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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开行动车组列车 40 多万列，成功应

对 150多场风雪考验。随着哈大、盘营、沈丹、

丹大、吉图珲、京哈高铁承沈段、新通、哈牡等

一批高铁陆续开通，至 2018年底，东北高铁营

业里程近5000公里，占全国高铁的1/6。

2012 年 12 月 1 日，世界上第一条高寒地

区高铁——哈大高铁建成通车，2015 年实现

时速 300 公里“冬夏一张运行图”，从冰城哈

尔滨到滨城大连，最短运行时间压缩到 3 个

半小时左右。

6年多的运行，一系列技术难题被相继攻

克，科研人员总结摸索出一套高寒高铁维修

保障体系，为东北经济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提供强劲动力和坚强保障的同时，也为世界

高寒高铁的安全运营提供了很多借鉴经验。

依靠科技创新 哈大
高铁成功摸索出一套安全
保障体系

春运期间，记者来到中铁沈阳局集团公

司，深入铁路保障部门，记录下科技创新为春

运安全带来的新变化。

2018 年 12 月 1 日，这条穿越高寒地区的

高速铁路，全长达 921 公里的哈尔滨至大连

高速铁路开通运营 6 周年，实现了运输安全

持续稳定，旅客运量逐年增长，服务品质不断

提升，社会综合效益显著，为东北地区经济全

面振兴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作为我国乃至世界第一条高寒高铁，

在没有成熟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经过多

年的实践和摸索，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

限公司已建立起一整套应对严寒天气的安

全生产体系，破解多道严寒地区高铁养护

的世界性难题，全面掌握了高寒高铁的运

营和维护技术。

开通运营初期，哈大高铁实行冬、夏两张

运行图，分别按时速 200公里和 300公里两个

速度等级开行动车组列车。2015年 12月 1日

起，实行“冬夏一张运行图”，全年按时速 300

公里运行。经过 6 年的运营实践，哈大高铁

已形成集基础设施、移动设备、综合检测、防

灾减灾、应急救援为一体的安全管理体系，建

立了系统配套的高寒高铁安全保障体系，确

保了哈大高铁列车的安全有序运营。

哈大高铁地处我国高寒地带，由北向南

纵贯黑、吉、辽三省，进入冬季后风雪天气骤

增。目前，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形

成了一套应对严寒、冰雪天气的安全运营组

织措施，制定出冰雪预警处置措施，建立气象

灾害预警预报系统。

降小雪时，提前准备进路，启动电热道岔

除雪装置，对道岔进行加热融雪；降中雪时，

采用列车按站间间隔行车；降大到暴雪时，启

动道岔融雪装置和人工清扫“双保险”。

6 年来，全线共降雪 150 多场，依靠严密

的组织、科学的调度和有力的指挥，一列列

动车组穿越纷飞的冰雪，安全保障旅客出行

需求。

面对地域跨度大、设备复杂多样、作业空

间分散等诸多新的变化和管理难点，沈阳高

铁维修段在科技保安全方面进行了积极探

索，依托机械化、智能化、自动化、大数据等手

段，通过从“摸索”到“破解”再到“防控”的过

程，逐渐用科技手段构建起科技管控安全新

格局。

创新开发应用信息化
综合平台 高寒高铁安全
管理能力提升

走进该段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浓郁

的科技气息扑面而来。在 36 块 55 英寸电子

显示屏组成的幕墙前，当班人员正在工作台

前不停地忙碌着。“利用沈阳高铁维修段管控

互联平台，足不出户便能实时查看高铁设备

的各种参数。”面对着大屏幕，值班调度张连

坤满脸自豪地说。

建段之初，他们几乎是白手起家，“除了

办公用的电脑外几乎一无所有，要想实现目

前的各项功能，那时想都不敢想。”张连坤

回忆起高铁开通时的那段情景颇为感慨。

段里刚成立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时，只有

一个外部侵害监控系统，大部分工作要依靠

人工来完成，有些工作还得要等到“天窗”才

能进行。

管控互联平台是该段利用平安高铁、数

字高铁、集约高铁、和谐高铁 4 大系统、15 个

子 系 统 和 40 个 模 块 搭 建 而 成 的 大 数 据 平

台，实施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和队伍建设的

全过程管控。其中平安高铁系统突出作业

安全、设备安全、人身安全、外部环境安全和

应急指挥五大安全关键，“这样就实现风险

更可控、管理更规范、应急更有序的目标。”

张连坤说。

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大厅里建有 8 个

功能清晰、职责明确的安全管控平台。其中，

生产调度台负责工务安全生产管理系统运

用、自轮运转设备运行计划提报、线路动静态

数据分析和信息收集与传递；环境巡视台负

责高铁周边环境、上跨桥及附属设施和隧道

口等重点处所的视频巡查；防灾监控台负责

风、雨、雪、地震、异物侵限和气象信息的实时

监控；作业监控台负责沿线外部施工安全、轨

道车运行安全和工机料具进出网管理的实时

监控……

通过现场调研、自行研制开发、投入新技

术设备、学习借鉴先进经验等，该段将新科

技、新思路、新办法在安全生产中进行广泛推

广和应用。他们研发的工机料具进出网管理

系统和作业工机具雷达追踪仪，不但能实时

监控现场的作业情况，还实现工机料具进出

网比对、超时报警和管控中心远程监控功能，

确保每日上线作业不留隐患。

此外，该段对外单位施工处所安设了 24

小时移动视频监控装置，实时动态管控施工

风险。利用防护定位手机和现场视频监控设

备，实时查询监控人员定位和移动轨迹，实现

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与现场监控员实时可

视化对讲功能。

“高铁养护维修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借

助高铁标准示范线建设的有利契机，我们在

高铁安全管理、设备质量、品牌形象等方面继

续创优达标，力争将哈大高铁打造成全路一

流高铁。”该段段长马生描绘出这条高寒高铁

的未来发展愿景。

为世界首条高寒高铁拧紧春运安全阀

2019 年春运，中铁沈阳局预计发送旅客

27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5.5%。为了让旅客平

安、顺利回家过年，他们加大运力投入，在开

行 347对图定列车基础上，增开临客 67对，投

入春运的列车达到 414 对，为历年春运之最。

其中，动车组列车 231对，占比 56%。

在春运这样一个高密度、高频率运用的

特殊阶段，沈阳局是如何保证这 231对动车组

列车安全运行的？

沈阳动车段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动车组

运 用 和 检 修 基 地 ，共 配 属 时 速 300 公 里 的

CRH380BG 型 、CRH3A 型 、时 速 250 公 里

CRH5 型和时速 350 公里“复兴号”等不同型

号的高寒动车组 184 组，是全国高寒动车组

配属最多的动车段。在东北地区，要保证动

车组列车在春运中安全正常运行，起码要

“过五关”。

“低温严寒”是第一关。以沈阳为例，春

运 期 间 最 低 气 温 一 般 在 零 下 20 摄 氏 度 以

下。由于天寒铁脆，动车组走行部零部件易

出现故障。沈阳动车段副段长姜军介绍，他

们提前编制一、二级检修计划，重点加大对动

车组走行部万向轴、齿轮箱、悬吊件及制动系

统的深度检查，确保动车组走行部的安全万

无一失，同时充分利用“运行故障动态图像监

控系统”“车载远程数据监控系统”等高科技

手段，对动车组技术状态进行实时监控，做到

提前发现及时处理。

“风雪极端天气”是第二关。春运正是严

冬时节，东北地区降雪量大。沈阳动车段专

门制定了应急预案，一旦出现风雪天气，沈阳

动车段的应急预案就将大显身手：时时监控

动车组走行部积冰积雪状态，通过采取派技

术人员雪天上车添乘监听冰雪击打声音，定

点定位驻站现场查看动车积冰积雪情况，组

织专门力量使用专用工具对动车组进行库内

融冰除雪，准备热备车体随时待命，接续“冻

僵”准备替换下来的车体，以及限速运行等一

系列紧急措施，千方百计把冰雪天气对动车

组列车的影响降到最低。

“服务设施故障”是第三关。因为春运客

流量大，列车上的座椅、电茶炉、卫生间等设施

使用频率高，很容易损坏。为解决这一问题，

该段在春运开始前一个月，就对动车组车体的

客室空调、电暖气及上下水伴热系统逐车进行

重点整修，同时还成立车内服务设施专修组，

对这些旅客常用设施进行精检细修。

“临时故障”是第四关。由于严寒天气、

运用周期、客流增大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春运

中运行的动车组列车临时性故障比平时大

增，易出现列车晚点状况。对此，他们在“最

美铁路人”唐云鹏的带领下，组建了“120”春

运应急指挥团队，24小时坐镇指挥，一旦运行

中的动车组列车突发故障，即在第一时间组

织技术人员“综合会诊”，并安排技术骨干途

中上车，协助随车机械师共同处理。

“高效使用”是第五关。春运中，旅客出

行十分集中，动车组列车开行密度大，车体使

用频率高，这对动车组检修和运用质量提出

了更高要求。春运前，沈阳动车段提前对配

属的 184组高寒动车组全部完成“三级修”，进

行细致的“健康体检”，春运客流高峰时，这

184组动车组随时都能上线投入使用，做到了

“零备用”。

“过五关”动车安全上线有保障

在沈阳动车段，有“千里眼”TEDS设备来

代替人的双眼，“顺风耳”TADS 设备代替人

的双耳，“隐形手”THDS 设备代替人的双手，

这些高科技设备为动车组在严寒天气下的运

营提供技术保障。

“千里眼”TEDS设备是“动车组运行故障

动态图像检测系统”，主要功能是分辨动车组

车体及走行部外观差异。

“顺风耳”TADS设备是“动车组轨边声学

诊断系统”，主要功能是监听动车组高速运行

时的轴承异音，全方位监控动车组运行状态。

“隐形手”THDS设备是“动车组红外线温

度探测系统”，主要功能是对动车组轴承、齿轮

箱、万向轴传动部位、齿轮箱电机侧大、小齿轮

温度进行监控，对报警信息进行分析判断。

“这些高科技设备比我们人的眼睛、耳朵

和双手好用多了。”动态监测车间主任安剑指

着监控终端显示屏说，通过在轨边安装的线

阵高速摄像机和声学麦克风阵列，采集动车

运行途中的图像和音频信息，采用图像和超

声波识别、网络传输等智能模式，利用 TEDS

的“千里眼”清晰地分辨出运行时速 350 公里

动车组 0.5毫米的车体及走行部的外观差异，

TADS 的“顺风耳”能清晰分辨出动车高速运

行时的轴承异响杂音，及早发现转向架车轴

的轴承异常状况，而 THDS 的“隐形手”则是

通过远红外线对动车组相关部件进行探测。

据介绍，THDS 的“隐形手”与人手只能

感觉 2℃温差不同的是，这套设备能准确识别

出 0.1℃的温差，敏感程度高、反馈时间短，能

够有效避免动车组热轴、切轴等隐患的发生。

而这些故障信息数据的传输、汇总、研判

工作则是由沈阳动车段专门成立的由 90 人

组成的动态监测车间来完成，他们主要负责

管内 17个 TEDS探测站、2个 TADS探测站和

8个 THDS探测站检索分析工作，对发现的问

题实行日通报、周分析、月总结，最终实现保

障动车组运行安全。

动车组的“千里眼”“顺风耳”“隐形手”

2 月 22 日，正月十八，离春运结束还有不

到一周。上午 8 时 11 分，由沈阳北站开往北

京南站的 G218 次高铁列车从沈阳北站正点

驶出。这是今年铁路实施“新图”后，沈阳首

次开行一站直达北京的高铁列车，也是京沈

间运行时间最短的列车，只需 3小时 45分，旅

客就可以抵达北京，比线上运行的动车要提

前一个多小时。

沈阳局集团公司客运部副主任耿令乾介

绍，去年底京哈高铁承沈段、新通高铁开通运

营后，沈阳局运营里程达到了 13834 公里，其

中高速铁路 2909 公里。今年春运，他们统筹

高铁和既有线路能力，充分发挥东北路网优

势，不断挖掘潜力，加大运力投入，运力安排

创下该集团公司历年春运之最。路网更加完

善，车次更加密集，旅客不再集中于某一条线

路或者某一趟车，丰富的出行选择让归乡之

旅变得越来越简单。

与此相适应，春运期间沈阳局集团公司

加大科技投入，用高科技手段提升旅客的出

行体验，各类高科技产品陆续投入到春运中。

在各车站大面积推广自动取售票机、临

时身份证自助补办机、实名制自助核验闸机、

线上收款的基础上，他们联合支付宝为旅客

推出了“暖心红包”，通过扫描粘贴于车站的

二维码获取现金红包可直接抵扣车票费用，

为旅客送去实惠和快乐。随着一大批智能化

服务设施纷纷亮相各大车站，旅客仅凭手机

和身份证，就可以完成购票、取票、进站、候

车、换乘、出站等一系列环节。

密集的车次，更人性化的措施，即使在春

运客流高峰期，乘火车出行也变得简单轻松，

旅客外出的感觉“倍儿爽”。

在丹东火车站，“小兰智行服务平台”吸

引了很多旅客驻足。只要旅客有问题都可以

向身处大屏幕上的“小兰”问询，而“小兰”则

会通过智能语意分析系统，及时给旅客提供

最准确的答案。丹东站客运员徐丽姬说，“小

兰”不仅能为旅客提供这些基本的咨询服务，

“她”还会根据需要，如一些候车时间长的旅

客献上轻松的歌曲或舞蹈，带给旅客一个全

新的候车体验。

一部手机，就可搞定购票、候车、乘车等

一系列环节。沈阳局对各大车站进行智能导

航系统建设，旅客通过手机 APP 可以实现自

助进站、候车、换乘、出站位置引导，餐饮引

导，设施查询等信息服务。

沈阳北站等车站利用先进设备开展高

铁便捷换乘服务，乘坐高铁的中转旅客可根

据列车宣传和站台标识引导，自助集结到换

乘地点，由站台客运员验票后通过专用通道

进入候车室；也可以下车后通过手机预约中

转换乘服务，免去走地道、出站、进站、安检

等一系列重复环节，让旅客中转换乘更加方

便快捷。

长春站在南北进站大厅安检处各增设 2

套双维自动安检报警系统和 3 套人体智能快

速云安检系统，旅客通过人体智能快速云安

检门时，如携带疑似金属类违禁物品，新增安

检系统会红灯闪动，自动发出警鸣声音，液晶

显示器上会显示人体疑似违禁的位置。

大连站打造的“12306 互联网 e 站”，为旅

客解决不会网络订票和身份核验认证的问

题，并尝试为旅客提供“智能+”服务。通辽站

通过不断升级智能化退票功能，旅客可根据

语音及入口提示灯，将蓝色车票插入屏幕下

方的入票口，同时刷二代身份证，比对成功后

将票款自动退回购票时使用的银行卡、支付

宝等账号中，自助完成车票退款。

目前，包括去年底新开通的京哈高铁承

沈段、新通高铁在内的沈阳局集团公司 6 条

高铁 66 个车站全部增设了自助实名制核验

闸机，旅客持二代身份证“刷脸”即可进站。

沈阳站工作人员阴发武介绍，他们站新增的 7

台人脸识别机，300余列动车组列车实现了不

用换取纸质车票、持二代身份证自助进出站

检票，持二代身份证的旅客单人单次通过最

快只需 2秒钟。

“黑科技”让春运出行“倍儿爽”

“太清晰了！你还别说，这无人机真是厉

害，一会儿功夫就把我们一天的工作给跑完

了！”大年初七，刚刚上班的几名沈阳局长春

工务段员工围坐在显示屏前感叹道。

长春至珲春的城际铁路在长春工务段管

内有 50 公里长的封闭网和 5 座隧道，这个地

段山路崎岖，隧道又较为集中，安全防范风险

大，每次巡查往往需要两个人走上整整一

夜。而铁路沿线的巡查工作又只能在夜间的

天窗期才能进行，沿线的安全完全依托人工

巡检，这种传统方式虽有效但费时费力。

沈阳局长春工务段不断完善技防手段，针对

长春至珲春城际铁路50公里至59公里山区地段

山路崎岖的状况，引入多项技术和智能设备加入到

春运的保障工作中，而这款“天眼通”无人机就是一

名刚刚加入巡检队伍的“新兵”。巡查时，只见它上

下左右地盘旋行进，高空中抓取的画面在操控器屏

幕上清晰显示，缩放功能让地面上的一草一木清晰

可见，一个个画面让职工们赞叹着科技力量。

“寒冬的夜间巡检是最艰苦的，现在不用再

挨冻了，让它白天飞上一圈，一个小时就把整片

山区给体检了，沿线情况一目了然，突发情况也

能及时应用，咱又多了一名为高铁保驾护航的

‘新兵’”。长珲城际铁路巡检班班长齐永民说。

“山眼通”巡检线上一名“新兵”

近日，在中铁沈阳局集团公司举行的全

局车辆系统车辆故障应急处置演练比赛中，

吉林车辆段凭借自主研发的多种应急处置专

修工具，一举赢得团体总分第一、两个单项第

一的佳绩。

其中，他们研发的车轮转向器，可实现

360 度旋转一次到位，将作业时间由 4 分钟缩

短为 1 分钟，他们带来的加力扳手，更成为拆

卸螺栓螺母的“神器”，更换枕簧专修工具更

是在作业速度上遥遥领先。这些工具安全快

捷的使用效果得到了现场人员的认可，更在

赛后吸引各单位前来“取经”。

这些专修工具可是这个段科技保安全、

快修助运能的“利器”。兵贵神速，为了满足

车辆故障现场修、专业修和快速修的需要，依

托科技手段，组织技术力量，精心研制了一整

套处理现场车辆故障的专修工具。仅过去一

年里，这个段利用专修工具共处理手闸链折

断、制动管系漏泄、枕簧折断等故障 1337件。

经过五年多的持续研发，该段目前已拥

有各类故障专修工具 18 种，其中风动类工具

4 种，液压类工具 6 种，机械类工具 2 种，电动

类工具 6 种。这些专业化检修工具，虽然看

起来没有那么“高大上”，但特别实用方便，在

现场检修作业上大显身手，并实现了市场化，

带来可观的营销收入。

“兵贵神速”专修小工具发挥大作用

本版稿件、照片由通讯员范波 李圣强 潘麒安 孙晓晨 王志松 刘博 周生录 许忠生 由
跃媛 周明亮 孙亮 张智勇 吕森 苏喆 本报记者郝晓明提供

苏家屯机务段在和谐机车检修中严格执行作业标准，以科技创新强化检修入手，提高机车
检修科技化水平。图为该段职工正在进行和谐机车解体检修作业。

苏家屯车辆段陈永复科技创新团队自行研发的承载鞍搬运机器人，大幅提升了货车配
件的检测精度和劳动效率。

白城机务段动车司机赵岩驾驶的列车从过去每小时60公里、80公里、120公里，提速到160
公里，见证了中国春运的“速度”之变。

“新时代东北振兴，是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在实现老工业基地振兴进程中，铁路

大动脉建设是不可获缺的重要因素。但东北

属于高寒地区，修建高铁从技术上要解决路

基防冻涨、接触网融冰、道岔融雪、车体防寒

等等一系列难题。

2012年，世界上第一条长大高寒高铁——

哈大高铁克服了一系列技术难题，吸引了世

界目光。特别是 2015 年以来，实现了时速

300公里的冬夏一张运行图，从冰城哈尔滨到

滨城大连，“让浪花可以瞬间爱上雪”。

种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2016年，吉图

珲高铁开通后的第一个夏天，到延边旅游的

人数激增，老百姓把民房都腾出来给游客住

宿。在沈阳举行的“2018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峰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民营企业与辽宁

有关方面签约投资额达 2956 亿元，再现“资

本竞相闯关东”的新气象，冰天雪地的东北经

济日渐升温，热度再现。

安全、方便、快捷、高效的高速铁路网，对

整个东北发展而言，促进了东北地区的人流、

物流、信息流，各类发展要素活跃起来，整个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逐渐“热”了起来。春

运期间，高铁更是发挥出独特的作用，人们出

行更安全、更快捷，也更体面、更舒适。

一条条高寒高铁，是一条条发展之路，更

是一条条实现梦想、实现新一轮老工业基地

全面振兴的希望之路。

高寒高铁为东北振兴加“热”

为全面掌握“复兴号”动车组车载设备运用状态，沈阳电务段组织技术骨干加强车载文件
下载分析，从数据变化发现设备运用变化，被称为“复兴号”的“脑科医生”。图为沈北动车车载
车间的刘作为、赵福印正全神贯注对下载的技术数据进行分析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