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太原站坚持为偏远中学
送票到课堂

10 月 30 日,太原站“龙城馨旅服务台”的工
作人员如约来到距市区 20余公里的阳曲县青龙
镇致远中学送票到课堂。致远中学的学生许多
来自省内大同、吕梁、运城等地，每两周放假一
次休息一个周末。自今年 9 月份了解到这一情
况后，太原站“龙城馨旅服务台”的工作人员已
累计上门送票 4 次达 400余张，受到师生们的欢
迎和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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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气长输管道建设中，受地质条件及

地形地貌影响，经常采用跨越方式通过河流

及峡谷，悬索管桥因其跨度大、结构轻盈等

特点成为主要跨越型式，在我国油气骨干网

络建设和能源布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

中缅油气管道系列工程中，出现多座 300米

以上跨度的悬索管桥，抗风成为控制工况，

而国内外对悬索管桥抗风技术研究较少，抗

风技术成为工程成败的主要因素。

为解决这一难题，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

工程有限公司于 2008 组成项目组开展科技

攻关。项目组历时 6 年攻克了油气管道大

跨度超柔悬索桥抗风试验、结构动力响应分

析方法、定量环境风险评价、健康监测系统

等技术难题，该成果经中国石油与化工自动

化协会和石油工程建设协会鉴定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该成果实现了风工程领域和油气管道

跨越领域的融合，引入并改进了风洞试验方

法，构建适用于窄柔特性的管道跨越桥梁的

抗风理论和设计方法的基本框架，解决了中

缅管道山区峡谷风对大跨度管桥的涡振、颤

振和抖振问题；研发了基于多因素判定准则

的重大管道跨越结构的全寿命期健康监测

系统；完成了油管道跨越国际性河流的定量

环境风险评价方法的研究，并制定了相应的

工作程序；采用数值模拟技术，对风荷载、地

震荷载以及清管振动等动荷载作用下的柔

性悬索跨越动力响应进行了分析计算，指导

管道悬索跨越设计和施工。

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中缅油气管道怒

江悬索跨越、澜沧江悬索跨越、乌江悬索跨

越、漾濞江悬索跨越等项目的设计和施工

中，最大程度的保证了跨越结构在恶劣自然

环境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的本质安全，确保

西南能源战略通道的按时投产。

本成果获国家授权专利 9项，软件著作

权 1项，编制行业标准 1项，获得了中国石油

与化工自动化协会科技进步奖、中国石油与

化学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和中国施工企

业管理协会科技创新成果奖，节省工程投资

超过 1亿元。

该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助力油气管道

大跨度超柔悬索管桥设计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对我国建设油气骨干网络发挥了关

键作用，提升了油气储运行业的整体水平，

对我国能源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陈明宇 肖羽报道 李苗摄影）

油气管道大跨度超柔悬索桥抗风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风洞实验模拟现场

东北铁路给机车穿上“保暖衣”
科技日报讯（韩忠华）随着寒冬临近，吉林机务段

全面做好机车油、水管路和司机室防寒工作，确保机车

经受严寒的考验。

这个段为防止冬季机车发生管路冻结故障，各种

型号机车加挂防寒被，对暴露在外的油、水、制动管路

和远心集尘器、中集阀，以及总风缸排水阀、油水分离

器排水阀、排污阀、排污箱、热交换器止阀等，用防寒块

包扎捆牢。特别是做好新配属的东风 11G客运机车防

寒工作，对司机室门、窗胶条防寒性能进行检查，保证

司机室供暖设备性能良好。

丹大快速铁路进入试运行
科技日报讯 （白玉姝）大连至丹东首条客货混用

快速铁路完成联调联试工作进入试运行，即将结束两

座城市间无直通铁路的历史，大连机务段组织动车和

货车司机担当试运行任务。

这个段根据沈阳铁路局对客货混用快速铁路总体

工作安排，成立了专项联调联试工作小组，组织动车车

间、金州运用车间针对丹大快速铁路各项工作提前介

入，做好担当区段自然情况、联调联试行车组织细则、

列控操作、CRH2型动车组操纵、动车和货车司机培训

等各项工作，并对联调联试中的安全关键点、关键环

节、行车注意事项做好记录，制定整改措施，确保丹大

动车组试运行行车安全。

首架固定翼飞机将试飞南极
据新华社讯 来自中国第 32次南极科学考察媒体

通气会消息，11 月 7 日，中国第 32 次南极科学考察队

将乘坐“雪龙”号破冰船从上海出发，赴南极执行科考

任务。本次科考期间，我国首架极地专用固定翼飞机

将进行试飞。

据介绍，考察队由 277 名队员组成，从上海出发

后，计划经澳大利亚到达中山站、长城站，在智利补给

后，经罗斯海维多利亚地到达澳大利亚凯西站，然后再

次到达中山站。在完成预定任务后，经澳大利亚回国，

总航程约 3 万海里，历时 159 天。值得关注的是，本次

考察期间，我国首架极地专用固定翼飞机将在南极拉

斯曼丘陵、格罗夫山、昆仑站等区域进行试飞，并开展

试验性航空遥感遥测工作。

科技日报讯（王娟）11月 3日，中国中车永济电

机公司收到用户发来的“胶轮导轨电车牵引系统项

目”订单函，这是该公司首次中标导轨电车牵引系统

项目，意味着我国已攻克导轨电车核心技术。

导轨电车是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车辆为胶轮行

走、电力引擎，具有节能环保、乘坐舒适、建设和运营

成本低等优点，是当今世界最新型的城市公共交通系

统之一。2007 年，我国首条导轨电车线路在天津开

通，成为国内城市交通的全新选择。之前，导轨电车

牵引控制等核心技术只有法国等少数国家掌握。

中国中车永济电机公司将为首台国产化胶轮导

轨电车提供成套牵引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包含主辅

变流器（含充电功能）、牵引电机、高压箱、制动电阻

装置以及加速踏板等。该系统的功率等级、电压等

级为轻轨、低地板车通用，也将为该公司拓展轻轨车

市场领域搭建了有力的技术研发平台，具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

永济电机公司拥有成熟的机车、动车牵引电传

动系统研发设计平台，牵引系统技术达国际先进水

平，完全能够满足导轨电车自重轻、环保节能、爬坡

能力强等运行要求。在此基础上，该公司将充分考

虑导轨电车牵引系统各功能模块的系统兼容性，秉

承求新求是先进可靠的研发理念，对其进行紧凑型、

轻量化、低噪音的优化设计；综合已有技术平台优

势，进行梳理集成，坚持轻量化、功能模块化、系统集

成化设计；并实现牵引、控制一体化设计，为实现技

术移植和为用户提供成套系统解决方案奠定基础。

据了解，该订单计划于2016年一季度交付用户。

我国攻克导轨电车核心技术
牵引系统项目将首次在国内应用

中国铁路企业正式赢得雅加达—万隆高铁项目，

这一新闻吸引了海内外读者。这是中国从技术标准、

勘察设计、工程施工、装备制造，到物资供应、运营管理

和人才培训等全方位整体“走出去”的第一单项目，其

示范效应不可估量，让中国高铁有机会开进更多国家。

2008 年，中国第一条时速 350 公里的京津城际高

铁开通运营。7 年来，中国高速铁路动车组列车已安

全开行近 400万趟，安全运行 27亿公里，安全运送旅客

近 30亿人。从世界多国铁路统计数据看，综合路网规

模和完成的、工作量等指标，中国铁路事故率世界最

低。经过多年的建设和运营实践，中国高速铁路技术

先进、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方便快捷、性价比高等主要

技术经济特点日益凸显。

中国地大物博，之前由于许多地区交通不便，制约

了经济发展。自从高铁网络陆续在全国延伸后，无论

是旅游还是经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旅客和

投资者纷至沓来，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矿产资源、物

产资源不能都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西藏铁路

开通后，布达拉宫负责人就曾经激动的对媒体表示：光

是游客的购买能力就让人吃惊。

高铁正在神奇的改变着中国。列车车厢环境舒适、

乘坐舒服，曾经需要十几个小时的距离压缩至两三个小

时，让外出旅行变的十分便捷，如此示范效应令许多国家

神往。中国高铁有着在修建兰新铁路时，穿越西北高寒

封杀区的经验；有着修建哈大高铁时，严寒束缚，冰冻期

长、温差大的经验；有着修建海南高铁时，含水量极高的

软沙层，常年高温高湿的经验等等，而这一次在雅万高铁

项目中的“一试身手”，会让更多国家记住中国高铁。

中国高铁正在不断辐射到多个国家，为许多国家

带来幸福、和平、美丽。

中国高铁靠实力走出去
□ 李天恩

额哈铁路工程静态验收完成
科技日报讯 （唐哲 刘锦波）11 月 5 日，经过

近一年半的年施工建设，额哈铁路工程静态验收

已全面完成，下一步将进入动态验收阶段，预计年

底将正式开通运营。

额哈铁路东起内蒙古额济纳旗，西至新疆哈

密地区，线路全长 629.9 公里，是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和《中长期铁路规划网》重点工程，设计标准

为国铁Ⅰ级，设计时速 120 公里，全线设车站 20

个，其中新建车站 18个。

这次静态验收自 10月中旬开始，涉及全线路

基、轨道、桥梁、站场工程等铁路基础，以及通信、

信号、信息、电力、消防、房屋建筑等相关专业。呼

和浩特铁路局和乌鲁木齐铁路局分别组成验收小

组，按照划分区段逐个检查评定全线各项工程，梳

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并制定整改措施，明确责任

部门、责任人和整改时间，彻底消除质量安全隐

患，确保下一阶段联调联试的顺利进行。

据悉，额哈铁路建成后，向东可以抵达中国天

津港，向西延伸经阿拉山口可通往中亚乃至欧洲，

可形成以天津港为桥头堡的第二亚欧大陆桥便捷

通道；向北与策克口岸铁路相接，对构筑蒙古、中

亚等内陆国家新的便捷出海通道具有重要意义，

铁轨又将连接起一条充满希望的“新丝路”。

近期业界出现了国航、南航、东航“三大航”即将

进行整合，尤其是国航可能将与南航合并的传言。

尽管国、南两航在 10月 22日各自发表公告对此事进

行了澄清，声称并未收到合并重组的消息—— 但毕

竟中车合并重组前南车、北车也发布过类似的公告，

所以这样的澄清并不足以完全使人释疑。日前，《南

方都市报》发表分析文章，试图从企业的体量、业务

和市场，对国航、南航合并之说做一个理性分析，看

看两航合并究竟有无必要，且有无可能。

两大航机队占全国总机数一半以上

先看看国、南两大航的体量规模。根据 2015

年半年报数据，南航集团拥有 638 架飞机，而国航

集团则拥有 559 架飞机。以两航机队合计，达 1197

架之多。

1197 架是个什么概念？要知道，直到 2014 年

底，中国民航全行业运输飞机在册架数才不过 2370

架。若两航合并，则其机队将超过中国民航运输飞

机的半数以上。

所以假设南航与国航这两个“巨无霸”体量的航

空集团合并为一，即将占有中国民航 60%以上的飞

机，近 60%的运输周转量，以及前十大机场中半数机

场的市场主导权——这将是一个掌握了市场绝对话

语权的行业垄断集团。若如此一个超大体量的“托

拉斯”组织存在，对促进中国民航运输产业的市场竞

争，无疑是弊大于利的。

全球机队规模前十美国占其七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近年来，美国航空合并了全

美航空，美联航也并购了美大陆航空，这不都是“巨

无霸”级别的结合么，人家为什么没有形成“垄断”？

从全球范围看，截至 2014 年底，机队规模最大

的航空公司，确实是与全美航空合并之后的美国航

空，共拥有 967 架飞机（不含子公司。按此口径算，

南航以 472架名列世界第五；国航以 322架排行世界

第十）。但合并后的美国航尽管体量庞大，却仍不足

以在美国航空运输市场上形成国、南两航合并后的

那种垄断效应。

这是因为，全球机队规模前十位，除了中国的南

航、东航（以 374 架排名第七）、国航外，其余七家全

在美国。由于其他航空公司实力均不弱，市场竞争

筹码充分，故重组后的美国航尚不足以对美国国内

市场形成垄断性影响。

两航合并无法使效益递增

《南方都市报》文章从市场有序和健康竞争的角

度，否定了两航合并的合理性。那么从经营效益角

度来看，又是如何呢？即两航的合并，能否带来更大

的规模效益呢？

以与中国面积和市场规模相近的欧洲为例，欧

洲传统的“三大航”英航、法航及汉莎航的机队规模，

都在 200—300 架之间。即便将法荷航集团抱团算，

总量亦不过 500 余架。再看同处东亚的日韩，全日

空、日航、大韩航、国泰航等知名航空公司，机队数也

多在 150架左右。

所以从规模效益而言，南航与国航均已属“巨无

霸”级别的超大航，也并不存在通过整合来提升规模

效益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对航空公司而言，保持适

当的规模固然是必要的，但过大的规模反而容易造

成经营风险过度集中，如屡见不鲜的燃油套保亏损、

汇兑贬值等实例。

“三大航”经营资源尚不匹配

那么“三大航”究竟有没有需要整合重组的链条

或板块呢？当然是有的，不过亟待整合重组的不是

企业资产，而是经营资源——一个是资源的合理匹

配；一个是产业链条的整合。

长期以来，中国民航业一直是国家对外贸易补

偿政策的实际买单者。而随着国产大型客机的下

线投用，中国民航未来还将成为产业扶持政策的

实际买单者。但问题也正在于此，飞机购置、航权

分配和实际经营这三大板块，长期以来处于分离

甚至是对立的关系，往往就造成机型引进和实际

需求不匹配，引进规模与市场增量不匹配，持有机

型与航线资源不匹配，购置方式与资本结构不匹

配等一系列问题。如近些年，某航引入空客 A380

这种本当用于洲际枢纽航线的超大机型后，却因

拿不到合适的国际航线而只能执飞国内航线，也

造成了巨大的经营亏损。

当前国内几大主要航空公司，在体量上都已具

备了相当的规模效益。但在经营资源的配置上，尤

其是在机型、航线和时刻的匹配上，却没有形成合

力，甚至是彼此扯皮。

“三大航”产业链条严重受限

除此之外，国资控股的“三大航”在产业链条上

严重受限，也是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众所周知，航

空运输业是若干产业链条彼此衔接的要枢——如旅

游业、服务业、物流业及其外衍行业，均需要借助航

空运输才能产生效益。但长期以来，国资控股的“三

大航”受政策限制，只能局限于主业经营，不能根据

自身发展战略进行相应的产业链条延伸，从而在与

非国资航空公司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局面——如春秋

航空可以抛开中航信系统独立直销，从而大大缩减

了销售成本。

总的来说，从整个航空运输产业健康发展的角

度讲，国资控股“三大航”合并的意义不大。但一些

经营支脉的重组合并却颇有商榷的余地。如包括机

票网络直销在内的 IT 保障、地面服务、场站建设

等。特别是航空货运一块，目前尚处于各航各自为

战的初级阶段，用于主干线的专业全货机机队规模

还不大，而支线分流则完全依赖于客运航线的腹舱

载量。这种状况，不但与中国蓬勃发展的物流产业

地位极不相称，在与国际对手的竞争中亦处于不利

地位（如美国联邦快递即拥有数百架专业货机）。

所以当前民航货运分支进行合并重组的可能

性，或许更大一些。

三大航企：该重组的是资产还是资源？
□ 苇 子

16 个清一色的汉子，南昌铁路局永安工务段这

支以队长王建新名字命名的搜山扫石队，每天翻山

越岭，巡查鹰厦铁路沿线山头地貌，清理沿途的危石

危树，为山区铁路筑起一道“安全屏障”,被称为山区

铁路的“清道夫”。成立 4 年多来，他们走的山路有

20 多个长征路，处理危树 15000 余棵，清理危石、土

方数千余立方，相当于背走了一座山。

戴云山脉，岩石奇秀，林木葱郁，这一山色美景，

对于永安工务段的职工来说，却平添另一番心绪。

该段管辖的鹰厦铁路就穿越这座山脉。刮风下雨

时，一旦山石滚落，或是树木被吹折，掉到线路上，都

会严重危及铁路行车安全。2011 年 3 月，有着 24 年

工龄的老党员王建新组建了一支专职清理铁路沿线

危石危树的队伍。有一回，他们在临近铁路的悬崖

边，发现一棵 6米高的大树已倾出半个身子，若被大

风吹折，将威胁铁路安全。王建新马上系上安全带

爬上树，当爬至一半时，意外发生，一根看似结实的

枝桠突然断裂，他一脚踩空，重重撞向崖壁。

搜山扫石的路上没有风景,这一路，生死间隔

“一步之遥”。2012 年一次暴雨过后，他们例行上山

巡查。路上黑黢黢的，仅靠手电光前行。他们行至

半山腰，伴着一声巨响，只见泥石流从山顶滚滚而

下，正好淹没前方的路。如再快一步，他们都得葬身

其间。惊魂未定的一行人来不及叹“劫后余生”，立

刻投入紧张的抢险中。

“上得了大树，下得了深崖，锯得来树木，搬得动

石头，砌得好挡墙，拉得起天网，斗得了毒蛇，扛得住

蚂蜂。”他们常说新时期铁路工务人就得有这个范

儿。走在搜山扫石的路上，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动身，

月亮爬上来才收工，不是行走在山路上，就是攀爬在

悬崖边。这些山上本没有路，是他们用开山斧砍出

来的。陡峭的地方几成直角，得栓根绳索，拽着往上

爬。险峻处仅容一人通行，走错一步，就可能落入旁

边的悬崖。为适应工作环境，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训

练方法。为了治愈恐高症，郭华福主动要求工友将

自己吊在悬崖峭壁的半空中，硬是逼着自己练就了

“一览众山小”的本领。

从补强自身“短板”，再到练就爬树、锯木、砌墙

等“十八般武艺”，队员都吃了不少苦头。危岩落石

的防控是“老大难”。为此，他们走遍了管内 364.5公

里长的线路，720 座大大小小的山头，给上千块危石

打上号码，编制“身份证”，并精心绘制了“孤石危岩

系列图”。现在，哪个山头有那块石头，他们都稔熟

于心。如今，这支搜山扫石队不仅是清理危石危树

的“行家里手”，还是抗洪抢险的“特种部队”。

山区铁路的“清道夫”
□ 王荣翔

石油管材及装备材料服役行为与结构

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前身是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公司首批投资建设的“石油管工程

重点实验室”和陕西省批复建设的“石油管

材及装备材料服役行为与结构安全陕西省

重点实验室”。

自从 2012 年下半年启动国家重点实验

室建设申请工作以来，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科技管理部和陕西省科技厅的正确领

导下，在以张冠军院长为首的院领导班子的

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下，管研院按照国家科

技部有关重点实验室申请的要求，认真准备

申报材料，诚恳听取同行专家意见，积极与国

家科技部沟通，先后顺利通过国家科技部组

织的申报预审和申报答辩，成功入围第三批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名单，这是集团公

司及石油管工程技术研究院在石油管工程创

新平台建设方面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

石油管材及装备材料服役行为与结构安

全重点实验室依托中国石油集团石油管工程

技术研究院，下设油井管与管柱失效预防研

究室、输送管与管线安全评价研究室、腐蚀与

防护研究室、先进材料与工艺研究室、博士后

科研工作站及材料服役安全工程学博士点，

针对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炼油化工以及海

洋石油等管材及装备材料，开展石油管材及

装备力学行为、环境行为、成分/组织/性能/工

艺相关性、失效控制及预测预防等多学科方

向的应用基础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作。

目前实验室总人数 125 人、科研人员

113人，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 1名、国家

级人才 9 人，省部级人才共 15 人，具有正高

级职称人员 22人，博士 48人。

实验室拥有试验研究仪器和装备 488

台（套），覆盖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及复合

材料的力学、化学、金相、物理、精密测量、

腐蚀与防护等方面，其中 2500t 油井管全尺

寸复合加载试验系统、复合载荷挤毁试验

系统、旋转弯曲疲劳试验系统、实物拉伸+

腐蚀试验系统、腐蚀环路试验系统、输送管

内压+弯曲变形试验系统、内压爆破+疲劳

试验系统、50000J（焦）大摆锤冲击试验系统

等大型实物模拟装置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实验室围绕西气东输等国家重大管道

工程、塔里木、长庆等重点油气田勘探开发

工程潜心研究，攻坚克难，取得了丰硕的科

研成果。近 5 年来共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

研项目 60余项，获得专利授权 59件，发表论

文 800余篇，制修订国家、行业、企业标准 90

余项。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省部

级科技奖励 22项。

实验室本着“开放、流动、联合、竞争”

的运行管理机制，与国内著名大学、研究机

构和企业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与美国、

加拿大、意大利等十余个国家的二十多个

科研机构和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未来，

石油管材及装备材料服役行为与结构安全

国家重点实验室将以建设国际一流实验室

为目标，紧紧围绕我国油气工业发展战略

需求，持续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

攻关，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增

强综合实力，为国家能源安全做出新的更

大贡献。 （宫少涛）

“石油管材及装备材料服役行为与结构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获批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