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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主研发的中低速磁浮列车模型。张巧玲/摄 

 

【科学时报 张巧玲报道】成功建成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城市轨道交通基于通信的列车运行

控制系统（CBTC），建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悬浮交通系统试验示范线，攻克100%低地板

轻轨车系统关键技术……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轨道交通技术展览会上获悉，“十一五”期间，随着一系列轨道

交通创新技术的突破，我国轨道交通国产化发展取得了长足进展。 

 

“近年来，我国轨道交通设备国产化取得了长足发展，这对我国轨道交通发展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

用。”中国工程院院士施仲衡表示。 

 

不仅如此，随着“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城市轨道交通的创新技术”的顺利推进，

我国轨道交通的技术发展体系正逐步成熟完善。 

 

国产化水平提升拉动需求 

 

“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一列两辆编组实用型中低速磁浮列车模型，现在我们已在唐山建立了工程化

试验示范基地，已实现列车最高时速105公里运行，安全运行5万公里。” 

 

在展览会现场，由北京控股磁悬浮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展出的中低速磁浮列车模型引来不少观众。现

场工程师向《科学时报》介绍，随着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悬浮交通系统试验示范线的建

设，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中低速磁浮车辆的国家。 

 

这位工程师说，中低速磁浮交通具有噪声低，环保性能好，线路适应性强，建设、维护成本低等特

点，非常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 

 

据悉，该中低速磁浮系统将在北京门头沟线（S1线）和深圳轨道交通8号线上投入应用。 

 

“中低速磁浮车系统的出现将使我国的城市轨道交通走向多元化发展。”这位工程师说。 

 

不仅是中低速磁浮系统，记者在展览会上还看到了由北京交控科技有限公司展出的CBTC系统，来自

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等企业展出的轨道车辆，以及来自北京华隧通掘进装备有限公司展出的盾构

机模型等。 

 

施仲衡在同期举行的中国轨道交通高层发展论坛开幕式上表示，近年来我国轨道交通获得迅速发展

与轨道交通的关键设备与技术国产化率不断提升直接相关。 

 

施仲衡说，我国从2003年开始对城市轨道交通给予很大重视，到目前已建成通车的轨道交通有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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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左右。今年年底北京还要通车108公里，将使我国的地铁运营线路达到1300公里左右。在此期间，

对于轨道交通发展，国家非常重视的几个问题包括：一个是规划，一个是设计，还有最重要的是设备的

国产化。 

 

“尤其是设备的国产化，包括轨道交通通信信号系统、控制系统的国产化，近几年国家给予高度重

视。”施仲衡表示。 

 

“像我国轨道车辆的国产化就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施仲衡介绍，1995年，国家停止审批地铁的规

划，其主要原因就是地铁造价高，而地铁造价高的主要原因就是设备无法国产化，尤其是车辆都要依赖

进口。当时引进一台A型车需要180万美元，相当于2000万元人民币。现在，我国国产轨道车辆仅需要

120万美元，即不到1000万元人民币。尤其是B型车,最近已基本全部国产化。据悉，最近将要通车的房

山线就将全部使用我国国产化的B型车。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推广委员会秘书长冯爱军也介绍，CBTC系统从根本上解决了信

号系统国产化问题，打破外国公司的技术垄断和封锁，节约造价30%；我国自主研制的100%低地板车

辆，打破了车辆关键部件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相比国外同类产品便宜40%。 

 

随着轨道交通技术不断突破，我国轨道交通无疑迎来了发展的春天。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

的建议中就指出，要加快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发展，保障城市交通的便捷快速服务。 

 

国家发改委综合运输研究所所长郭小碚在谈到我国轨道交通发展趋势时表示，一方面，我国区际间

铁路网主体框架正按规划加快建设，未来10年将基本完成区际间的大规模建设；另一方面，城市内轨道

交通正在起步，将随着大城市的扩张形成持续建设过程。 

 

其中，根据《中长期铁路网规划（2008年调整）》，我国将建成12万公里以上的区际间的轨道交

通。 

 

对于城市内轨道交通建设，目前处于起步及持续建设过程。我国现有超过100万人口的城市122个，

其中超过200万人口的城市41个，未来一段时间内，具有建设城市轨道交通条件的城市至少将超过50

个，中远期将超过100个。 

 

“城市轨道与城际铁路将成为未来轨道建设的重要市场。”郭小碚表示。 

 

为轨道交通民族产业提供根基 

 

为了推动轨道交通技术的发展，“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特别安排了“新型城市轨道

交通的技术”内容。该项目于今年11月9日成功举行了项目验收会。项目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是此次展览

会的重要展出内容。 

 

据悉，该项目共设6个课题、61个子课题。研究内容包括城市轨道交通技术发展和创新体系研究与

示范、城市综合交通和轨道交通规划关键技术研究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标准体系和关键技术标准研

究、城市轨道交通运行与控制系统研究、中低速磁悬浮交通技术及工程化应用研究以及100%低地板轻轨

车研制。 

 

其中，在其“交通运输业”优先主题中提到，要开发和掌握轨道交通控制及调速系统、车辆制造、

线路建设、系统集成等关键技术。同时，针对我国综合交通系统建设滞后，各种交通方式缺乏综合协

调，列车控制系统核心技术依赖进口，缺乏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成套技术的现状，要求实现重大装备

核心技术突破，降低建设成本。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城市轨道交通技术推广委员会秘书长冯爱军表示，经过“十一五”的科技攻关，

项目主要形成了三个层次的技术成果。 

 

一是攻克了列车运行控制系统（CBTC）、中低速磁悬浮交通系统、100%低地板轻轨车系统三大核心

库拉托夫斯基的三部经典著作（高清晰的DjVu
文本）  

更多>>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关键技术，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装备的国产化，提升了轨道交通装备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建立了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标准体系和产品标准体系，成为指导今后5～10年我国城市轨道

交通专业领域标准制定、修订立项的基本依据，并编制了18项关键技术标准； 

 

三是完成了技术政策建议、规划体系和指南性成果11项。 

 

目前，项目不仅形成了4个产学研基地，相关研究成果还将被应用到全国近30个城市，指导百余条

线路、总长2800公里，总投资近万亿元的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和运营，引领全国118个100万人口以上大

城市综合交通发展，带动行业技术进步，推动了民族产业发展。 

 

例如，CBTC已在亦庄线上商业应用；中低速磁浮列车在唐山建立了工程化试验示范基地，已实现列

车最高时速105公里运行，安全运行5万公里，中低速磁浮系统将在北京和深圳（轨道交通8号线）应

用；低地板轻轨车辆的开发研制，推动了国产低地板轻轨车辆设计制造技术的提高，打破了车辆关键部

件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目前，建设部已经将项目49项研究成果列为推广技术，这些成果推动了盾构机制造国产化、地铁列

车国产化、信号系统国产化和各种引进设备备品备件的国产化，大幅节约了工程投资，促进了行业进

步。 

 

对于我国轨道交通的自主创新设计和自主创新产品，各地政府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北京市人民政

府副秘书长、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徐波就表示：“在加快发展轨道交通的同时，主要是

大力推进自主创新设计和自主创新产品在北京市轨道交通事业中的应用。” 

 

徐波透露，北京市目前已开工建设的轨道交通共有9条线路。其中，通往新县城的5条线路有望于今

年年底如期通车，城区线则有望在2012年底前通车。 

 

到今年年底，北京市的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达到330公里以上，到2012年则将再增加100公里。而据

规划，北京市将在2015年时基本建成561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 

 

为了支持推进自主创新设计和自主创新产品的应用，北京亦庄线将运用我国自主研发的CBTC系统，

门头沟线（S1线）则计划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中低速磁悬浮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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