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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地铁轨道交通的发展及高新技术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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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轨道交通还比较落后，主要是因为我国缺乏充足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配置不合理；应用高新技术的
时间比较晚，不具备很高的技术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还没有研发很多带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技术。为此，本文专门探讨了我国地铁轨
道交通的发展历程，并阐述了如何应用各种高新技术，希望能为相关企业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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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轨道交通的发展历程 

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改革以来，各行各业的发展都实现了重大变
化和转折，在建设铁路的过程中应用各种高新技术实现了突破性的
进展。1997 年，我国将北上广的中心城城市作为试点，第一次启动
了提速工程项目，当时使用了时速为 140km/h 的列车，一直到第二
年推行了提速项目，广深两地开通了准高速铁路，当时使用的列车
时速就已经达到了 160km/h，是当时我国的一大重要突破。之后我
国自主设计了 25k 快速客车，顺应了铁路提速的发展需求，同时，
韶山的 8 型电力汽车的行驶速度达到了 240km/h，创造了当时的记
录，成为我国铁路的第一速。虽然我国交通轨道行业的发展还落后
于其他发达国家，但是由于我国不断引进各种高新技术，已经在短
时间内实现了重大突破与发展。 

二十一世纪，我国实现了提交商业运营的交流电传动机车，由
此可知，我国已经有了具备自己产权的轨道交通运载装备。现阶段，
我国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为了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城市
化在改革的过程中要重点满足城市的交通需求，随着大城市的快速
扩张，我国应该将重点放到建设轨道交通上面，完善轨道交通系统，
为保障我国的整体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二、我国轨道交通与其他国家存在的差距及应用高新技术的
紧迫性 

2.1 基础设施总量少，配置不合理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轨道交通的发展却无法

匹配人口总量。并且我国没有建立充足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数量
严重不够，并且基础设施的发展也比较缓慢。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
地区为沿海东南部和华北平原地区，但中西部地区之所以经济发展
比较缓慢，主要就是因为当地的交通不方便。现阶段，我国现有的
城市轨道数量只有 100 多 km，因为缺乏充足的基础设施总量，导
致我国北上广深地区的地铁交通非常拥挤，道路压力较大。 

2.2 我国的先进技术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地铁轨道交通还很落后，很多城市都

没有全面应用高新技术建设地铁轨道，因此，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速度较慢。比如在建设地铁轨道交通时，我国使用的地铁轨道
交通管理技术还存在很多问题，类似智能化服务、结合信息和安全
保护等方面的设施还没有正式推行，还在试验研究，很多高新技术
的发展与应用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三、在轨道交通中应用高新技术 

3.1 高速技术 
近半世纪对创新轨道交通领域的技术已经越来越重视高速化

这一特征，主要研究新型大功率牵引动力和高可靠供电受流技术，
牵引、制动和智能诊断车载微机控制的技术，更舒适、量化轻及最
符合空气动力学设计的车体和高速线路设计与施工技术等高新技
术。“十五”期间，我国一些大城市已经在客运列车中应用了这些
技术，列车的行驶速度达到了 200km/h 以上，并建成了建成秦沈快
速客运通道和上海磁悬浮示范线，开始建设京沪高速铁路，成功研
制了每小时速度达到 200- 300km 的电动车组。 

3.2 快捷和重载技术 
新世纪背景下，每个国家都将重点放到加强研究开发铁路新技

术和新装备上面，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扩大重载运输的范围，创造

更大的经济效益。据各国专家分析论证得知，国际将重点从以下几
个方面研究重载新技术：利用 IT 技术改进电子商务、电子咨询与
追踪、电子预告以及运输服务等系统；使用 IT 和 GPS 技术改善重
载运输通讯信号和自动控制系统，确保系统能充分发挥其决策作
用，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使用 IT 技术建设自动检测诊断系统；
改进优化钢轨探伤技术和轨道维修体系；建立可监测车辆安全性能
参数的系统；从系统工程观点角度研究轮轨、列车与路线桥梁的相
互作用，优化设计货运机车与货车，注意并不是一味地组装集成部
件，而是依据市场与维修需求为参考标准检测列车性能；重点研究
如何节约能源和保护环境；进一步提升交流转动重载机车的黏着
力，加快机车的运行速度和可靠程度；重点研究重载列车的遥控和
无人驾驶技术；研究制作货车车体的新型材料等。 

3.3 轨道交通信息化技术 
使用信息化技术研究轨道交通领域应该重点解决如何管理各

种信息系统、应用和优化集成问题等方面，依据配套的网络体系构
建系统化的轨道交通安全保障技术装备，有效检测机车车辆、动车组
和磁浮车辆等的实际运行品质与状态，检测轨道状态和三轨/四轨状
态等装备的综合信息化技术；使用新技术实现信息化的客、货运组织
和运营管理，重点建设铁路信息结构与城市轨道交通信息化体系。 
四、产业化建议 

4.1 将应用高新技术作为重点发展产业 
我国相关部门在发展地铁轨道交通行业的过程中，要将应用高

新技术作为重要发展产业，在引进和学习各种高新技术时，要将重
点放到提升自己自主创新能力上面，还应该考察我国的实际交通状
况，之后针对性地发展交通产业，坚持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
保护环境和节约地方资源。 

4.2 优化配置交通产业 
我国相关部门要制定市场准入政策，摒弃那么耗能量大，污染

严重的建设设备，仅仅引进一些高科技设备建设地铁交通轨道，解
决地面交通拥挤问题，优化配置产业结构。 

4.3 培养一批高素质高新技术 
我国的人口数量非常庞大，交通问题很严重，为此，需要不断

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的地铁轨道交通建设技术，以此解决我国严重
的交通拥挤问题，提升我国地铁轨道交通系统水平。 
总结 

总而言之，在发展轨道交通的过程中应用高新技术，可以加快
建设轨道交通基础设施的步伐，提高设施的质量，研发更先进的技
术装备，提升现代化服务设施的水平，优化创新机械、电子、信息
和原材料的工业产业化生产，保障轨道交通的稳定发展。据相关实
践表明，创新相关技术，大量应用高新技术建设轨道交通基础设施，
对实现轨道交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升级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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