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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北京至郑州段高铁的开通，全长2298公里的京广高铁将于12月26日正式开通运营。面对即将在世界运营里程最长的高速铁路上飞驰的列车，人

们不禁发问：如何确保最长高铁的安全运营？京广高铁的经济效益如何？能否实现高铁的绿色发展？日前，记者就这些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采访了相关部

门负责人和业内专家。

铁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至关重要。因此，高铁能否实现安全
运营不仅关系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还
关系着中国铁路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
即将全线正式开通运营的京广高铁列车行
车速度快，跨越地域线路长，所经区域气
候、地质条件差异大，如何确保高速列车运
行安全自然成为无法绕过的头等大事。

“安全与速度无关，任何速度下都必须
确保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
常务副院长康熊解释说，大家之所以更关注
高速铁路的安全性，因为列车高速运行中出
现安全事故要比低速时产生的后果更加严
重，相比普速铁路，高铁更需要做好相关安
全工作，确保万无一失。

谈到即将开通的京广高铁，康熊指出，
设备检测常态化将是保障高铁安全运营的
重要环节。目前，我国共有 3 列具备等速检
测能力的高速综合检测车用以上线检查。

“我们利用这些综合检测车，每 10 天便对工
务、电务以及供电设备的状态检查一遍。每
天在正式开行旅客列车之前，将安排开行确
认车，对全线设备进行确认。即使像京广高
铁这么长的线路，完全能够做到有效检测。”

铁道部科技司司长周黎表示，高铁试运

行期间，通过多段同步开展联调联试，实现
了各系统与整体系统之间的有机融合，为京
广高速铁路安全开通运营提供了技术支
持。正式开通运营后，还将在日常检测的基
础上建立列车运行状态监控系统。通过列
车网络控制、监视与诊断系统，对异常状态
信息通过提示司机或直接干预列车控制系
统使动车组导向安全，对列车关键设备的运
行状态进行监视诊断和控制，保证动车组正
常和安全运营。

与此同时，还将对高速铁路调度员、动
车组司机、动车组机械师以及高速铁路线
路、通信信号、供电设备维护人员等主要工
种作业人员，实行严格的准入管理，逢进必
考、持证上岗，为高速铁路安全持续稳定运
营提供可靠的人才保证。

针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威胁高铁安全的
恶劣天气和复杂环境等因素，周黎表示，铁
道部目前建立了高效的防灾安全监控系统，
不仅研发了高速铁路风、雨、雪、异物等自然
灾害和突发灾害的监测预警预报系统，构建
了网络化、数字化综合视频监控系统。还将
通过加强与中国地震局和国电公司的合作，
继续推进高速铁路地震监控预警、牵引供电
和通信信号雷电防控系统的研究。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发展
最快、规模最大的国家，总体技术水平也进
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然而，在举世瞩目的成绩之下，快速大
规模的发展也带来了巨额的资金投入，从而
引发了人们对高铁经济性的担忧。

令人欣喜的是，单就运营而言，沪宁、
沪杭、京津等少数几条中短途的高铁线路目
前 已 经 实 现 了 微 盈 利 。 有 数 据 显 示 ， 2011
年，沪宁城际高铁发送旅客约 6000 万人次，
日 均 客 流 约 18 万 人 次 ， 营 业 收 入 35.65 亿
元，实现利润总额 5.09 亿元，税后净利 3.8 亿
元。沪杭高铁全年换算通过旅客人数约 3000
万人次，日均客流 8.19 万人次，全年营业总
收入 15.38 亿元，全年实现利润 570 万元。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高铁在东部发达
地区已经受到了“热捧”。对于沿途穿越了大
量不发达地区的京广高铁，能否同样实现盈
利成为疑问。

数 据 显 示 ， 2009 年 京 广 线 旅 客 发 送 量
14608 万人次，全国铁路客运量 152451 万人

次，京广线以一己之力承载了全国近十分之
一的客流量，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上涨。“虽
然 京 广 线 与 京 沪 线 乘 客 的 消 费 能 力 存 在 差
距，但在如此庞大的数字面前，其盈利前景
完全值得期待。”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康熊告诉记者，先期开通的武广高铁
虽然还没有盈利，但开支与收入已经基本持
平 。 京 广 线 开 通 后 ， 短 期 内 并 不 能 保 证 盈
利，但随着铁路网的不断完善和我国客货分
离 的 逐 渐 实 现 ， 京 广 高 铁 的 客 源 将 大 幅 提
升，远期盈利肯定没有问题。

当然，以上所论的仅仅是日常运营方面
能够实现盈利，仅仅依靠高铁运营来收回前
期建设成本，仍然存在不小困难。

“但是高铁的意义不是自身盈利，更在于
其产生的经济拉动力与社会效益。”康熊认
为 ， 高 铁 效 益 贵 在 连 线 成 网 。 高 铁 线 路 越
长 ， 贯 通 越 紧 密 ， 其 运 输 潜 能 发 挥 得 越 充
分，效益也就越大。

铁道部运输局副局长赵春雷表示，高速
铁路的开通运营，释放了平行通道上既有线

路的货运能力，有效缓解了货运能力长期紧
张的局面。与 2007 年比，2011 年全国铁路
货 物 发 送 量 增 加 了 7 亿 8834 万 吨 ， 增 长 了
25.2%。

赵春雷指出，高速铁路运营驱动了新兴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其本身也已成为
我国蓬勃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速铁路
建设和运营，带动了冶金、机械、建筑、橡
胶、电力、信息、计算机、精密仪器等产业
的快速发展，高速铁路的开通运营，直接拉
动了沿线城市，旅游、餐饮、商贸等第三产
业的迅速发展。

此外，高速铁路运营，有效降低社会时间
成本和物流成本。“随着高速铁路在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中作用的持续增强，全社会人流物
流 周 转 明 显 加 快 ， 大 幅 缩 短 旅 客 的 旅 行 时
间。所产生的巨大时间效益，同步增加，全
社会物流成本有效降低，为改善企业经营效
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赵春雷说。

综合来看，评估京广高铁的经济性不应仅
盯着盈利不放，其对缩短沿线城市间时空距
离，方便人们出行，缓解京广铁路通道运输能
力紧张局面特别是春运压力，加强我国东中西
部人员、物资、信息交流，促进区域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我国
资源紧缺，尤其是能源匮乏、环境污染比较
严重的问题，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
因素。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把生态文明建
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
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
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
一体建设，其实国际上普遍将高铁作为实
现绿色低碳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工程院
院长周济说，高铁属于一种低碳环保的运
输方式，京广高铁开通在实现高铁绿色发
展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各种运输方式中，铁路的用地最少。
尤其在高速铁路建设中，由于大量采用了
以桥代路的方法，与传统铁路相比，每公
里可节省土地 44 亩，对于保护珍贵的土地
资源有重要作用。资料显示，一条双向 4
车道高速公路占地面积是复线高铁的 1.6

倍，一个大型飞机场占地面积相当于建设
1000 公里复线高铁。全长 2298 公里的京
广高铁大约为国家节约了 101112亩土地。

不仅如此，在节约能源资源方面，相对
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高铁也具有明显的比
较优势。每年我国铁路用不到五分之一的能
源消耗完成了全社会二分之一的客货运输
量。高速铁路的节能效果更为突出，单位能
耗仅为普通铁路的三分之一左右，是陆路运
输方式中最节省能源的。

“高速动车组全部采用电气化牵引，每
人百公里耗电不到 8 度，不排放有害气
体。京广高铁还采用了交直交电源技术，
下坡时可将多余的电能返回给电网绿色节
能。”康熊说。

此外，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铁路二
氧化碳排放量在各种运输方式中也是最低
的，特别是高速列车不仅没有尾气排放，
而且采用真空密闭式集便器，对沿线没有
生活垃圾的污染。呈现在人们面前的京广
高铁将是一条清新光洁的绿色“长龙”。

跑得安全最重要

跑出来的“高效益” 跑在绿色轨道上

在京广高铁正式运营前夕，27名工程院和
中科院院士从北京西客站登上京广高铁北京至
武汉段通车试运行CRH380A（L）动车组，踏上了
高铁体验之旅。

火车平稳开动后，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
学部院士郭东明掀起了面前的放映屏，看起电
影来。“以前坐过短途高铁京津城际，像这样的
长途高铁还是第一次坐，很平稳舒适，还有娱乐
节目播放，感觉非常好。”

同为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院士的王浚则对
驾驶环境比较关注，他一上车就跑到驾驶舱去
参观。“我是研究飞机的，非常重视驾驶员的工
作环境和工作效率。现在高铁的环境非常好，
驾驶舱比飞机要宽敞很多，相对舒适，但还有
些细微的指标需要改善，驾驶员有好的工作环
境会提高列车运行的安全性。”

王浚说，与飞机一样，高铁动车也要遵循安
全性、经济性、舒适性和环保性。我国高铁技术
目前在世界上总体上是领先的，同时一些方面还

有提高的空间，如在极端天气条件下，保证信号、
控制系统及时报警、紧急处置，完善逃生预案等。

“我想问一下，在火车交会时，怎样考虑冲
撞力对安全的影响？”车厢里陈予恕院士和铁道
部总工程师何华武院士讨论起来。

“我给您解释一下，世界上任何两辆列车在
交会的时候，由于动力学的原理都会产生冲撞
力，但我们的设计充分考虑了这点，完全满足动
力学和安全性的要求，这您可以放心。”何华武
解释说。

在讨论中时间过得很快，4个多小时后，列
车顺利抵达了武汉站，院士们又来到武汉动车
段检修库参观。

“对于高铁的建设制造，我们还是比较了解
的。这次参观后，我们对于高铁列车的检查和
维修知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工艺科学先进，看
后更觉得安全放心了。”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院
士王玉明参观后表示。

据介绍，京广高铁全线贯通运行后，截至

2012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将达到9300
余公里。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高速铁路
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国家，高速铁路总体技术
水平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院士们在参观中都充分肯定了高铁的成
就，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希望。“近年来，我国铁
路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不论是规模还是整体制
造水平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部分材料和零
部件的生产我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还需要依赖
进口。希望今后还要加大这方面的研发力度，
尽快实现国产化。”王玉明说。

比起院士们，铁道部原总工程师华茂崑更
是多了一份骄傲与自豪：“我是2000年离开铁
路工作岗位退休的，当时我们已经开始做京广
铁路的前期准备工作了。我们能这么短的时间
内，建起2298公里，时速350公里的高铁，非常
不容易。今天能坐上即将开通的京广高铁，我
内心比别人多了一份骄傲，同时也祝我们的铁
路事业发展得越来越好。”

“坐后更觉得安全放心”
——记两院院士体验京广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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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广高铁开通后，郑州至

北京高铁将实现“公交化”运

营，每天开行 37 趟，平均 1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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