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4月19日 星期一6 特别报道

复兴号引领中国速度
本报记者 齐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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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

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

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

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

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

略支撑。从复兴号身

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

到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的

作用。

规 模 稳 居 世 界 第

一，超过其他国家总和；

技术全面实现自主化、

“中国标准”占 84%；13

种 车 型 投 运 ，时 速 从

160 公里到 350 公里形

成全覆盖……我国高铁

用短短十几年就实现后

发赶超，对当前实施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解决

“卡脖子”问题有着重要

的借鉴意义。

借鉴之一在于对科

技自立自强有着清醒的

认识，核心技术买不来

也换不来。只引进利用

国外技术，可能在短时

期内获得成功，但一方

面要付出昂贵的代价，

为他人作嫁衣，另一方

面也会始终受制于人。

我国高铁在发展初期，

就确定了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的发展路径，

最终一定要实现自我创

新。正是在这样的认识

下，复兴号终于成为中

国的“金名片”。

借鉴之二在于充分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在复兴号的研制过

程中，充分发挥了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

织者的作用，由科研院所技术牵头，集合产业

链众多企业力量进行集中攻关，最终实现突

破。要解决“卡脖子”问题，也要充分发挥市

场经济基础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

制，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优化

配 置 和 资 源 共 享 ，打 好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攻

坚战。

借鉴之三在于持续创新。科技的进

步可以说是瞬息万变的，一个关键技术

的突破，就有可能给行业发展带来质

变。虽然我国高铁技术在短时间内实

现了世界领先，但国外竞争者并不会

甘 于 人 后 ，各 种 研 发 都 在 持 续 开

展。为保住竞争优势，我国高铁行

业始终坚持创新，持续开展科研

攻关和实践运用，不断突破高

寒、高原等一系列复杂环境下的

技术难题，使得我国动车组技术

持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图① 2020 年 3 月 26 日，青岛市城阳

区的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存车场，各型车辆

等待交付。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图② 上世纪 90 年代的长春客车厂

载客列车装配生产线，与 2019 年 6 月拍摄

的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中车

长客）制造中心。

（新华社发）

①①

2017 年，复兴号在京沪高铁正式双向首发。

上线以来，复兴号凭借颜值和性能成为名副其实

的“网红”，尤其是它的平稳性赢得广泛赞誉，硬币

在复兴号上竖立不倒的小视频刷爆朋友圈。

一个 400 多吨的庞然大物，为什么能够以 350

公里的时速，相当于每秒 100 米的速度，平稳地飞

驰在两条巴掌宽的钢轨上？

实际上，高铁包含了高速动车组列车和铁路

轨道，即所谓的线上和线下两个部分，线上部分主

要是车，线下部分包含了接触网、桥梁、轨枕、隧

道、路基几个部分。除了乘客平时常见的线上部

分，线下部分也非常重要。

地基不牢，地动山摇。作为一项基础性、先行

性工作，把地质功课做足做好对于高铁建设极端

重要。我国地质构造复杂，被公认为复杂性全世

界最高。而高铁远距离运行的特点，决定了它途

经地带往往不是单一的地质现象，规划施工面临

更多的难题和挑战。

以京沪高铁为例。中国铁建铁四院作为京沪

高铁徐州至上海段勘查设计单位，承担了项目前

期大量的地质勘查任务，用技术创新破解了京沪

线水系多、地质条件复杂等诸多难题，为京沪高

铁的快速平稳安全运行提供了坚实基础。例如，

围绕沿线路附近分布的重大工程地质和岩土工程

问题，首次开展了针对高速铁路技术标准的专题

研究、论证，进行了详细的综合工程地质勘查、

评价，为确定线路方案、工程类型比选、工程设

计提供了翔实的依据和参数，从根本上保证了线

路的安全。

难题一个接着一个，技术创新也一轮接着一

轮。据统计，铁四院在结合京沪高铁勘查设计中

主持承担了 43 项原铁道部科研课题，自主创新技

术就达41项。

铁四院先后 4 次对京沪高铁组织了大规模勘

查设计，摸清了京沪高铁徐沪段沿线 600余公里的

“家底”，确定了最为关键的线位与站位；编制完成

了《京沪高速铁路设计暂行规定》等多本技术规

范，为高端起跑的中国路“划好了跑道”；建立了中

国第一个高速铁路软土路基试验段，掌握了应对

软土沉降处理等种种“疑难杂症”的“撒手锏”，将

路基沉降控制在15mm以内甚至是零沉降。

2010 年 12 月 8 日，在枣庄至蚌埠段京沪高铁

建设先导段上，动车组创造了 486.1 公里/小时的

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时速。从上世纪 90年代初

设计与研究开始，到 2011年京沪高铁正式通车，铁

四院设计人员为这条线路奋斗了21年。

跨川越野，迅走疾行，京沪高铁终于成为中国

版图上的崭新地标。

我 们 跨 川 越 野 而 来
中国铁建铁四院副总工程师 孙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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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铁集团近日发布消息称，今年 7 月 1 日

前，我国自主研发的复兴号高原内电双源动力

集中动车组将开进西藏，届时将实现复兴号在

中国内地31个省份全覆盖。

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从

普速列车到和谐号再到复兴号，我国铁路实现

了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巨大跨越。“纯中国

血统”的复兴号动车组更是成为中国的“金名

片”，它的成功研制生产，标志着铁路成套技术

装备特别是高速动车组已经走在世界先进前

列，引领中国速度。

高铁规模雄踞世界第一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世界首条智能高铁京

张高铁从北京北站首发。

回首百年京张，铁路发展与国力息息相

关。1909年，京张铁路建成；2019年，京张高铁

通车。从自主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

水平，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京张线见证了

中国铁路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综合国力的

飞跃。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团结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走上了强国富民之路，铁路事业也实

现了跨越性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

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

提升，中国走上“坚持引进先进技术与自主创新

紧密结合”的高铁研发之路，并迅速建成了世界

上规模最大的高铁运营网络。

不过，因为当初引进时有多个不同的技术

平台，研发出的车型、技术路径不同，难以互联

互通，影响了运输效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打造适合中国国情、路

情的高速动车组设计制造平台，实现中国高速

铁路动车组自主化、标准化和系列化，在原中国

铁路总公司主导下，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技术

牵头，集合中车集团及相关企业的力量，开展了

中国标准动车组设计研制工作。2017年 6月 25

日，复兴号正式命名。

“我们构建了一个完全自主的动车组产品平

台。以前我们虽然做了很多自主改进，但基本还

是在原来的框架下进行的，今后有了自己的技术

平台，自主研发就不会受到限制。”中国铁道科学

研究院机车车辆研究所研究员张波说。

复兴号的诞生加速了我国高铁的发展。截

至“十三五”末，我国高铁里程达到3.79万公里，

在全球遥遥领先。截至 2020年底，全国铁路配

备复兴号动车组 1036 组，已累计安全运行 8.36

亿公里，运送旅客8.27亿人次，有力地推动了经

济社会发展。

技术持续全球领先

2016 年 7 月 15 日，中国标准动车组以超过

420 公里的时速在郑徐高铁上交会，创造了高

铁列车交会速度的世界纪录；2017年 9月，复兴

号动车组在京沪高铁实现时速 350公里商业运

营，树起世界高铁建设运营新标杆；2019 年 12

月，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在京张高铁上线运营，在

世界上首次实现时速 350 公里自动驾驶；2020

年底，时速 250 公里 CR300 型复兴号动车组成

功研发投用，时速 160公里至 350公里复兴号系

列动车组全部投用……

我国高铁技术和产业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世

界领先后，并没有停下科技创新的脚步，而是持

之以恒开展科研攻关和实践运用，使得我国动

车组技术持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产品实现系

列化。目前，复兴号已有 13 款车型投用，时速

从 160公里到 350公里，形成了覆盖不同速度等

级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

更为关键的是，复兴号拥有大量自主标

准。张波介绍，复兴号大量采用中国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等技术标准，同时采用了一批国际标

准和国外先进标准，具有良好的兼容性能。在

254 项重要标准中，中国标准占 84%，软件全部

是自主研发。中国标准动车组整体设计及车

体、转向架、牵引、制动、网络等关键技术都由我

国自主研发，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通过大量的试验和运行经验的积累，复兴

号系列动车组安全性、经济性、节能环保等性能

大幅提升。国铁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陆东福

表示，以复兴号系列动车组为代表，我国铁路总

体技术水平迈入世界先进行列，高速、高原、高

寒、重载铁路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推进智能

高铁技术全面实现自主化，复兴号高速列车迈

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

此外，复兴号在座椅设计、无线 WIFI、轮椅

存放区、婴儿护理桌、大件行李存放处等服务设

施上更加用心，也充分体现出发展为了人民的

思想。从数据来看，复兴号动车组投入运营以

来，受到广大旅客青睐，成为人们出行首选。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2020年 12月 24日上午 9点 15分，G8607次

列车从成都东站缓缓发出，将于当天上午10点17

分到达重庆沙坪坝站。这是成渝之间首次开行

复兴号动车组，最高时速350公里，跑出了成渝高

铁的新速度，将拉动成渝双城经济圈快速发展。

随着我国高铁网络的不断完善和密集，人

们传统的时空观念发生了巨变，高铁对经济发

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也在进一步增强。

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规划所

副所长梁栋指出，铁路特别是高铁的快速发展，

大幅缩短了时空距离，提升了运输品质，铁路沿

线逐步形成了一条条新型城镇带、旅游黄金带、

产业聚集带、经济繁荣带，铁路有效带动了区域

经济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有力支撑了国家重

大发展战略实施。

如今，生活在天津、工作在北京已经不是一

件新鲜事，京津城际运营十多年来，京津两座城

市同城化得到了巨大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程

度更深。不仅如此，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

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铁路

也都成为开路先锋，成为打造“轨道上的城市

群”的主力军。在脱贫攻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中，高铁经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经

济增长的新动能，新基建赋能铁路发展也正成

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高铁的快速发展，不仅给人们带来了出行

上的便利，还进一步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2020 年的“双 11”，消费者的快递到得更早一

些。铁路部门首次试点了复兴号动车组整列装

运快件，加强与电商、快递企业合作，创新运输

产品，积极服务“双 11”电商购物节。而高铁成

网释放出的普速货车运力，也为平时电煤、粮食

等民生物资运输更增添了一分保障。

国铁集团发展和改革部副主任丁亮表示，

人民群众对美好出行客运服务和便捷高效物流

服务的渴望越来越强烈，高铁发展带来的运力

及体验的提升，将会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大的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