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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运站就是具备列车始发、终到、中转和换乘等
功能的车站。东站建成后，重庆将形成高铁四主客运
站协同、互联互通功能拼图，共同构建重庆“米”字型高
铁网。

根据规划，未来，东站将成为重庆向东、向南的重
要门户枢纽：陆续接入渝厦、渝万、成渝、渝贵、渝昆等
多条高铁线路；

西站则主要承担渝贵、渝昆、渝西等高铁线路的运
输任务，加强重庆与贵阳、昆明、西安等城市的联系；

北站作为既有重要客运站，将发挥其在连接成渝
高铁、郑渝高铁、成渝中线高铁、宜涪高铁等线路中的
重要作用；

重庆站今年已经启动扩能改造，建成后，将与东站
等共同构成重庆铁路枢纽的核心，提升重庆铁路枢纽
的整体运输能力。

不仅如此，上述4个站还将通过完善的轨道交通、
高铁联络线等交通网络，实现互联互通，为市民提供更
加便捷的出行体验。

旅客在东站可通过轨道6号线通达上新街、小什字、
大剧院、红旗河沟、北碚等区域，同时通过在上新街与轨
道环线换乘可到达弹子石、重庆北站、重庆西站等区域。

目前，重庆正推进九龙坡（渝昆高铁引入东站）至
东站枢纽联络线前期工作。未来，东站与西站之间将
再添连接通道。

西站与北站之间，可通过轨道交通环线实现互达。
东站与重庆站之间，目前正在建设万里长江高铁

第一隧——渝厦高铁长江隧道。隧道完工投用后，东
站与重庆站将实现互通。未来，城轨快线27号线投运
后，从东站到重庆站只需约15分钟。

“通过各站之间的合理分工和协作，这4个主枢纽
高铁站发车将更加高效、灵活，市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可以快速到达国内各大城市。”汪钦琳表示。

重庆东站：未来连接欧亚重要开放门户
重庆东站是交通强国试点项目，也是重庆构建“米”字型高速铁路网的核心节点，从规划到建设，

创下诸多“首次”和“第一”。
重庆东站的投运，意味着重庆东、重庆西、重庆北、重庆站四大主铁路客运枢纽格局全面成型。
这座西部地区最大的高铁枢纽到底有多牛？其中蕴藏着哪些重大理念创新和“硬核科技”？它

将给重庆带来什么？连日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作为交通强国“站城一体化发展”试点工程，重庆
东站（以下简称东站）将创新基因深深植入其“钢筋铁
骨”中。从规划到建设，可谓每一寸肌理都蕴含着敢为
人先的磅礴力量，也因此创下诸多“首次”和“第一”。

——它是交通强国“站城一体化发展”试点工程。
与传统高铁站不同，东站打破“就车站建车站”的

惯性思维，采用“站城融合”设计理念，将规划、交通、功
能、风貌、空间等五方面完美融合起来。

如交通方面，东站将实现“四网融合”，也就是干
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城市轨道有机衔接。具
体而言，这个高铁枢纽将引入枢纽东环线等普速铁路，
轨道交通6号线、8号线、24号线以及城轨快线27号
线等4条轨道线路。

空间融合方面，东站与片区城市空间实现无缝化
衔接、一体化利用，深化站城空间融合设计，实现地下、
地面、地上空间便捷联通、整体利用，形成立体化、复合
化、一体化的站城融合空间。

——“黄葛树”造型立柱是东站的“灵魂”，其中同
样蕴含着重大设计理念创新。

“‘黄葛树’不仅是建筑美学与结构力学的典范，也
是对象征着重庆人勤奋、勇敢和顽强精神的‘黄葛树’
这一元素的诗意展现与升华。”中铁二院重庆东站项目
设计负责人宋扬、同济大学重庆东站项目设计负责人
曾令福介绍。

黄葛树根系发达坚韧，每每“破石而生”，象征着
重庆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同时也被赋予更深远
的象征意义：东站作为国家级综合交通枢纽具有强
大辐射力——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下游
城市群以及海西经济区等，将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
大活力，呼应着城市生生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内核。

——它是采用超大跨度钢结构屋盖整体提升技
术，创下国内单次最大屋面提升面积（5.4万平方米、钢
结构重达4400吨）的高铁站。

东站站房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屋盖由3块“巨
无霸”钢网架拼装组成。

其中最大的一块跨度达72米、重4400吨。中铁
十一局、中铁建设等项目部采用先进技术，出动了74
台液压提升机，才将它从地面提升到屋顶。这相当于
把2930辆小轿车并排提升23.7米，并实现了提升过
程的毫米级微调。

——它是国内首例多连拱钢混组合装配式无站台
柱雨棚。

在站台上，仰头可见一片轻盈的“拱门星空”，如巨
鸟展翅覆盖着轨道上方。

站台上没有任何立柱遮挡视野，让乘客仿佛置身
于露天与遮蔽交织的魔幻空间，既能免受风雨侵扰，又
可随时与天空、远山相望。

东站站台采用“混凝土梁柱+钢梁”结构形式，建
立了“装配式”雨棚新体系，不仅让雨棚使用寿命提升
至百年，更将施工效率提高40%。

——它还拥有西南地区最大的铁路站房能源站。
东站站外设置了4500平方米的能源站，是西南地

区铁路站房最大的能源站。
这里集中了东站的冷水机组、热水机组，采用自主

研发的高效机房技术，施工中运用“预制化+装配式”
技术：场外预制、现场组装管道部件，将工期缩短近
70%，节约材料15%。

“借助这些技术创新，东站成功打造立体化、复合
化、一体化站城融合空间，成为站、城有机融合的典
范。”中铁建工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重庆已有重庆北站、重庆西站和重庆站（已启
动改扩建）三个主要客运枢纽，为何还要规划建设东站？

中国地方铁路协会站城融合发展分会会长汪钦琳
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心城区两江交汇、四山环抱，城市呈组团式发展，南
北向最大距离近110公里，东西向最大距离约70公里。

多年来，受城市发展格局影响，重庆铁路枢纽北
站、西站、重庆站均布局在长江以北，其中西站、北站承
担了中心城区近九成的高铁客流。

但长江以南的南岸、巴南等东部槽谷区域，面积占
中心城区三成多、人口超过200万，却缺乏高铁支撑。
长期以来，形成了“北重南轻、西重东轻”铁路枢纽局面。

随着高铁线路建设加速，重庆亟需新的枢纽来支
撑。

根据规划，未来重庆将有约10条对外高铁线路，
形成8个方向高铁大通道。届时，中心城区远期每日
将开行超1000对高铁，但北站、西站接发车能力无法
满足未来高铁线路的引入需求。“建设东站是破解上述
困局的关键。”中铁二院重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东站建成后，将填补中心城区长江以南无高铁枢
纽站的区域空白，同时意味着重庆东、重庆西、重庆北、
重庆站四大主铁路客运枢纽格局全面成型。

更值得关注的是，东站是交通强国试点项目，也是
重庆构建“米”字型高速铁路网的核心节点。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强调，
“奋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
综合枢纽”。东站正是重庆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紧扣“两大定位”，建设交通强国打造的标志性成果。

随着更多高铁线路的引入，东站将成为重庆立足
西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连接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世界级城市群的门户枢纽，成为
重庆面向东盟、连接欧亚的重要开放门户。

关键词 站城融合
重大创新：完美融合规划、交通、功能、风貌、空间；

独特树形柱是对象征着重庆人勤奋、勇敢和顽强精神
的“黄葛树”元素的诗意展现与升华

关键词 全国之最
硬核科技：施工中跨度72米、面积5.4万平方米，

重达4400吨的钢结构屋盖单次整体提升23.7米；无
站台柱雨棚开创魔幻“拱门星空”

关键词 开放门户
为未来日开行超1000对高铁提供“硬支撑”；

随着更多线路的引入，这里将成为重庆立足西部、
联动东部、面向东盟、连接欧亚的重要开放门户

关键词 四站联动
东站、西站、北站和重庆站各有分工，共同构建

“米”字型高铁网；互联互通，让市民快速到达国内
各大城市

■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廖雪梅

近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重庆东站（以下
简称东站）建设施工中引入多款智能机器人，推动了项目建
设由“人海战术”向“智能建造”转型，让项目建设跑出“加速
度”。

“地面整形军团”提升施工效率3倍以上

2022年重庆遭遇持续罕见高温。如何在这样的气候
条件下保证施工进度？

中铁十一局重庆东站项目党支部副书记黄品青介绍，
项目部第一时间采用了“机器人地面整形军团”。

该“军团”由四轮激光地面整平机、履带地面抹平机以

及地面抹光机等建筑机器人组成，搭载激光雷达、AI算法、
5G通信等模块，将混凝土平整度精准控制在毫米级，替代
人工在40℃高温下连续作业，使得施工效率提升3—5倍，
人工成本降低40%。

“巡检官”24小时无死角上岗

东站项目建设中采用的巡检机器人，可以自动行走、爬
坡，不仅能够24小时、360度无死角“上岗”，在雨天、夜间

也能做到无障碍巡检。
这款机器人白天巡检识别距离在100米左右，夜间为

50米左右，可自动识别未戴安全帽、车辆越界等17类风
险，几乎包括了工地上所有安全风险隐患。它还能实时传
输影像至管理终端，报警响应速度较人工巡检提升90%，
质检效率提升4倍。

东站建设中还采用了全位置焊接机器人。该机器人的
机械臂摆动幅度可精确至0.1毫米，仅需2小时就能完成直

径800毫米、壁厚8毫米钢管道的焊接工作，效率是人工焊
接的3倍。

玻璃幕墙安装实现毫米级定位

在玻璃幕墙安装方面，机器人也大显身手。
为了让建筑外观更加大气、美观，减少幕墙龙骨带来的

视觉遮挡，东站四周均采用明亮通透的高架层玻璃幕墙。
每块玻璃2米宽、5米高，过去需要十几个人一起搬运、

安装。项目建设中，玻璃幕墙安装机器人派上大用场。
玻璃幕墙安装机器人拥有800公斤负载能力，采用模

块化机械臂与高精度伺服驱动系统，通过多传感器融合技
术，可实现安装毫米级定位，施工效率提升3倍，作业风险
降低90%。

超高气温下给地面“整形”毫米级定位装玻璃幕墙

“机器人军团”助东站建设跑出加速度

▲重庆东站、西站、北站和重庆站四站联动，让市
民出行更加便捷。图为与西站直接相连的重庆西动车
所存车场。（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重庆东站设计采用“站城融合”理念，打破了“就
车站建车站”的惯性思维。这是核心区效果图。

（重庆交通开投集团供图）

▲东站站房屋盖由3块“巨无霸”钢网架拼装组成，
其中最大的一块跨度达72米。这是东站夜间鸟瞰图。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东站建设
大事记

2020年5月18日

东站全面开建 站房内地铁首段
混凝土开始浇筑

2022年7月24日

综合交通换乘中心
首段主体结构封顶

2023年1月6日

站房完成上盖施工，
较计划工期提前半年

2023年12月底

进入联调联试阶段

2025年3月9日

基本建成

2025年3月19日

正式“亮灯”

2025年5月15日

正式投用

2025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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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廖雪梅

▲6月27日，首发列车从重庆东站驶出。当日，
重庆东站、渝厦高铁重庆东至黔江段投运。

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气势磅礴的重庆东站气势磅礴的重庆东站。（。（渲染图渲染图）） 记者记者 齐岚森齐岚森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