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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公里轨道线 到处都有“黑科技”创新

细数重庆轨道交通“第一”

“小澳、小澳，铁山坪怎么走？”
2月22日下午，轨道交通4号线铁山

坪站站厅，乘客赵女士向一个名叫“小澳”
的机器人提问。

“小澳”马上转动身体，带领赵女士向
铁山坪站2号口走去。它一边走，还一边
向她简单介绍车站各出入口通向哪以及
站外有哪些标志性建筑物。

“小澳”会做的可不止这些。重庆轨
道四号线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王德荣介绍，这款机器人可在指定区
域播放特定的语音提示，帮助旅客前往目
标区域，还能提供购票服务等。

在铁山坪车站，不止一个“小澳”，智
能化可谓无处不在。比如，“人脸识别”安

检门，采用前沿的毫米波太赫兹人体成像
设备，3秒便能完成安检程序，即便乘客
随身携带小包等物件，也无需停留。若乘
客携带了违禁物品，系统就会自动报警，
并在显示屏显示违禁品具体位置和物品
种类，方便安检人员快速查验。

王峙表示，目前我市还在国博线国博
中心站、重庆西站等站点试点建设智慧车
站，实现智能客服机器人、智慧安防、智能
开关站、客流智能分析预测、智能能源管
理等智慧化场景应用，帮助车站安全、高
效运转。

智能化不仅提升了轨道交通的乘坐

体验，还大幅提升运营维护的效率。以铁
山坪站为例，这里的智能运维系统采用
BIM技术与设备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实
现了维修人员在线可视化巡检，不到5分
钟就可完成全车站所有设备、所有区域无
死角巡检，而传统人工巡检至少需要半小
时。若巡检发现故障，系统还能实时提示
具体故障部位及故障零部件并自动推送
故障工单。维修人员可直接带着备件直
奔现场更换，无需先去现场查找故障再返
回寻找维修部件和工具。

“红岩村站是重庆首个拥有信息智能
化系统的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示范车

站。”重庆交通开投九号线公司副总经理
李恒表示，红岩村站内所有消防器材都有
一个二维码，乘客用手机一扫，便可学习
消防知识、了解消防设施具体功能和消防
疏散逃生线路。不仅如此，系统后台可定
时定期向值班站长、巡检工班、维保人员
推送巡检或者维保任务，大大提升了车站
巡视巡查率、隐患发现率和问题整改率，
实现火灾隐患闭环管理。

王峙表示，今年将加快推进智慧服务
升级，以全自动运行、智慧车站两条重点
技术路径为抓手，攻关实践智慧赋能节能
降碳的关键技术，推进24号线智慧轨道
创新示范项目和数据标准体系及大数据
平台建设，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

本报记者 吴刚 杨永芹 廖雪梅

服务新 通行线路可问机器人

山城重庆，山环水绕，峡江相

拥，造就了“8D”魔幻城市的迷人风

采。

不过，对于轨道交通建设来说，

山高坡陡，到处都是“硬骨头”。常

规的施工技术、机械设备等，在重庆

轨道交通建设中，常常“一筹莫展”。

通过技术创新，重庆突破穿山

跨江、深埋车站等多项世界性难题，

终于建成了以地形适应强、跨江桥

梁多、穿山通道多为特点的山地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网络。

回望重庆轨道交通20多年的

建设历程，一个又一个当时看起来

“无解”的工程难题，最终都被攻

克。这背后隐藏着哪些“黑科技”？

重庆日报记者选择了几个代表性项

目，邀您一起来看看。

【核心提示】

□臧博

市民盼望已久的轨道交通5号线北延伸段即将通车，重
庆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提升至500公里+，标志着重庆建成
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山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网络。

轨道交通，在重庆已经超越交通工具的属性，成为城市的
名片和符号，成为给城市增色添彩的民生线、风景线、发展线。
人们也通过高效便利的轨道交通，奔向轨道上的新生活。

轨道上的新生活，带给人们的是实实在在的出行利
好。重庆的轨道交通打通了6个穿山瓶颈，架设了12条跨
江通道，设立了284个站点，构成了这座城市最便捷的交通
脉络。轨道交通延伸到哪里，哪里就会形成新的人口集聚
和产业集聚。一条条轨道线、一个个站点，将主城都市区的
重要交通枢纽、大商圈、大型居住区等串联到一张“网”上，
加上轨道站点换乘不断优化，使得人们可以从容、准确地规
划自己的行程。不论是工作生活，还是娱乐休闲，选择轨道
交通，都能极大提高出行效率，缩短通勤时间，促进彼此流
动和交往。

轨道上的新生活，未来将让更多区县、更多人受益。经
过二十多年的建设，人们能够感受到，重庆轨道交通在“数
量”与“流量”上的双提升——开通的线路和站点越来越多，
投入运营的里程越来越长，运营的时间全国排名第二，全网
累计客运量超过了83亿人次。在本月24日，还创下了433.9
万人次的单日客运量新纪录。未来，还会有更多轨道交通
线路陆续建设和开通，将触角延伸到更远的区县、覆盖更多
的组团。“1小时通勤圈”的轨道网线规划、“2分钟时代”发车
间隔，也将把各区紧密联系在一起。届时，将会有更多市民
受益于轨道交通，共享便利。

越织越密的城市轨道交通网，已经成为许多市民出行的
首选。重庆的轨道交通建设，也与重庆城市和社会经济快速
发展交相辉映。期待以500公里为新的起点，向着600、700公
里继续前进，让高效便捷、智慧绿色的轨道交通，在现代化新
重庆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展现更多作为，惠及更多市民。

奔向轨道上的新生活

2月21日，轨道交通15号线一期两
江大道站—复盛站区间施工现场，数十米
深的地底，传来沉闷的轰隆声。

彼时，盾构掘进机正在高速作业。这
种堪称巨无霸的工程机械，一边转动掘
进，一边将产生的渣土通过传送带传送到
电机车上。不一会，满载渣土的电机车便
从盾构掘进机“肚子”里驶出，来到区间隧
道竖井，在此等候的龙门吊将车厢吊至地
面再进行渣土转运。

这看似寻常的轨道掘进施工现场，背
后却大有文章。

这里的最大坡度，高达37.5‰。对这
条长3000多米的区间隧道来说，机车从

区间起点行驶到终点，需要垂直爬升110
多米，相当于30多层楼高。

常规的电机车受动力局限，无法适应
隧道大长坡运输作业，坡度一大，就容易
溜车，给施工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

中铁工程服务有限公司借鉴动车技
术路线，自主研发出新型动力分散式新能
源电机车及配套设备，采用动力分散式驱
动、多电机同步控制等技术，打造出了这
样一款“微型动车组”。

该电机车技术负责人李才洪介绍，
“微型动车组”就是改变传统电机车只有
车头有动力的设计，让车头、车厢都具有
动力，类似高铁动车组。它能将电机车牵
引力提升50%以上，爬坡能力提高两倍，
最大坡度可达50‰。

这款电机车不仅“力大”，还特别“聪
明”——它配有由轨距自动测量、坡道自
动限速、自动接车等装置组成的安全管理
系统，能精准定位，可将它在隧道中的位

置、车速、到达时间等信息实时传送到远
程大数据平台，精准推送给盾构司机和管
理人员，实现了对超速、溜车等危险情况
的自动预警。

“新型电机车自去年7月投运以来，
已经助力盾构掘进机创下月进度432米
的佳绩，创下重庆轨道交通盾构掘进新纪
录。”中建五局15号线一期土建工程6标
项目执行经理吴冬云说。

重庆交通开投轨道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峙表示，通过创新，重庆多条
轨道线路斩获菲迪克全球优秀工程项
目奖、詹天佑奖、鲁班奖等国内外顶级
工程奖项。

技术新 隧道渣土用“动车”拉

乔女士家在冉家坝，公司在唐家沱，
她过去坐地铁上下班，需要中途在民安大
道换乘，单程40分钟左右。

不过，现在同样一条线路，她所花的
时间却缩短了10多分钟。怎么做到的？
答案源自一项全国首创的技术——重庆
轨道交通互联互通CBTC系统示范应用
项目（以下简称CBTC项目）。

这是一种基于无线通信的列车自动
控制系统，在不停车和不改变驾驶模式的
情况下，通过联络线，让一条线路上的轨
道列车直接开到其他线路上去。换句话
说，乘客不用下车换乘，就从A号线自动
换到了B号线。

借助互联互通CBTC系统，2021年

底，乔女士从冉家坝到唐家沱所搭乘的环
线、4号线，与5号线实现了三线互联互通。

如今的三线直快车，运行于5号线大
渡口跳磴至4号线江北唐家沱之间，乘客
从大渡口跳磴到江北唐家沱由以前的换
乘两次变成了零换乘，全程59分钟，较之
前节省约19分钟。如果算上两次换乘所
需的候车和步行时间，乘客至少可节约
33分钟。

记者了解到，CBTC项目作为重庆交
通开投轨道集团牵头实施的国家示范工

程，不仅搭建了国内首个互联互通CBTC
系统测试验证平台，还编制完成了具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城市轨道交通互联互
通CBTC系统系列标淮。如今，该标准已
在国内20多个城市、共50多条地铁线路
中应用，还走出了国门。

2021年底，采用该标准的互联互通
CBTC信号系统在越南河内投运，成为中
国技术、中国设备、中国经验共同“走出
去”的典范。

“在推动轨道交通互联互通方面，这

样的创新，重庆还有不少。”重庆交通开投
铁路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例如跨制式
贯通模式。这是一种城市轨道交通与不
同技术标准的市域铁路贯通运营模式。
今年内，5号线与江跳线将实现贯通运
营，届时，乘客从江跳线江津圣泉站可一
车坐到石桥铺站，中途完全不用换乘。这
将是国内首次实现“列车既可以在铁路上
跑，也可在地铁上跑”。

再如制式贯通模式。这是一种市域
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共线运营的模式。
未来，市域铁路璧铜线、城轨快线27号线
建成投运后，将实现共线运营；市域铁路
永川线与城轨快线15、26号线，南川线与
27号线将实现贯通运营。

模式新 不下车也能实现换乘

世界上线路最长世界上线路最长、、效率最高效率最高、、客流量最大的单轨线客流量最大的单轨线
3号线（全长约67公里）

世界上第一座单轨专用跨江大桥世界上第一座单轨专用跨江大桥
渝澳轨道专用桥

世界最大跨径自锚式悬索桥世界最大跨径自锚式悬索桥
鹅公岩轨道大桥（主跨600米）

世界最大跨度城市轨道交通专用斜拉桥世界最大跨度城市轨道交通专用斜拉桥
南纪门轨道大桥

世界最大跨度公轨同层非对称布置钢箱梁斜拉桥世界最大跨度公轨同层非对称布置钢箱梁斜拉桥
18号线李家沱长江复线桥

全国首座共轨两用钢箱提篮拱大桥全国首座共轨两用钢箱提篮拱大桥
菜园坝长江大桥

全国最长轨道山岭隧道全国最长轨道山岭隧道
6号线铜锣山隧道

全国首条双流制式轨道交通线路全国首条双流制式轨道交通线路
江跳线

全国首次采用城轨快线车全国首次采用城轨快线车（（DD型车型车））
15号线

全国首例坐落于公轨两用桥上的车站全国首例坐落于公轨两用桥上的车站
10号线曾家岩站

【短评】

▼轨道交通 18 号线李家沱长江复线桥实现合
龙。图为中铁建技术工人在合龙现场进行最后一节
钢箱梁吊装。（摄于1月12日）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重庆中车长客轨道车辆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国内首列多适应性中运量单轨系统车里进行例行检查。（摄于2月10日）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