联的骨干交通线路。

2016年铁路暑运启动
预计发送旅客5.6亿人次

科技日报讯 （柯文）来自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

从 7月 1日起至 8月 31日止，为期 62天的 2016年铁路

暑运启动。暑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5.6 亿

人次，同比增加 5550 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 903 万人

次，增长 11%。

近年来，随着铁路建设加快推进，我国铁路网规

模不断扩大特别是高速铁路网完善成型。截至 2015

年底，我国铁路运营里程达 12.1 万公里，居世界第二

位，其中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 1.9万公里，居世界第

一位。因此，我国铁路运输能力大大提高。

今年，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出行需求，

铁路部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国铁路于

5 月 15 日实施了新的列车运行图，加大京沪、京广、

沪昆等高铁线路开行密度，增开“朝夕”高铁列车、

地级市间始发终到普速列车和中西部地区旅客列

车，铺画 69 条旅游专列运行线，铁路客运服务供给

的品质和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旅客出行更加方便

快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