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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与发展

浅析轨道交通的发展及高新技术的应用 

丁璐 1  王资 2  

(1.呼和浩特市地铁实业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010000;2. 中国铁路集团呼和浩特局信息技术所 内蒙古自治区呼
和浩特市 010000) 

 

摘要：进入 21 世纪，我国在轨道交通上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但自身还存在很多不足，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应用还不够。本文简要分析轨道

交通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轨道交通发展与高新技术应用的策略，促进轨道交通个更快、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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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迅速的发展起来，城市建设不断加快。在

新的时代，我国经济又展现出新的面貌，各方面服务展现出更加快

捷、便利、信息化的趋势。公民对交通出行的要求不断提高，不仅

要求在速度上尽可能的快，在运行上尽可能的平稳，对搭载的便利

性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着轨道交通不断加快发展。国家也非

常重视轨道交通的建设，对轨道交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

标。因此，非常有必要加快我国轨道交通事业发展，尤其是与高新

技术进行结合，加快轨道交通相关技术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促进轨

道交通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 

一、轨道交通以及轨道交通发展 

轨道交通是区别于道路交通的交通运输方式，是目前公共交通

的最主要工具。轨道交通主要依靠于轨道运行，并且能运输中等以

上的载客量，还具有运行速度快、运行有规律性的优点，因此得到

普遍的应用、迅速的发展。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人们的住所大多

与工作地点有非常远的距离，有些人甚至需要跨区域、跨城市往返

上班，对轨道交通的需求逐渐加大。但同时道路交通在城市交通中

出现越来越多的堵塞问题，浪费了人们许多的宝贵时间。轨道交通

本身具有的优势，能够有效解决道路交通的局限，满足城市发展不

断扩大对道路的高要求，也能够为人们的出行提供更加便利安全的

选择，提高出城市的运行效率。但在目前我国轨道交通发展相比国

际发展在总体规划、运营建设、环境保护、技术开发应用等方面都

还存在很多不足，需要得到重视并加强发展建设[1]。 

二、轨道交通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规划缺乏科学性 

我国的公共汽车交通自我国展开经济建设不久就投入运行和

使用，运营时间较长，各方面的体系比较完善。在公共交通路线的

规划、站点的设置等方面已经比较成熟，尤其是公共汽车交通价格

较低，年票、月票、学生卡、老年卡等特殊的优惠政策深得人们的

喜爱，积累了大批稳定的客源。而轨道交通相比于公共汽车交通，

产生和发展的时间都比较晚，基本是在我国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近几

十年开始飞速发展，各方面的建设还不是非常完善和成熟，在线路

规划、站点设置上还缺少一定经验，并且在线路规划上的人才比较

短缺，专业性技术人才缺少。并且在搭乘上轨道交通通常所需要的

程序比较多，需要入站、购票、检票、入闸、候车、上车等等一系

列环节，并且有些轨道交通内入站与候车的距离非常远，往往需要

乘客走很远的距离才能够达到，这也浪费了乘客的一部分时间[2]。

一些城市出现城市轨道交通与地面公共汽车路线的重合问题，这让

一部分的交通资源受到浪费，并且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大多会选

择更加便利的公共汽车交通。另外在运行较短距离时，人们大多直

接选择公共汽车交通。 

（二）运营成本较高 

轨道交通本身属于公共物品，是面向大众的公共服务，票价不

宜过高，但通如果票价过低则无法弥补轨道交通过高的运营成本。

轨道交通运营成本包括人工成本、能源消耗成本、设施设备维护修

理费用、耗材采购费用、运营办公费用及运营税金等方面，运营所

需的成本比较高。这样就造成了运营收入与营运成本之间较大的差

距，使得入不赘出，形成巨大的运营压力。轨道交通的管理由专业

的轨道交通运营公司负责，但这种高额的运营成本使得大多数运营

企业出现资金困难等问题，出现建得起却养不起的尴尬现象，甚至

一些企业在运营轨道交通上出现了一些资金亏损的情况，只能让政

府出面进行兜底 从而又造成了政府财政的巨大压力[3]。 

（三）轨道交通影响环境 

从一方面来讲，轨道交通增加了人们的出行选择，能够部分缓

解由于私家车过多排放尾气过多的问题，从而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

排放、改善大气环境。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轨道交通在建设时会对

地质造成不小的影响。轨道建设时必定会对地下土地进行挖掘，本

身就是对地表结构的一种破坏，会影响当地的水土平衡。尤其是不

同地区的水土特点不同，一些地区土质较为稀松，在对这样的地区

进行挖掘时，很容易产生坍陷等工程问题，对当地的地质破坏也比

较大。另外，在施工过程中，尤其是在进行打桩作业时，必定会产

生噪音和振动，影响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同时，交通施工

一般工程较大，可能会造成长期的噪音污染。在施工时会占用原有

的交通道路，从而减低原道路的承载能力，影响人们的正常出行，

增加交通负担。 

三、轨道交通的发展及高新技术的应用 

（一）轨道交通的快捷、重载技术 

快速重载运输的应用主要使用大功率内燃或电力机车或是走

行机构、双机或是多机牵引无线遥控技术、性能优异的制动装置、

大轴重轻自重的大型货车以及动力作用的转向架、重型钢轨、道岔

技术等等。在新的时代，为保证经济发展，轨道交通更进一步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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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技术和设备的创新研究。目前在国际上研究的重载技术主要是通

过 IT 技术改进运输系统，涉及到电子商务、电子资讯与追踪、电

子预告和运输服务系统。IT 技术中的 GPS 技术可以有效强化重载

运输时的通讯问题，及时传递有效信息，满足客户的需求[4]。建立

IT 技术与轨道交通设备的自动检测和诊断系统，检测钢轨的使用情

况，如果出现问题情况，在第一时间进行预报，及时进行维修。利

用应力应变式、声学检测系统、图像显示功能等建立车载及道旁车

辆的安全性能参数检测系统，更快速的接收到车辆的运行数据，判

断车辆安全性。研究轮轨的相互作用，车辆与桥梁的相互作用，以

此来优化车辆设计。 

（二）轨道交通信息化技术 

新时代，信息科技不断深入人们的生活，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

巨大的便利。轨道交通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对车辆、动车组、磁浮

车辆等的运行状态、轨道状态、三轨和四轨的状态检测，并按照网

络体系配套实现交通安全保障技术装备系统化，解决好交通中各信

息系统之间的管理问题。利用信息化手段对客、货运组织进行管理，

构建更加完善的信息结构体系，促进轨道交通信息化体系建设。例

如，现在无人驾驶车辆已经处于试验阶段，开始在一些交通中运用，

司机只需要对车辆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工作就可以。一些信息技术手

段也应用到其中，例如卫星定位系统、调度集中技术、信息处理技

术、开车自动控制技术等等。另外可以将一些便携式技术设备设置

在列车内，便于对列车进行管理[5]。 

（三）轨道交通的环境保护技术 

目前轨道交通在建设和运营时对环境造成的污染问题逐渐受

到人们的重视，国内外不断出现新的应对轨道交通环境污染的研

究，并加速了相关研究。例如，在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行时出现的噪

音问题，都与弓网材料、弓头外形和弓网压力等直接相关。另外车

辆高速运行还会受到车辆震动的影响，在研究时，需要从空气动力

学、摩擦学、地磁学等多个方面去考虑和研究。轨道交通还会产生

比较大的电磁辐射，也会影响周边的磁场，影响电视、无线网络和

通信网络的信号接收，因此，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专业研究，降低电

磁辐射。要建立低碳可持续的轨道交通系统，车站中的照明、通风、

扶梯等系统都要进行合理优化，使用轨道线路曲线线形、坡度、站

距、列车运行图等改善运行中的能耗问题，积极采用机车牵引技术、

制动技术、节点技术等提高运行系统能源利用率。 

（四）轨道交通综合调动自动化技术 

在铁路系统中的微机远动系统、微机调度集中、微机连锁系统、

微机红外线轴温检测系统已经相继研制成功，并投入使用，为铁路

交通系统的信息化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城市轨道交通方面综合调

动自动化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还非常有限，应该进一步的加快脚步。

在目前的运行中可以将一些关系较为密切的子系统集结在一起，组

成相对集中的中等规模综合管理系统。例如将 ATS、SCADA、PIS、

FAS 等系统组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综合的列车管理系统，实现综合

的控制、管理和调度。将 ATS、SCADA 系统、通信系统、给排水

及消防系统、环境及防灾报警控制系统、自动售检票系统等综合集

成，实现技术的综合应用[6]。 

（五）轨道交通的乘客信息系统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大，城市轨道交通不断扩大，轨道交通逐

渐更加复杂，给人们的路线选择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乘客信息系统

可以为乘客提供各种乘车信息，乘客只需要在乘客信息系统中输入

自己的当前地点和目的地，系统就能迅速为出乘客快速规划出最佳

的乘车路线，减少乘客在路线选择上的时间浪费，降低选择错误路

线的可能。乘客信息系统还可以为乘客提供天气预报等各类生活资

讯，让乘客在系统中就能够得到关于目的地的相关信息，了解到目

的地周边的商业场所信息、购物中心、餐饮娱乐场所信息等等。新

时代，随着智能化手机中智能支付等方式的广泛运用，乘客信息系

统中还可以引入电子车票的技术，让乘客直接通过手机就可以进行

乘坐，从而简化轨道交通的乘车程序，让乘客更便利乘车[7]。 

四、结束语 

轨道交通在我国目前的发展中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然

存在许多问题。在未来的轨道交通发展中应该更加注重与高新技术

相结合，利用高新技术手段加快轨道交通发展，促进我国交通事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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