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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2日，铺轨历时 7个月后，被

誉为中国铁路发展的“集大成者”、智

能高铁示范工程的京张高铁完成全线

铺轨。

作为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

纵八横”京兰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京津冀

协同发展重要基础工程和2022年北京

冬奥会重要交通保障设施，京张高铁一

直备受瞩目。此前，英国《泰晤士报》评

论说：“一旦京张高铁建成，将是中国又

一项建筑壮举。”

历史总是在前行的道路上留下一些

相似的景况，让人回味。1905年，詹天

佑主持修建京张铁路，在这里做了一个

漂亮的“人”字形迂回——这条由中国人

自行设计、不使用外国资金及人员修建

的铁路一扫近代中国建筑工程之耻，后

来被周恩来赞誉为“中国人的光荣”。

作为我国铁路发展的标本，京张铁

路历经沧桑，见证着中国从贫穷落后走

向独立和富强。如今，蜿蜒长城脚下的

京张铁路开启了世界智能高铁的先河，

将为北京冬奥会提供有力保障。同一个

起点、同一个梦想，一代代中国人自力更

生、逐梦前行，再次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

创造了令人惊叹的轨道工程建设奇迹。

小细节中有大洞天。从“解放”到

“建设”型蒸汽机车，从“东风”型内燃机

车到“韶山”型电力机车，再到“和谐号”

动车组，直至今日的“复兴号”中国标准

动车组……机车型号的命名打上了深刻

的时代烙印，见证着中国铁路不平凡的

历史传承，从某个侧面印证了我国社会

发展的历程，也从一个特殊角度记录了

中华儿女走过的铿锵足迹。

一部高铁发展史，就是一部自主创

新史。将历史的时针倒拨至2003年，当

时，我国政府决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消化吸收”打造自己的高速铁路，却引

来一片对中国高铁创新能力的质疑

声。然而，我们最终闯出了一条以低成

本引进先进技术平台，打破政府、行业、

院校、企业界限联合研发关键技术，升

级打造自主技术平台，从而实现“中国

高铁中国造”的创新之路。去年，时速

350公里的16辆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在

京沪高铁上投入运营，不久又在时速

350公里条件下实现自动驾驶。而今，

多项智能高铁关键技术综合试验成果

应用于京张高铁建设——这条攻克了

世界最复杂问题的线路，彰显了“中国

制造”的雄厚实力。

跨越百年，时空交错。遥想当年，

积贫积弱的清政府提出京张铁路的修

建计划后，西方列强为进一步控制我国

北部争夺修建权，互不相让。詹天佑主

持修建京张铁路的消息一出，国外报纸

竟然讥讽说：“建京张铁路的中国工程

师恐怕尚未出世呢！”今天，曾经备受西

方人讥讽的弱小之国已让世界刮目相

看。世界首条新建高寒高铁哈大高铁

正式开通，世界单条运营里程最长高铁

京广高铁全线贯通，世界上一次性建成

里程最长高铁兰新高铁投入运营……

截至去年底，我国高铁营业里程达到

2.9万公里以上，超过世界高铁总里程

的三分之二，累计运输旅客突破90亿人

次，高铁性能的安全可靠和运输效率世

界领先。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创新决定着文

明走向。中国高铁走过的路是一条创新

之路，更是一条自信之路。而走过这条

路的，何止是高铁！放眼神州大地，中国

桥、中国路、中国港、中国车、中国楼……

一个个奇迹般的工程,编织起人民走向

美好的希望版图,托举起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倾听铿锵步履，“天眼”

探空、墨子“传信”、北斗组网、超算“发

威”、大飞机首飞……中国“赶上世界”的

强国梦实现历史性跨越。根据世界知识

产权组织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我国创新指数排名升至全球第17

位,成为唯一进入前20强的中等收入经

济体。随着在创新领域由“追赶”逐渐变

为“并跑”甚至“领跑”,中国带给世界的

惊喜将会更多。

闲庭信步新时代，吾辈弄潮今胜昔。

百余年前，詹天佑曾在给友人的书

信中感叹：“修此铁路，纵有千难万难，也

不会半途而废，为夷国耻笑……所幸我

的生命，能化成匍匐在华夏大地上的一

根铁轨，也算是我坎坷人生中的莫大幸

事了。”今天的泱泱中华，历史性成就足

以告慰先辈。今天的伟大中国，谋求复

兴的脚步更加自信从容。今天的长城脚

下，京张铁路和京张高铁交相辉映，映照

出一个国家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

精神。

千帆竞渡，勇进者胜。奋斗者的逐

梦之路，始终闪动着银色的光辉，映照着

日月星辰，承载着美好希望。新征程上，

千千万万的奋斗者必将鼓荡起所向披靡

的力量，助推伟大中国的时代列车驶向

未来、驶向复兴，再创“中国人的光荣”！

奋力逐梦新时代，再创“中国人的光荣”
■青 木

如果没有人的参与，科技就只是一串
冰冷的数字或机器。作为世界第一条智
能化高铁，京张高铁全流程设计体现人本
理念，以满足人们“科技让生活更美好”的
愿望。
“以往我们乘坐火车进入隧道后，由于车

内外气压变化，耳朵会短暂感到不舒服。”李
红侠说，京张高铁进隧道前会提前关闭车厢
换气阀门，保证车厢内气压不变，从而带给乘
客更加舒适的乘坐体验。

站台上，视频分析技术实现客运作业智
能化；乘客在手机上输入车次，便可借助相互
融合的站内外导航直达候车厅和检票口；沿
线无线上网服务，乘客在旅途可实时了解外

界信息……一个个细微之处，彰显着京张高
铁的人文情怀。

当年，为彰显京张铁路为中国人自主修
筑，詹天佑在铁路设备上尽可能多地加入中
国元素。如今，按照“标准配置+奥运配置”的
思路，中国铁路总公司在充分考虑中国元素、
奥运精神、百年京张文化传承以及前期众创
成果等要素的基础上，组织优化设计形成了

“鹰隼”和“旗鱼”头型方案和“龙凤呈祥”“瑞
雪迎春”两种外观涂装方案。
“为了突出文化色彩，我们与清华美院专

家合作，将苏州码子、‘人’字纹等传统元素应
用于车站内部设计，既体现地域特色，又向游
客展现百年京张文化。”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
站建筑负责人赵琳对记者说。

以前，人们登上八达岭长城，会看到居庸

关隧道出口与新八达岭隧道入口两个“黑
洞”，大煞风景。为此，设计团队将这两个隧
道进出口设计成烽火台建筑外形，从而很好
地维护了景区的整体形象。如今，人们穿梭
于八达岭长城景区会发现，京张高铁建设与
整个自然环境几乎融为一体。
“设计团队还与京冀两地园林部门，协

同开展景观绿化专题研究，对桥梁、路基、
隧道及相关场地进行人文景观设计，并按
照内低外高、内灌外乔的思路建成了立体
多层绿化带。”赵琳感慨地说，游客们乘上
疾驰的高铁，不但可以欣赏一路自然美景，
还能尽享沿线人文盛宴，来一场惬意而又
有趣的旅行。

人本理念，彰显京张文化独特魅力

纵 横 谈

从 长 城脚下疾驰而过
—感受京张高铁全线轨道贯通背后的发展脉动

■本报记者 佟欣雨

长城脚下，青山环抱的青龙桥车站静静
伫立。这座始建于 1908年的小站，曾因“人”
字形铁路而闻名。2016 年，承载着崭新历史
使命的京张铁路新线——京张高铁正式开工
建设。如今，这条被誉为中国铁路发展“集大
成者”的线路从其下方穿越“人”字而过，成就
百年京张的立体交汇。

在京张铁路动工之初，总工程师詹天佑
便感受到极大压力。当时，他给恩师诺索布
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所有的中国人和
外国人都在密切注视着我的工作，如果我失
败了，那就不仅是我个人的不幸，而且是所有
中国工程师和中国人的不幸……许多外国人
公然宣称中国工程师不可能担任如此艰巨的

铁路工程，既需开凿坚硬的岩石，又需修筑极
长的山洞。”

转眼百余年。而今，他创设的“竖井开凿
法”和“人”字形线路，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历
史记忆。作为老京张铁路的“升级版”，京张
高铁的贯通标志着中国铁路的飞跃，也是中
国经济发展的见证。

作为京张高铁正线控制性工程，新八达

岭隧道全长 12.01 公里。由于隧道连续穿越
八达岭长城等重要风景名胜区，环境、文物保
护要求极其严格，施工地表要达到“零沉
降”。为减少工程建设对文物与隧道围岩的
影响，建设者采用了我国自主研发的电子雷
管微损伤控制爆破技术。
“一般爆破的震动速度是每秒 5厘米，但

这种技术能够把爆炸震动速度降低至每秒 2

毫米以内，爆破影响相当于游客在长城上跺
下脚。”中铁五局京张三标项目总工程师罗都
颢对记者说。

京张高铁全长 174公里，列车从北京北站
驶出后便“钻”入地下，通过清华园隧道一路
向北，穿越居庸关长城、水关长城、八达岭长
城，跨越官厅水库，最终抵达 2022年北京冬奥
会另一举办地张家口。
“全线贯通后，北京至张家口旅途时间将

从现在的 3.5小时缩短至 1小时之内。”罗都颢
说，作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交通保障线，及促
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经济服务线，京张高
铁将传承百年京张之志，为区域发展开辟更
为广阔的新天地。

百年传承，为区域发展开辟新天地

1909年，京张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时速
35 公里左右；如今的京张高铁，设计时速
350 公里。从 35公里至 350 公里，转眼过去
110年。

百年京张，匠心筑梦。一代代铁路人接
续奋战，实现了从自主建设铁路到创下多项
“世界之最”的跨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便是它的智能化设计。

作为世界首条智能化高速铁路，京张高
铁实现全球首次在 350 公里时速下自动驾
驶。据京张高铁智能工程化设计总体负责人
李红侠介绍，京张高铁沿线环境复杂，多次
穿越城市核心区和景区。为此，高铁设计行
车速度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涵盖了时速
120至 350公里的全系列标准。

与城市地铁有所不同的是，高铁行车速
度快且多变，这对于列车自动驾驶系统是一
大考验。在京张高铁智能化运营中，最亮眼
的当属列车的全自动驾驶设计。据了解，为
满足列车高速度、高密度、不同速度等级列
车跨线运行要求，京张高铁实现地面与动车
组控车信息的双向实时传输。
“换句话说，自动驾驶车载设备收到

相关信息后，信号系统根据动车组所处位

置计算出控制运行的速度曲线，自动控制
动车组发车、停车、加减速、开关车门
等，从而实现有人值守的无人驾驶。”李
红侠说。
“除自动驾驶外，京张高铁智能化还体

现在运营维护方面。”中铁设计京张高铁通
信专业负责人孙嵘说，北斗系统和地理信息
系统技术将为高铁运营、维护、应急提供智
能化服务。据介绍，他们在八达岭隧道安装

的防灾救援监控系统，可以第一时间发现事
故并进行预警、指挥救援。

据了解，京张高铁采用的智能动车组
定位为“复兴号”的智能型，以现有“复
兴号”CR400BF 型动车组为基础，通过运
用现代最新科技，在智能化、安全舒适、
绿色环保、综合节能等方面实现新发展新
突破。
“未来，京张高铁 10个车站将有同一个

‘大脑’。”李红侠说，通过这个“大脑”，工
作人员在控制室就可以实现客站灯光、温
度、湿度等设备管理、应急指挥等。她表
示，依托京张高铁建设，我国将进一步构建
智能高铁技术标准体系，成为引领世界的智
能高铁应用国家。

智能京张，展现中国智造时代风采

这是铁路工人在京张高铁河北怀来段铺轨现场工作。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