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人帮运行李，智能导航将旅客直接
导航至检票口或候车厅……

12月30日，被誉为中国智能铁路1.0版
的京张高铁全线通车，车站里、列车上，一项

项智能新体验让旅客们兴奋不已。
作为我国智能高铁的示范工程，京张

高铁智能化“基因”深藏在其建设、使用全
过程。

前一秒还高楼林立，转眼间便进入
地下隧道——12月30日，乘坐京张高铁
首趟开往太子城站列车的乘客们刚一
离开北京北站，便体验了这一从地上到
地下的穿越。

列车所穿越的清华园隧道，是京张
高铁的关键工程，其施工的顺利完成，
得益于智能技术的应用。

由于地处城区，这条6020米长的隧
道遭遇了世界上最为复杂的施工情况。
它和北京地铁 10号线、15号线、12号线
相交而过，并行13号线，还要下穿7处重
要城市道路，100余条重要市政管线。

“清华园隧道要从 5.4 米的地下穿
越北京地铁 10 号线，隧道开挖直径达
12.64米，相当于5层楼那么高。要在这
么复杂的环境下，实现这么大体量的盾
构施工，误差还不超过‘1毫米’，就好像
在人体的众多动脉之间做手术。”中铁
十四局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项目的一
位负责人说。

为此，建设者采用了世界最先进的
泥水平衡盾构机“天佑”号，并结合京
张智能化目标，建立了盾构安全建造可
视化云平台，全预制机械化拼装和大直

径盾构常压换刀技术。这相当于为盾
构机装上了“眼”“手”“脚”，建设者可
以时刻掌握隧道和周边构筑物的变形
情况，确保毫厘之间的施工精度。

清华园隧道是京张高铁智能建造
的一个缩影。

中铁设计集团京张高铁前期主管
总工、集团分管负责人蒋伟平介绍，为
实现智能铁路的建设目标，京张高铁进
行了 67 项智能化专题科研，在全球首
次采用了全线、全专业、全生命周期的
BIM技术，实现了全面的技术创新。

作为京张高铁的网红车站，八达岭
长城站是世界上埋深最深、规模最大的
暗挖地下高铁车站，也是人类建设史上
少有的挑战。

蒋伟平介绍，在建设时，项目组建
立了八达岭长城站的 BIM 模型，搭建
了多专业协作的统一平台，使建筑、结
构、给排水等各专业基于同一个模型进
行工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三维集成
协同设计，直观地呈现各专业的冲突，
为勘查-设计-施工-运营-管理提供
了可视化智慧化的统一管理平台。

此外，车站设置了隧道结构智能健

康监测系统，并开发了围岩及结构健康
安全监测软件平台，对地下车站、隧道
围岩及结构的各类传感器数据进行远
程采集，并以各类图形化展示和显示，
对各类传感器数据进行分析、评估，进
行实时监测实时评价。

在京张高铁建设过程中，智能化元
素贯穿其中：

利用 BIM 技术把二维的图纸变成
三维的实景模型，做到了设备从原材料
到运营维护的全寿命管理，不但提高了
施工效率，也提高了工程质量；

自主研发了智能化的接触网腕臂、

吊弦生产线和智能接触网立杆车、隧道
内自动打孔安装平台等专业化工器具，
使接触网导线的平直度误差控制在一
根头发丝以内；

……
“基于北斗卫星和GIS技术，京张高

铁部署了一张‘定位’大网，能够为建
设、运营、调度、维护、应急全流程提供
智能化服务。”蒋伟平介绍，建成运营后
的京张高铁 10 个车站拥有同一个“大
脑”，通过这个“大脑”，工作人员在控制
室就可以实现客站灯光、温度、湿度等
设备管理、应急指挥等。

这条高铁很智能
□记者 方素菊 通讯员 赵匡胤

无人驾驶的列车内，暖色调的内
饰，给旅客带来温馨的感觉。笔者看
到，车厢里还专门设计了滑雪板存放
处、轮椅固定装置和移动新闻中心，旅
客坐在列车上就能随时观看直播节目。

“为方便旅客，京张高铁沿线车站
及动车组内还提供无线上网服务。北
京冬奥会举办期间，赛事信息将在第一
时间进行推送。”列车上，北京动车段北

京北所长邓力铭介绍。
去年4月，全球首列智能动车组——

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在北京正式亮
相。它的出现被业内人士解读为“中国
制造的全球首款自动驾驶智能高铁真
的来了，中国正式打响传统铁路进入智
能铁路的第一枪”。

今天，笔者乘坐的这趟列车就是复
兴号智能动车组，通过运用现代最新科

技，力求在智能化、安全舒适、绿色环
保、综合节能等方面实现新发展、新突
破。京张高铁列车安装有数千个传感
器，可随时进行自检，保障运行安全，同
时还安装了为它专门设计的故障预测
和健康管理系统。

最亮眼的莫过于列车的全自动驾
驶设计。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工电部信号专业主管莫志松介绍，京张
高铁是我国首条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智能化高速铁
路。京张高铁智能动车组将实现 350
公里时速的自动驾驶，可实现车站自动
发车，区间自动运行，车站精准自动对
标停车，自动开门防护等。

列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基本能达到
和地铁一样，不同的是速度。“这是世界
首次，在 350 公里的时速下模拟一个最
好的司机，用算法开出一条安全、节能、
高效的列车。”莫志松说。

在京张高铁沿线，时常看到一根根
直径约为 10 厘米的电缆。这些电缆是

京张高铁的信息动脉，为其智能化运
行奠定基础。

在京张高铁崇礼铁路小白阳牵引
变电所，一台正在执行巡检工作的智
能巡检机器人引发人们的关注。这个
智能巡检机器人，担负着高铁的供电
设备安全运行任务。

“它的应用有效地提高巡检效率，
可以大力解决变电所范围广、设备多、
人手不足等难题。”北京供电段丰台供
电车间工程师闫英武说。

在装备方面，京张高铁融入了大量
的先进技术手段和智能化的元素。

在京张高铁最大的换乘站清河站，
安装了智能垃圾处理系统，投入使用后
将实现自动化输送、分拣，这边丢进垃
圾箱，那边就进了回收站。

在张家口站，配备有动态能源管理
系统。该系统装备了三台磁悬浮冷水
机组，能够结合张家口夏季早晚凉、中
午较热的天气特点进行自动调节。夏
季每天早晚的时候，车站天窗、侧窗会
自动打开，新风和排风系统启动，形成
一个气流对流，为旅客营造一个更舒适
的环境。

“没想到京张高铁的服务这么人性
化，这么便捷。”坐在列车上，曹先生兴
奋地说，通过电子客票、刷脸进站，简化
了乘车流程，为旅客节省了时间。

更多的黑科技也在沿途各站被采
用。张家口站装备了站内导航系统，可
以帮助旅客到达自己要去的地方。太子
城站专门为冬奥会设计了旅客服务办公

室、冬奥会售票室、智能办公设施等。
列车上，旅客们对于各项智能元素

惊叹不已。
“智能高铁不是某项技术、某种工

艺、某个专业甚至某个领域的拓展和突
破，而是对铁路建设的认知和理念的变
化，是从设计、建造、装备、运营到维护
全生命周期系统性的技术创新、集成和

系统间匹配协调的划时代变革。”蒋伟
平说。智能铁路不同于常规铁路。智
能铁路指通过各种智能化技术的应用，
最大化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类智能，将
这种机制尽可能地移植给人造设备及
系统，从而将人类从铁路运输生产组织
众多复杂的观察、思维、决策活动中解
脱出来，实现整个运输过程的自动化、

智能化、便捷化。
“京张智能高铁是我国智能铁路最

新成果的首次集成化应用，在列车自动
驾驶、智能调度指挥、故障智能诊断、建
筑信息模型、北斗卫星导航、生物特征
识别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蒋伟平
说，京张高铁开启了中国智能铁路新时
代，依托京张高铁建设，我国将进一步
形成智能高铁应用示范方案，构建智能
高铁技术标准体系，成为引领世界的智
能高铁应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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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张高铁科技之最

相关

▲12月30日，G8811次智能动车组，车厢内的视频播
放设备有了很大的提升。

记者 赵 杰摄

◀12月30日，G8811次智能动车组，滑雪爱好者用手
机扫码存放雪具。

记者 赵 杰摄

首次实现350公里时速的自动驾驶

电子客票、刷脸进站很给力

高速铁路自动驾驶系统属世界首创

京张高铁首次采用时速300-350公里高速铁路自动驾
驶技术(CTCS+ATO)，具备车站自动发车、区间自动运行、
车站自动停车、车门自动开门、车门站台门联动 5大功能。
该技术在世界上尚属空白，可以有效提高运输能力、降低运
行能耗、提高旅客舒适度、减轻司机劳动强度，是高速铁路
列控系统智能化的重要标志，对保持我国高速铁路列控技
术的国际先进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文/记者 方素菊

八达岭长城站：世界上埋深最深、规模最大的暗
挖地下高铁车站

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位于地下102米、相当于30层楼
高的深处，占地39800平方米，相当于6个足球场。这是世界
上埋深最深、规模最大的暗挖地下高铁车站，是人类建设史
上少有的挑战。选择这个点位，是服务冬奥和八达岭景区，保
护长城和“人”字形线路等多种目的统筹协调的结果。

由于地质和断面多变，隧道施工要使用炸药，却不能伤
及长城。建设者采用了国内研发、世界先进的电子雷管微损
伤控制爆破技术。一般爆破的震动速度是每秒5厘米，但这
种技术能够把爆炸震动速度降低至每秒2毫米以内，相当于
长城上游客跺脚那么轻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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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铁路建设中首次全线采用BIM技术

京张高铁在全球铁路建设中首次全线、全专业采用
BIM技术，实现从勘察设计、施工到运维全生命周期的数字
化、智能化管理。

在设计施工阶段，建立BIM协同设计平台和三维工程
管理平台，优化设计方案，深化施工设计，实现工程进度管
理、质量管理的信息化、可视化和智能化；在竣工验收阶段，
实现设计和建造数据的按需交付，形成现实和虚拟数字铁
路的同步交付；在运营阶段，建立基于 BIM 技术的铁路工
程全生命周期综合管理平台，实现铁路基础设施健康状态
的预测诊断，实现铁路工务、电务管理，环境保障和应急管
理等信息化。

让施工犹如做手术般精准11

12月30日，
G8811次智能动
车组上的无线手
机充电设备。
记者 赵 杰摄

22

33

1212月月3030日日，，旅客乘坐旅客乘坐GG88118811次列车从北京次列车从北京
北站前往太子城站北站前往太子城站。。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邢广利摄邢广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